
突出一个核心
建强红色引擎

雨后空气清新，朝阳明媚。满山遍野的藤
椒沐浴在阳光晨雾中，富有生机。密密麻麻的
果粒混合着晶莹剔透的露珠缀满枝头，长势格
外喜人。藤椒地里的决明子、急性子、丹参长势
正旺……

“这些藤椒地，夏季种药材亩产值可达
4000余元，冬季种蔬菜亩产值随便3000余元，
加上藤椒亩产值 7000 余元，硬是划算得很
哟！”三台县广利乡仙家井村春远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童远春算起收入账，喜不自禁。

据了解，仙家井村两委换届后，村支部书记
童远春在乡党委、政府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思路的
指导下，带领仙家井村两委班子带头发展产业。
短短1年时间，该村成立了柿子湾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和润阳生态农业公司2家公司，成立春远种
植专业合作社和肉牛养殖合作社等4个新型农
业组织，软弱涣散班子一下子变为先进党组织，
成为全乡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产业发展快，全靠党组织带。近年来，为强
化党组织脱贫攻坚的引领作用，三台县狠抓乡

（镇）村（社区）两级党组织建设，巩固政治核
心，增强脱贫攻坚政治定力。坚持德才兼备、干
净清净、风清气正的原则，圆满完成 63 个乡
镇、932个村（社区）换届，进一步优化了班子结

构。乡镇党委班子中，35岁以下干部占22.8%，
大学及以上学历占 69.3%。全县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年龄全部降到57岁以下，村（社区）“两
委”干部高中及以上学历占 56.2%。通过村党
支部换届，873名生产大户或致富带头人、农民
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当选党支部
书记，占83.8%。

为全方位提升村干部管理能力、服务能力
和产业致富能力，三台县还通过“请进来”和

“走出去”等方式，采取专题讲座、外出学习、现
场教学和农民夜校等多种形式，加强基层干部
政治素质和实用技能培训，提升推进脱贫攻坚
的能力素质。先后开展集中培训13次，分层次
培训 536 场次，培训 21.2 万余人次。全面推进
青年人才党支部工作，注重把有文化、有思路、
有能力的青年人才作为发展对象，壮大后备人
才队伍。2017 年发展党员 390 名，培育后备干
部2139名。

打通三条路径
创新发展模式

“榨菜收完后，就发展果树和万寿菊产业，
不但能实现群众增收致富，村集体经济收入也
有望突破 10 万元。”站在观景台上，望着山地
田块间绿油油的蔬菜和畅通的产业大道，三台
县建平镇芝麻村村主任王开平对村子的发展
满怀信心。

芝麻村是该县西路片区镇乡中典型的“空
壳村”，长期以来村集体经济收不抵支。为促进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村支部采取“支部+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村集体以资
金和基础设施入股，每年按股分红，农户以土
地流转和优先务工获取收入。

近年来，三台县充分发挥“支部+”的作用，
通过“支部+支部”组织向外拓展，“支部+项目”
资源向下延伸，“支部+公司”服务向优做实，打
通三条路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601 家，
其中农民合作社938家、产业化龙头企业89家、
农业社会化组织258家、家庭农场591家、专业
大户1725家。同时，创新党的组织设置，采取强
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联建党组织72个，依托
产业中心村、重点村合建党组织65个，依托专
业合作社成立党支部、党小组160个，开展城乡
结对共建党组织130个。建立“资金股权量化+
项目双签”模式，将涉农项目资金、扶贫周转资
金、社会帮扶资金统一整合到合作社，按照贫困
人口、资源资产等情况确定入股方式和分红比
例，对合作社项目资金建设和投入等情况实行
项目双签制。目前，已累计整合资金430万元，
参与贫困户户均增收1800元，相关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最多的达2万余元。由部门牵头、公司参
与、乡镇统筹、支部落实，在农村推行“土地托
管+技物合作”套餐服务，创新实施“公司+银行+
合作社+贫困户”脱贫模式和“六统一分”抱团发
展模式，让贫困户“无本增收”的同时，通过公司
化服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建立五大支撑
实现发展共赢

“我家两亩多地入股村合作社，不仅可以
在家门口务工挣钱，三年后还能分红得利。”正
在地里除草的周光明老人乐呵呵地说。

今年 63 岁的周光明是三台县双乐乡王太
沟村 5 组村民，多年前因在外务工致残，家境
日渐贫困，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该村
加快推进“三变”改革，成立专业合作社，周光
明老人将两亩多地入股合作社，自己在合作社
务工，年收入近万元，一举甩掉了贫困户帽子。

王太沟村是绵阳市丘区农村脱贫攻坚示范
区36个核心村之一。为摆脱贫困面貌，带领百
姓增收，村两委对全村各类产权进行确权、赋
权、易权，有效盘活闲散的资产资源，探索出了

“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整村脱贫奔康模式。
近年来，针对农村“土地分散不长钱、劳力

闲散不来钱、房屋空置不值钱、资金零星不生
钱”的问题，三台县加大“三变”改革力度，整合
各类资源，建立 5 大专业合作社，在带动群众
致富增收的同时，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着力提高群众组织化程度。

——建立经济股份合作社，让“权”生钱。
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按照“支部提议、酝
酿讨论、群众表决”的议事程序，对改革涉及的
清产核资结果、成员界定结果、股份量化方案、
股份量化清册、股份合作社章程、股东代表名
册实施民主监管“六公开”，摸清集体家底，明
晰产权归属。

——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地”生钱。由
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动员农户
以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把土地经营权
变成股份，实现“承包制”向“股田制”转变。

——建立劳务股份合作社，让“力”生钱。
村党支部牵头将有务工能力的青壮年组织起
来建立劳务党小组，让农民土地入股后的闲散
劳动力聚集起来，根据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技
术程度、兴趣爱好等，有组织的输送到新型经
营主体就业挣钱。

——建立旅游股份合作社，让“房”生钱。按
照“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礼品”的农
旅发展思路，在有条件的村组建乡村旅游股份
合作社，把生态资源、空置的房屋、农耕文化和
民俗等旅游资源整合起来，聚集力量抱团发展。

——组建富民置业股份合作社，让“钱”生
钱。采取“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集
体经济”模式，根据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需
要，把村集体和农民的有效资金整合起来，以资
金入股的方式，每年按股分红，让钱生钱。

构建“一个核心、三条路径、五大支撑”发展机制

三台：党建引领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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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组查看辣椒苗长势驻村工作组查看辣椒苗长势 （（赵恒平赵恒平摄摄））

本报讯（赵恒平刘玉明）“以前说钱生钱，
我觉得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情。想不到这样的好
事情，也会落到我的头上。”6月25日，笔者在
三台县建设镇涪建村采访时，正在村合作社的
养猪场务工的村民牛宗德高兴地对笔者说。

牛宗德是涪建村 4 组村民，由于家人患
病、又没有劳力，经济窘迫，成了村里的精准脱
贫户。在帮扶人的帮扶下，虽然摘掉了贫困帽
子，但是会不会返贫，成了老人最担心的问题。

2017年，村合作社的养猪场建成后，他把
申请到的 10000 元产业扶持周转金全部投入
到合作社。“把资金放在一起搞产业，有规模，
也有搞头。”牛宗德说，合作社管理完善，监督
也很到位，投入的资金不会打水漂。同时，自
己在合作社务工一年收入两万多元，加上分
红，再也不会为返贫担忧了。

涪建村是省定贫困村，也是三台县建设镇
2018年脱贫摘帽村。为加快脱贫步伐，该村探
索出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攻坚利益联结产业模
式，因地制宜做加法，群众收入稳步增长。

“我们村地理条件不好，基础设施滞后，
群众收入主要靠传统种植。长期以来，村民想
致富缺少资金，没有门路。”该村第一书记刘
大明说。去年，村两委和贫困户反复商议，决
定通过资金“打捆”入股专合组织、股权量化
到户的方式发展生猪养殖，最终实现脱贫致
富的目标。

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和村民的发展意愿，
2018年初，村两委牵头成立合作社，采取代养
生猪的方式，发展生猪养殖。“全村72户贫困
户的产业资金以入股的方式投入到村合作
社，统一管理和使用，收益和风险共同承担，

年终按比例分红。”刘大明介绍，目前养猪场
存栏商品猪1062头，预计7月份出栏。按照一
年两批计算，预计年收入可达 16 万元，贫困
户分红最高可达到1000元。

在涪建村的柑橘基地里，柑橘苗茁壮成
长，间种的海椒丰收在望。“除了成立生猪养
殖合作社，我们以‘三变’改革为契机，组建了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土地资源合作社和劳务

合作社，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
中来，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增加群众收
入。”刘大明说，今年初，村合作社发展柑橘75
亩、藤椒近 200 亩，间种海椒 30 余亩，让村民
短期、长期都有收益。

“打捆”产业资金共享收益，涪建村产业
蓬勃发展，让村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有了
多项选择。

建设镇涪建村——

扶贫资金扶贫资金““打捆打捆””使用使用
产业收益产业收益““分红分红””共享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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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晓艳 蒋德乾）近日，三台县革命历史
展览馆建成投入使用。该馆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和革命故事，生动展示了三
台军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三台县革命历史展览馆位于县城牛头山梓州
公园，包括革命历史展览馆和中共潼川特区秘密
联络点、红色标语走廊、初心亭、抗战遗迹防空洞、
革命烈士牺牲地遗址等景点。革命历史展览馆展
厅位于梓州公园东北角，面积 60 平方米，收藏图
文 123 幅，展现了三台县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
程；中共潼川特区秘密联络点位于梓州公园大门
内蟠龙石柱一带，1930 年 7 月由中共潼川特区委
建立，是三台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情报联络点；抗战
遗址牛头山防空洞，由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修建，
可容纳千余人，洞内建有指挥作战室和武器弹药、
药品、食物储藏室等，在抗战时期躲避日机轰炸中
发挥了重要的防空隐蔽作用；烈士牺牲地遗址则
是为了纪念土地革命时期在牛头山南麓牺牲的 16
名革命者而建的。

目前，三台县红色教育基地已达 7 处，分别是：
三台县革命历史展览馆、张天汉烈士墓、三台军史
馆、三台县七一小学党史陈列室、三台县“5·12汶川
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恢复重建陈列室、三台县预防职
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鲁班水库。

三台建成
革命历史展览馆

本报讯（刘玉明 刘倩）“自从县残联为我
家实施无障碍改造后，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
现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出去和邻居聊天，到
处转转，日子更加充实了。”提起现在的生活，
周万刚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 47 岁的周万刚是三台县金石镇荣庄
村 9 组村民，16 年前因务工受伤，失去行走能
力，常年卧床。受益于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
工程，如今他可以坐着轮椅“走”出家门。同时，
该县残联工作人员还为他配备了坐便椅等，不
仅帮他解决了“如厕难”“坐起来难”等难题，还
为他修建了坡道、入户通道、改建了厨房等，让
他出行更便利，生活更舒适。

据介绍，三台县有残疾人10.05万人，其中
重度肢体残疾、听力和视力障碍 10883 人，辅
具适配量大面宽仼务重。为加快实施辅具全覆

盖试点县建设，该县积极探索辅具适配服务模
式，从辅具的免费发放，到个性化适配，再到上
门服务，实现“零距离”精准服务，营造了扶弱
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悉，三台县辅具全覆盖工作分三年对辖
区内的有辅具适配需求的贫困残疾人进行辅
具适配和部分居家无障碍设施改造。通过残联
项目救助和量身配置方式，2015年落实残疾人
辅具适配 6684 人，2016 年适配 4500 人，2017
年适配 4500 人，力争今年底实现残疾人辅具
适配个性化服务全覆盖。

为了给残疾人提供就近、便利、快捷服务，
三台县着力于辅助器具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省
市辅具中心专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通过培训
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培养了一批熟悉辅具适配

的专业人才。同时，组织人员到巴中、成都等地
观摩学习，汲取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

“这个轮椅带有便盆，无论出行还是上厕
所，都方便了很多。”富顺镇金光五村二组的杨
秀兰肢体残疾一级，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领到残
联发放的轮椅后，开始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

为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
标，让像杨秀兰这样的残疾人生活变得更方
便，三台县积极为贫困残疾人配备手动轮椅、
坐便椅、多功能护理床、折叠盲杖等辅助器具。

“3 年来我们的 20 余名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分
组深入到全县 63 个镇乡 932 个村 110 个社区，
对近 2 万名残疾人进行入户调查、评估，筛查
出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辅具包括助视器、多功
能护理床、助行器等达到 27 个品种。”该县残
联辅助器具中心负责人说，目前全县已初步建

立起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调查——适配评估
——定改制——辅具训练——跟踪回访”的辅
助器具个性化服务体系。

据介绍，自 2006 年以来，三台县残联根据
残疾人的需求情况，为 1.1 万名残疾人适配辅
具 1.3 万件，在认真完成省市下达的辅具任务
的同时，该县残联自增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200例，假肢装配78例。

“我们还加大了残疾预防的宣传力度，并
利用各种节日宣传残疾预防和康复知识。”县
残联辅助器具中心负责人介绍，该县已建立残
疾儿童筛查报告制度，对筛查人员培训、疑似
残疾儿童的评估、残疾儿童的安置、经费保障、
各级各部门的职责、数据的统计报告和监督考
核等进行明确，并建立长效机制，纳入政府购
买服务。

三台建立残疾人辅具个性化服务体系
今年底实现残疾人辅具适配全覆盖

7 月 7 日，以“因荷结缘，莲爱一生”为主题的
三台县第四届高堰野生荷花节隆重开幕，当天吸
引游客 3 万余人次。据悉，本次荷花节设立了观野
荷赏佛莲、高堰掠影、品高堰故事等系列活动，充
分利用当地独特的百余亩野生荷花和来自观音故
里遂宁的佛教圣花千叶佛莲为活动载体，深度融
合当地的历史文化，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图为开幕式
文艺表演现场。 （白雪梅 摄）

本报讯（云霄 佐霞）今年上半年，三台县以“品
质消费 美好生活”为主题，切实履行《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赋予的公益职能，消费维权各项工作扎实
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据 统 计 ，上 半 年 ，该 县 共 受 理 消 费 者 投 诉
79 件，办结 76 件，办结率 96.2％，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 20.45 万元，组织接受消费者政策法规
咨询 3500 多人次。该县 12315 投诉举报中心共接
到“市长 12345”专线电话 89 件，其中 16 件为政策
咨询类，剩下 73 件分流相关单位、消委分会全部
办结，切实有效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
市场经济秩序。

三台切实维护
消费者权益

本报讯（刘继华 刘玉明）三台县住建局日前联
合工商银行三台支行在长虹·天樾项目现场举行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总包直发、银行代发发卡仪式，
300余名建筑工人现场领取了工资卡。

据了解，为规范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行为，预防和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
问题，三台县计划在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全面推行实
名制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以
及银行代发工资制度，进一步明确实名管理、连带
责任、支付信用、部门联动、行政问责 5 项保障制
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切实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

三台启动
建设领域劳务工资代发

本报讯（彭宇）近日，三台县迎来大范围降雨，为
全面筑牢夏季防汛安全网，刘营镇多措并举，确保防
汛工作万无一失。

组织人员对全镇河流、塘库堰及易积涝、易滑
坡等重点防护点、防护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掌握泄
洪排水系统运行情况，做好巡查和跟踪情况记录。
组织技术人员对全镇防汛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进
行大检查大检修，确保运行正常。同时，利用广播、
标语、横幅等广泛宣传避险防汛安全知识，将防灾
避灾方法普及到各村各户，防止群众出现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引导群众遇到险情正确避灾自救。
备齐应急物资，确保遇上险情，防汛抢险物资拿得
出、用得上，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切
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坚持 24 小时值班、带班
制度，各村防汛抗洪应急队员严阵待命，进一步明
确抢险撤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确保灾害发生前
组织群众有序转移。

刘营镇
多措并举防大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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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县始终坚
持“抓党建促脱贫，
以脱贫强党建”理
念，大力构建“一个
核心、三条路径、五
大支撑”“135”发展
机制，积极探索“村
党组织+合作社+其
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基地+贫困户+其
他农户”发展模式，
激发脱贫攻坚内生
动力，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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