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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伟） 近日，什
邡市雍城街道京什东路社区会议室
内，一场特别的签约仪式如期举行，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什邡校区党
总支、国网什邡市供电公司党员服
务队党支部、京什东路社区党支部
共同签约结成“社区合伙人”，旨在
校企社携手合作为民开展服务工
作，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构建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

此次签订的京什东路社区党建

联盟、“社区合伙人”党团服务项目，
主要依托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什
邡校区党总支、国网什邡市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党支部，把社区变成

“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综合体。
根据协议，学校将为社区居民提供
科普知识讲座以及绘画、舞蹈等趣
味教学活动，企业将开展安全用电
知识、倡导节约用电等方面的知识
讲座等，以此丰富辖区居民的业余
文化生活，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此次合作必将推动学校、企

业、社区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
阶。”京什东路社区党支部书记、主
任周文表示，该服务项目引导企业、
学校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在服务实践中传播文明、促进和谐，
推动“共享共治共建”。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什邡校
区党总支负责人认为，此次签约将
整合双方党组织的资源，建立共建

机制，开展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以及
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推进
社区文明建设。未来，学校将按照
共建项目实施方案约定，扎实有效
推进相关工作。

国网什邡市供电公司有关人
员表示，接下来，将以党建引领基
层服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
客户经理和党员服务队为社区群
众做好服务，架起党联系群众的连
心桥，做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电力先行官”。
据了解，“社区合伙人”是指在

党组织领导下，符合社区发展治理
需要的组织、团体、个人等各类主
体，以人力、技术、智力、资金、场
地、信息数据等资源与社区共建发
展，为居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精
准化的公益服务，激发社区公益活
力，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
种模式。

“社区合伙人”联手 居民幸福指数往上走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刘倩）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
有着“春天第一果”美称的樱桃上
市了。记者在几家街边水果店发
现，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樱桃大多来
自攀枝花市米易县，价格普遍较
高，让不少喜欢吃樱桃的市民望而
却步。

那么，目前德阳周围的樱桃什
么时候成熟，价格又如何呢？4月
11日，记者帮你打探了一番。

走进旌阳区双东镇八佛村樱桃
谷，这里的樱桃早已名声在外。每
年4月份，漫山遍野的樱桃陆续进入
成熟采摘期，晶莹剔透的樱桃挂满
了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现在一些早熟的品种陆续
可以采摘了，如果天气持续晴朗，
本周末应该会迎来最佳采摘期，
新品种比如乌克兰、白沙、红灯笼

就要再等一周多。”八佛村村民黄
弟金家里种了3亩多樱桃，今年天
气较好，他希望自己的樱桃能卖
个好价钱。

由于樱桃采摘周期短、不易保
存，为了保证樱桃能够在短时间内
顺利销售出去，每年，村上对采摘
的村民都将开展技术培训，保障果
子的品质。“今年，村里还发动全村
村民通过微信朋友圈、短视频等方
式进行推广销售，提高知名度，吸
引周边游客前来采摘。”双东镇八
佛村党委书记张加天介绍道。

“现在流行近郊采摘游，乌克
兰和红灯笼这两个品种味道比较
好，很受消费者欢迎。”黄弟金说，
今年预计每亩产量600斤左右，能
卖1万多元，采摘前期价格预计40
元，后期20至30元，入园还可以免
费品尝。

村民尹凤琼提着篮子在樱桃
园里穿梭，一摘一落，鲜红的“醉
妃红”便落在篮子里。她家里种
了10多亩樱桃，她说：“差不多要4
月 15 日左右才开始全面成熟，采
摘时间会一直持续到 4 月底 5 月
初。”为了给前来采摘樱桃的游客
提供一个良好的体验环境，这两
天，她同往年一样，不仅采购了大
量的果篮，同时还对出入果园内
的道路进行了平整，方便游客体
验采摘的乐趣。

“今年，八佛村种植的樱桃共
有红沙、白沙、乌克兰、红灯笼、大
红袍5个品种，目前红沙已经进入
成熟期，价格在 20 元至 40 元之
间。”张加天介绍道，按照目前的成
熟情况看，预计在 4 月 15 日前后，
樱桃将陆续进入采摘期。欢迎周
边的游客到樱桃谷采摘品尝。

快了！快了！
本地樱桃等你来尝鲜了

本报讯“线上提交资料，半个小时就办下营
业执照，2个小时全部完成税务登记、印章刻制
等，太方便了！”日前，广汉市的曾先生在广汉市
行政审批局综合服务窗口体验了一把全程线上
办理“企业开办一件事”的“加速度”，通过工作人
员线上操作，很快便拿到了“德阳锦瑞宏远贸易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并免费得到了一份包括公
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在内的“大
礼包”。这是我市各区（市、县）第一个全线上办
结的“企业开办一件事”。

2022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
导意见》，提出通过“一件事一次办”实行企业和
群众办事便捷化，以“一次提交、互联共享”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今年，广汉市行政审批局线下建立“一窗

式”综合服务窗口，通过优化业务流程、配置专
业人员和规范提交材料等方式，形成完整的办
事流程链条；线上依托四川政务服务网企业开
办“一窗通”平台，打通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共
享，推动“企业开办”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提
高企业开办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申请人根据
企业需求和自身方便，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
方式，对办理营业执照、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社
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选择一次性或
分段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
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4 个工作小时内办
结，有力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真正实现了群众
办事便捷高效。

蒋鹏 李春燕

广汉：

“一件事一次办”
群众办事更便捷

日前，在旌阳区孝感街道银山路社区“德
慧·心巧”手工坊里，一群热心的奶奶们正在编
织一件件毛衣，现场暖意融融。这批汇聚温暖
和真情的毛衣不日将送给旌阳区 29 名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温暖孩子们的心灵。

活动现场，奶奶们拿线、起针、绕线，织着手
中的毛衣，大家一起讨论编织花色、针织方式、尺
寸等，不小心漏针的也会相互帮忙。手速比较快
的奶奶不一会儿就织了小半截。

“织大一点、织结实一点”是奶奶们织毛衣
时常说的一句话，针脚细密、配色也别出心
裁。张红琼奶奶是队里手工出众的能手，擅长
编织复杂的花样，且眼明手快、手脚麻利，“可
以用绵薄之力温暖山区的孩子，我很开心。”张
奶奶说。

“这次，我要给飞飞、小川和彤彤织毛衣，虽
然我现在老了，但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
挥余热，我心里可开心了。”凌玉凤奶奶说。

飞针走线寄真情。在银山路社区，像张红
琼、凌玉凤这样的爱心奶奶一共有12名，他们有
的是热心居民、有的是社区网格员，有的是文明
劝导员。“针”情“针”意的活动将他们凝聚起来，
在老有所为送温暖的同时，给孩子们带来心灵上
的关爱。

在“万物皆可网购”的时代，一件亲手织就的
毛衣，传递的是温暖关爱。银山路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引导更多的志愿者传
播公益理念、参与爱心奉献，也期待有更多的热
心人士参与。

本报记者 邱洁 通讯员 赖雅莉 曾妮

旌阳：

“针”情“织”爱
温暖困难儿童

前段时间，绵竹市汉旺镇白溪
河村漫山遍野的李花迎来无数游
客观花、赏花。下个月，这个村的
枇杷节又将开幕。届时，四面八方
的游客又会相约品尝水果、游玩和
休闲。这样的农旅融合发展，得益
于该村创立的“花果白溪”品牌，依
托乡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
文化等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各类优质水果种植，推动
美丽乡村向产业兴村迈进，让生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发展新
业态。

有花有果
打响“花果白溪”品牌
汉旺镇白溪河村位于绵竹市

西北沿山，地处龙门山余脉，是绵
竹沿山旅游风景带最北端的出入
口。全村有经果林 1200 亩、生态
林5000亩，有300多年历史的廻龙
寺，有沉睡两亿年的生物海绵礁
——莲花山，有樱桃花、李花、桃
花、杏花等接连而至的“漫山花
海”，有樱桃、李子、枇杷、柿子等应
季而来的“水果盛宴”。

自2018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以来，白溪河村以“花果白溪”生态
旅游开发为重点，注册了“花果白
溪”旅游品牌，但由于没有准确的发
展定位、完善的配套设施，白溪河村
的旅游业发展一直比较滞后。“花果
白溪”养在深闺无人识，鲜为外界知
晓。

2019年8月，新上任的白溪河
村党支部书记毛方平，为了引导村
民转变发展观念、加入到“花果白
溪”的建设中，带领村“两委”班子
成员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和召开座
谈会、坝坝会等形式，积极发动村
民主动参与景点打造、自觉做好秩
序维护、环境保护和志愿服务等工
作。通过举办樱桃节、枇杷节、李
子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也
让更多的人知晓了“花果白溪”。

同时成立了水果协会，帮助果农们
进行线上线下的水果销售，白溪河
村的土特产、水果也因此提高了销
售量和价值。

优化农旅环境
发展乡村旅游
近年来，白溪河村一直致力

于农灌沟渠、乡间便道、农旅道路
的建设。特别是2021年被确定为
乡村振兴重点关注村以来，该村
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绵竹市、镇
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利
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维修了两座
三坪塘，新建了骑游道，并首次打
通了通往莲花山“一碗水”景点的
登山道路。2022 年，新建登山道
1300米，农旅彩油路3000米，林间
便道5000米。加上绵竹市水利局
在沿山开展的小流域水土保持工
程，该村的旅游风貌再度得到了
显著提升。

同时，白溪河村加快了农产品
从“绿色生态”向“营养有机”转化，
通过与龙腾农业公司合作，并以村
集体经济为引领，在村内大力推动
土地流转。截至目前，已完成“果林
一期工程”38亩有机果林的培育、
170亩高品质水稻和20亩蔬菜的建
设。另外，“果林二期工程”的60亩
有机果林育种也正在有序推进。村
集体经济产业带来的工作岗位也主
要用于解决本村脱贫户家庭就业问
题。2022年，仅通过在村内集体经
济产业务工一项，便帮助脱贫户实
现了500-800元的人均增收。

“结合白溪河村自然资源、人
文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实际情
况，我们继续打响‘花果白溪’的旅
游品牌。”毛方平称，借助全域旅
游发展东风，结合未来成兰铁路建
成通车的契机，还可以在村内发展
商贸与物流，带动乡村多元化发
展，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本报记者 陈晓霞

“花果白溪”绘就
农旅融合新画卷

村民尹凤琼提着篮
子正在采摘樱桃。

樱桃快要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