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 徐兴铧 编辑 唐茂 美编 刘述辉

区 县 3

向兴，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旌阳区委组织部
干部，曾挂任凉山州越西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担任德阳市旌阳区援彝前方指挥部产业及社会帮扶
组组长。2021年至2023年援彝期间，荣获“省内对口
帮扶优秀干部人才”“四川省农业农村系统网信工作
先进个人”“德阳市旌阳区社会发展突出贡献先进个
人”“越西县经济社会全域发展先进个人”“越西县农
业农村局帮扶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携笔援彝，发挥长处创先争优。2021年，初到挂
职单位凉山州越西县农业农村局，向兴主动申请负
责信息宣传工作，撰写的信息被四川经济网、凉山日

报及凉山新闻网等采用，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凉山州
农业农村局推荐参评“2021年度四川省农业农村系
统网信工作先进个人”，全州仅3人。2022年，他担任
局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全面工作。面对繁重而
复杂的工作，他从不言苦，受到越西县领导和同事的
高度肯定。

勇挑重担，真情帮扶助民增收。在担任援彝前
方指挥部产业及社会帮扶组组长期间，向兴负责产
业发展、就业帮扶和全域结对等工作。他组织开展
了“旌阳区对口帮扶越西县专场招聘会”和“2022年
省内对口就业帮扶招聘会”，协助越西县人社局成功
举办“越西县2021年易地扶贫妇女居家就业‘钩针熊
猫’培训”和“2022年德阳市旌阳区对口帮扶越西县
社区制衣厂岗前技能培训班”，负责实施了旌越甜樱
桃产业示范园、旌阳早熟桃产业示范园和保安尔苏
苹果产业示范园等园区提档升级项目。每到收获季

节，果园里硕果累累，越西群众心里充满暖意。
坚守初心，当好纽带服务“三农”。向兴是从农

业战线上选派的干部，他始终心系越西县“三农”发
展。按照“越西所需，旌阳所能”原则，协调旌越两地
农业农村部门完成交流互访7次，助力越西县优质农
产品入驻旌阳数字链、旌耘抖音平台、德阳金商客等
旌阳本土电商平台。他积极向旌阳区争取到农产品
销售电商培训项目资金15万元，助力越西县成功举
办“育越西网红·助乡村振兴”第二届直播达人培训
班，对越西县30余名电商直播达人开展培训。

“一次援彝行、一生援彝情”，在越西县工作的2
年多时间里，他始终秉承“旌越一家亲”理念，不忘赴
越初心、牢记援彝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说越西话、
干越西事、做越西人”，把一腔热血和无悔青春奉献
给越西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这份光荣的事业。 本报记者

向兴：

从援彝人到“彝”家人

本报讯 为加强文化交流，日前，绵竹市30件
（套）馆藏战国青铜器文物首次出川参展，亮相陕
西省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的“问蜀——
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展”。本次展出将持续至2024
年2月25日。

近日，笔者跟随绵竹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看到，绵竹的30件（套）战国青铜器单
独摆放在一个展柜，前来观摩鉴赏的游客络绎不
绝。“此次绵竹市博物馆作为参展单位之一，参展的
30件（套）战国青铜器里一级文物有两件，分别是战
国铜提梁壶和战国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其余的20多
件是二级文物，主要为战国时期的兵器。”绵竹市博
物馆馆长刘运琦说，希望通过本次展览，进一步加
强与陕西的文化交流和互融，提升绵竹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据了解，此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的“问蜀

——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展”，在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
共展出330件文物，旨在通过对古蜀文明到早期蜀文
化、战国中期蜀文化、晚期蜀文化的脉络梳理，展示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后，秦对巴蜀地区的经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策展人彭文表示：“绵竹市
博物馆对此次展览支持力度很大，参展的 30 件
（套）战国青铜器文物基本上是一个墓葬出土。这
个墓葬是蜀国的将军墓，它的器物很丰富，有兵器
有工具，包括各地的一些文化特色的器物都有，说
明他可能是在征战过程中战死沙场，其器物也可
能是在各地征战时的战利品。”

文/图 通讯员 尹翔 王义超

战国青铜器“出川”
讲述古蜀文明的悠远故事

本报讯（实习记者 洪意 记者 肖
盛雄 通讯员 魏寒梅）手拿铁锹、蹲着
身子，埋着头、干劲十足，不大一会儿，
有的同学种的菜苗屹立不倒，有的同学
种的东倒西歪，有的同学已经不满足只
种一颗，高喊着“老师再给我一颗，再给
我一颗”……这是罗江区略坪镇小学校
学生劳动教育课上的一幕。

近日，记者获悉，罗江区劳动教育
案例《区域整体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实施策略初探——以四川省德阳市
罗江区为例》成功入选教育部基础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劳动教育指导专委
会、中国教育学会劳动教育分会编印
的《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与探
索》一书。

据了解，该教育案例以罗江区为
样本，从“加强主导，全方位构建区域
劳动教育体系”“落实主体，全链条完
善学校劳动教育流程”“突出主动，全
要素优化学校劳动教育要素”等三个

方面，具体介绍了罗江区在全面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
等文件精神，全面梳理罗江区“把劳动
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
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
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
合”的具体做法，全面总结罗江区整体
推进劳动教育、努力实现城乡劳动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经验。

近年来，罗江区扎实推进劳动教
育，做到普职融通、一校一品、校校有
阵地，建立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25个，
市级劳动教育实验校和实践基地2所，
开发劳动教育校本读本15 册，建构劳
动教育课堂教学模式2例，劳动优质课
竞赛、劳动典型案例和精品课程获奖
20 项，省级劳动课题获省级阶段成果
奖4项。

罗江：

特色劳动教育擦亮育人底色

本报讯（记者 文潇） 为帮助更多
的学生树立安全防护意识，从小学会
急救本领，近日，广汉少年急救官生命
教育活动正式启动。

在启动仪式现场，通过播放宣传
视频和互动提问的方式，为同学们讲
解了什么是“少年急救官”，并教育孩
子们如何预防溺水，学习自救及抢救
的方法，提醒同学们在没有大人在场
的情况下不要盲目施救。同学们与主
持人积极互动，踊跃回答问题，现场气
氛十分热烈。“参加这次少年急救官培
训，我感到意义重大。”来自广汉市第
九小学五年级二班的李同学表示，通
过当天的活动，大家心中竖起了安全
警示牌，提醒注意防范危险。同时，还
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急救方法，如果在

今后遇到突发情况，自己也能学会自
救和帮助别人。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
风险意识和防护意识，掌握基本的急
救、自救、互救能力，在做好自身安全
防护的同时能有效应对相关突发情
况，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
培育和挖掘孩子们真正成为一名“少
年急救官”。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广汉市委统
战部和该市教体局指导，广汉市新联
会对接社会资源，大力开展科普教育
活动，深入开展青少年急救知识普及、
救护技能培训等工作，助力“少年急救
官”公益项目实施，有效提升了青少年
的风险意识和防护意识，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

广汉：

少年急救官生命教育活动启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绵竹市积极采
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

据绵竹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为
开展对困难儿童的救助，该市积极开
展困境儿童走访、慰问活动。今年以
来，已为 7410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发放各类资助金468万元；组织5000余
名学生参加学校公益性质的各类活
动，在教育系统开展特殊群体“爱心大
走访”活动，共计走访学生 2600 余人
次；推进“红领巾公交行动”，共开通64
条线路，解决17所农村学校近2000名
学生上放学交通问题。加强镇寄宿制
学校建设，3所农村小学、5所农村初中
实行“家园化住校养育制”，为学生提
供温馨而有质量的教育服务。

绵竹市还全面落实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按照散居
孤儿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月 1200 元、
集中供养孤儿每月 1600 元、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参照孤儿的标准，按月足额
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
费。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项目，按照每年1万元的标准，按季度
为正在完成大学阶段学习的孤儿发放
助学补助金。

同时，绵竹市积极实施残疾儿童康
复、助学等救助项目。今年以来，对3名
残疾儿童实施辅具适配项目，救助资金
3.65万元；开展辅助器具进校园项目，
对8名符合条件的儿童给予适配，慰问
5户残疾儿童家庭，落实慰问资金2600
元；实施“金秋助学”项目，为20名残疾
学生提供助学支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救助69人，支付救助金151.8万元，全方
位为特殊困难儿童做好兜底关爱保障
服务。 通讯员 罗天琪

绵竹：

关爱特殊困难儿童有“实招”

11月22日，记者对什邡市禾丰镇、雍城街道、马
祖镇等乡镇、街道进行了走访和回访，发现不仅一
些问题点位没有得到有效整改，而且因为宣传、管
理不到位，又出现了新的垃圾随意丢弃现象。

马祖镇双盛社区马家碾的亭江桥一侧有一个小
广场，广场背后，沿一条灌溉渠正在打造休闲景观

带。但记者在现场发现，不仅与正在打造的景观带毗
邻的路边散落着不少已经发黑发臭的陈旧垃圾，就在
景观带的入口处还堆放着两堆刚形成不久的垃圾堆。

10月中旬记者在走访中曾发现，禾丰镇玉河东
街170号斜对面一处干涸的沟渠中存在垃圾成堆的
现象，此次回访中记者注意到，经过整改，这里的垃

圾已经被清理干净。
但是，在对位于雍城街道的人民渠13支渠（原

22支渠）的回访中记者发现，与10月中旬发现并曝
光的情形相比，这里的情况几乎没有变化，沟渠中
除了大量生活垃圾外，甚至还被扔进了不少死鸭死
鸡。在沟渠沿线，记者发现两种鲜明的对比，一是
岸边没有住户的渠段，渠内整洁、渠水清澈，有住户
的渠段则满是垃圾；二是沟渠边一处露天开放式垃
圾池内空空荡荡，然而仅一条小路之隔的沟渠中却
是一片狼藉。 本报记者

沟渠里除了垃圾 还有死鸭死鸡

11月22日，记者深入旌阳区部分
乡镇暗访时，看到乡村公路干干净净，
公路边的排水沟也被清扫一净，不时
还能看到路上有人保洁。但在一处公
路边上，却看到垃圾桶周边地上散落
着垃圾，没有进行清扫处置。

记者从市区出发前往旌阳区双东
镇，对双东场镇及通江场镇进行暗访，
只见街道干净整洁、垃圾入桶，未发现
垃圾乱堆乱倒现象。随后，记者从双
东镇经罗新路继续暗访时，在凉水村
（张家湾）路段，看到公路边放着一个
红色垃圾桶，桶里只有少量垃圾，但在
桶周边的地上却散落着一些塑料袋、
编织袋、废纸屑等垃圾，没有进行清扫
处置，对村容村貌造成了不良影响，希
望当地及时处理。 本报记者

垃圾桶周边一地垃圾

本报讯（记者 曾征 通讯员 胡兵发 刘
姮）“今天烘干房进行燃气验收，请空闲居民
前往打扫卫生，为投用作准备。”近日，什邡市
马井镇建设村73岁的刘谋安收到村委会的
一条短信。来到现场，看到全新的机器和宽
阔的厂房，刘谋安满是期待：“这下好了哦！
这个大家伙投用后，不仅村集体多了一份收
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工作。”

这个烘干房是马井镇建设村经济发展的
又一增长点。借势周边区域农业规模化发展
的东风，建设村瞄准其中的商机，今年利用该
村云岭小学闲置空间，撬动各方资源，投资
300 余万元建起了这处粮食烘干房，既方便
了种植户，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规模。“这个
项目将实现18万元至38万元的村集体经济
增收，年烘干量可达到2000吨左右，并带动
一批空闲劳动力就业。”建设村党支部书记李
维吉说，接下来他们还有新打算，准备在旁边
的闲置土地上建一处蔬菜冻库，服务区域蔬
菜种植，提升蔬菜种植附加值。

既有项目，又有收入。如今的建设村呈
现出集体经济发展的澎湃动能。据李维吉介
绍，2022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57万余元，今
年有望突破60万元。然而在2019年以前，建
设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仅为2000元，而且还
有高达几十万元的负债。

短短几年间，建设村为何变化这么大？
建设村地处成德交界地带，是彭什川芎产业
园核心区。依托良好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
走深走实，围绕农业产业突出特色优质高
效，想方设法拓展业态、丰富业态，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同时，不断唤醒沉睡的资金、资
源，变废为宝，极大程度上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增强了“造血”功能。“我们取得的成效用
两句话概括，一个是零的突破，二是量的飞
跃。所谓零的突破是指前几年我们村是负
债，量的飞跃是我们集体经济收入年递增平
均达到 20-30%。”李维吉说，下一步建设村
将不断丰富业态，结合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
整治，从发展康养民宿和青少年培养、锻炼
实践等方面着手，让建设村有留头、有耍头，
形成“乡村游”。

什邡：

“负债村”逆袭
成“富裕村”

什邡市马祖镇双盛社区，正在打造的景观带入
口处堆放着两堆刚形成不久的垃圾堆。

位于什邡市雍城街道的人民渠13支渠（原22支渠），
沟渠中被扔进了不少死鸭死鸡。

什邡市马祖镇双盛社区，毗邻正在打造的景观
带路边，散落着不少已经发黑发臭的陈旧垃圾。

罗新路凉水村路段路边，垃圾桶周
围散落不少垃圾。

展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