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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路子
全力打造“造血式”产业帮扶

自2016年以来，在市人大常委会历任主要领导
的带领下，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烟草专卖局、长城
华西银行等机构和企业结对帮扶通济镇。

“一时的‘输血’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帮
助他们找准产业发展道路，激发‘造血’功能，才
能筑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市人大常委
会领导班子积极开展各种调研，帮助该镇寻找发
展道路。

“调研先行，走‘一村一品’的路径。”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领导一年不少于4次调研，
办公室带队联系帮扶累计 12 次，选派驻村干部 9
名，各相关帮扶部门企业调研累计20余次，还有数
不清的推进会、协调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说，遵循“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及时
调整帮扶项目方案，集纳帮扶项目资金，不搞大水
漫灌、平均用力，按照一年一个村集中攻坚出彩的
路径正阔步前行。

北部的六松村、道桩村位于中江县凯北粮油园区
内，适合发展粮油产业；圣寿村新建了蔬菜大棚，引入
了专业化的公司，蔬菜产业已初具雏形；发挥离中江
县城距离近的区位优势，通济村利用闲置资产建成世
外桃源劳动实践教育基地，摸索城市后花园的发展路
径……目前该镇已初步呈现出北部粮油南果蔬、中部
蚕桑和畜牧、生态农旅相融合的发展格局。

产业要打造成型，没有资金的有力保障，便无
法顺利推进。仅仅依靠当地政府投资，要实现一村
一特色的目标，难度可想而知。解决钱的问题，成
为主要矛盾。

“自结对帮扶以来，在历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
带领下，市人大办牵头持续帮扶通济镇，联系各帮

扶单位
协调、争
取 基 础 设
施建设项目
252 个，项目资
金 8480.49 万元；
各帮扶单位联系、协调、争取产业发展项目52个，投
入资金2283.41万元。”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说，通过这些资金项目的支持，通济镇自结
对帮扶以来完成土地整理6605.25亩，升级改造县
道20余公里、完成村组及院落道路硬化194.3公里、
整治农村公路隐患20余处、新建蓄水池45口、铺设
管网18公里、新（改）建沟渠29公里、提灌站35座、
整治塘堰72口等，通济镇的道路、用水管网等基础
设施短板得到全面补齐，各个村的特色产业发展也
越来越好。

此外，随着2021年全市启动乡村振兴联系帮扶
工作，市人大办继续牵头做好通济镇脱贫攻坚“后
半篇”文章，精心组织统筹市交通运输局、市烟草专
卖局和长城华西银行等10家帮扶部门企业，立足通
济发展实际，强化调研指导，聚焦群众所盼所需，全
面助力该镇高质量发展。

特色为要
因地制宜发展多个产业

记者走进圣寿村，看到随着道路基础设施的改
善，曾经不起眼的土地变成了绿色有机蔬菜的理想
生长地。不远处，一个生产高端蔬菜生产基地里，
不少村民正忙碌地进行采摘。

“随着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运行，让圣寿村有
了产业‘龙头’，也看到了蔬菜产业化的‘影子’。”
圣寿村村委会副主任卢德祝介绍，记者看到的是
一期项目，由市烟草专卖局和部分村干部投资建

成。去年，市烟草专卖局再投入 100 万
元，用于产业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购

买农机具。
现在，卢德祝的信心更足了。不仅农产品

仓储冷链保鲜库已经建好正待投用，在一期项目
的一侧，由市人大办协调160万元资金实施的二期
项目主体也已完工。“二期项目将具备水肥一体、自
动化喷淋灌溉、自动遮阳等多项功能，能有效增加
蔬菜种植品种，提高蔬菜质量和产量，进一步促进
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杨永江家是道桩村脱贫户之一，以往在家忙农
活。这几年，他都在村上的蚕桑园打工。“前几日，
村集体刚把近2000元的工资发放到我的手中，加上
帮扶单位慰问金，我手里有3000多元用来过春节。”
杨爷爷告诉记者，“春节后，我还是要继续去园里上
班，争取给家庭补贴一些钱。”

谭扬宇告诉记者，道桩村发展蚕桑产业，村
民经验相对丰富，熟手多。蚕桑产业落地道桩
村，填补集体经济空白，“造血”功能也正在逐步
显现。同时，为了实现每年蚕桑园收益翻番的目
标，每年的第一个月，他都要挨家挨户询问，把当
年的劳动力队伍固定下来，也让实现发展目标有
了底气。

截至目前，全镇优质粮油、有机蔬菜、特色林
果、绿色水产、生态畜牧、乡村旅游等为主的优势产
业不断壮大，相继创建大棚蔬菜、蚕桑、吴茱萸等多
个特色产业园区。已发展优质水稻、油菜等1万余
亩，优质蔬菜3700余亩，精品水果1200余亩，种植
吴茱萸、葛根等中药材500余亩，蚕桑3600余亩。

“我们将继续发挥牵头作用，统筹协调帮扶单
位、企业，在政策支持、项目资金上助力使劲，推动
通济镇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说。

部门组团帮扶 增强“造血”功能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通济镇“打通”乡村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曾征 通讯员 肖宇
张雪睿） 为了让凉山州喜德县农副产
品香飘更远，助力喜德县产业发展，近
日，什邡市开展“以购代捐”活动，以实
物形式采购一批脱贫地区和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地区农副产品。

自此次“以购代捐”活动启动以来，
什邡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纷纷响应，
认购了价值 70 余万元的喜德农副产
品。“因为饲养环境和饲养方式绿色健
康，喜德县的各种肉制品品质都非常
好。去年认购的腊肉香肠，味道很不
错。”该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单
位同事纷纷表示今年还想认购一批腊
肉香肠。

近年来，喜德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丰
富的优势，着力在选准特色产业、延伸
产业链条、做响农业品牌、加强技术创
新、激发产业活力上下功夫。什邡则通
过开展“以购代捐”等措施，构建多样化
助销帮扶体系，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帮
扶和农产品公益性采购的积极性，推动
消费帮扶从助贫增收向强农惠农增收
拓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真正使消费帮扶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新引擎”。

据了解，什邡将着力构建常态化“以
购代捐”帮扶机制，对喜德农副产品进行
宣传和推广，激发喜德群众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

什邡：“以购代捐”助农增收促振兴

本报讯 随着天气逐渐回暖，在位
于绵竹市汉旺镇红旗村的川红种植专
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务工群众正在采
收蔬菜，忙得热火朝天。

近日上午，在种植基地的蔬菜大棚
里，采摘、打包、装车，30多名工人忙着
收割棒菜。“自从村里发展起了蔬菜产
业，从种菜、管护到收菜我都在这里干
活，一年下来有一笔不少的收入呢。”村
民高传喜说，从正月初八开始，他就来
基地务工了。“这段时间用工量大的时
候有100人左右，春耕开始后需要更多
的务工群众。我们已经备好了肥料、农
药、地膜等生产物资。”种植基地现场工
作人员说，棒菜收割完后将大量种植辣
椒、苦瓜等蔬菜。

在红旗村的一处蔬菜冻库前，20余

名村民正忙着把收割来的红皮萝卜进
行清洗、挑选、分装、打包，再一箱箱发
往广州、深圳等地。红旗村党支部书记
杨洪东说，基地在大年初二就组织村民
出工生产，每天收获的各种蔬菜有500
吨左右，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增
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近年来，汉旺镇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积极发展蔬菜产业，通过四季
轮作确保土地不闲着，群众一年四季
都有活干，一年四季都有钱赚，实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特色蔬菜
的种植上做文章，形成集育苗、种植、
管理、运输、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进
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

王虹 廖辉

绵竹：人勤春来早 蔬菜采收忙

（上接第一版）
“为实现春耕化肥保供，我们对

生产线进行了多次自动化、智能化优
化改造，生产效能大幅提升，通过采
用‘四班三运转’模式、人歇机不歇等
举措，现在日产尿素达 1820 余吨，可
满足 18 万亩麦田的春耕用肥。”四川
美丰化肥分公司副总经理蒋金平告
诉记者。

起步即冲刺。为了备战春耕旺季化
肥供应，四川美丰全力以赴，提前对4套
主力化肥生产装置实施合成塔、汽提塔
的技术改造，实现气电消耗的双降和化
肥的稳定生产。四川美丰市场部党支部
书记陈勇表示，将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变
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方案，加强春耕
化肥的生产保供，为农民朋友提供更加
优质的化肥产品和服务。

万象“耕”新 全力备战“第一仗”

“爷爷，去年在蚕桑园挣钱还可以哇？过完年又来哦！”
春节前夕，这句话成了中江县通济镇道桩村第一书记谭扬宇

见到群众的第一句“问候语”。
地处绵阳、德阳两市的交界地带，小山村道桩交通相对不便，

但有着悠久的蚕桑发展历史。近年来，由市人大常委会牵头，道桩
村通过市交通运输局、市烟草专卖局和长城华西银行等10家部
门企业的组团式帮扶，蚕桑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再加上去年4
月启动了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建设，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大
道上，这个小村庄路越走越宽广。

当然，通济镇不止有道桩村这一个特色村庄。六
松村主打粮油产业、圣寿村发展蔬菜产业、泉水村复
兴蚕桑产业、通济村兴起农旅产业……一个个特色
村庄，正在通济镇逐渐形成。

文/图 本报记者 邱洁

蚕桑产业
蓬勃发展。

通济镇特色产业发展初通济镇特色产业发展初
具规模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