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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家遇到事情都是问‘杨
书记，这件事你怎么看，你觉得应该怎
么办？’。现在，我们社区开设了‘议事
堂’，为群众搭建起了议事平台，人人
都是‘书记’，大事小事都让大家议、大
家定、大家办，办事效率更高了，群众
满意度、幸福感也提升了。”新桥社区
党支部书记杨元芳说道。

近年来，大竹县庙坝镇新桥社区创
新打造“议事堂”，充分激发社区居民主
人翁意识，积极引导辖区党员群众为社
区发展建言献策，形成了社区建设全员
关心、全员支持、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议事堂”采取“1+N”议
事模式明确“谁来议”。“1”为固定议
事成员，由社区“两委”干部、党小组
长、居民小组长组成；“N”为议事代
表，根据不同议事内容，针对性选取
5至10名社区群众组成。

为规范议事程序，新桥社区围绕
“议什么、怎么议”的重要问题，把议
事内容分为“社区建设类、民生实事

类、矛盾纠纷类、应急处置类”四大
类，分别确定4名经验丰富的社区干
部牵头负责，坚决做到每个议题有人
抓、有回应、有落实。

新桥社区居委会委员吴俊材是
“民生实事类”议题的牵头人，他说：
“议题收集、组织协商、审议表决、公
示公开、实施反馈 5 个环节，我都全
程参与，并牵头组织抓好落实，确保

‘议’出实效”。
自 2021 年以来，新桥社区通过

“议事堂”，积极引导200余名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累计解决居民烦心
事、揪心事、操心事 80 余件，从鸡毛
蒜皮的小事里面议出了社区居民的

“大幸福”。
在居民参与议事的基础上，新桥

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政
策宣讲、纠纷调解、应急救援等志愿
服务岗位，每月组织1至2次志愿服
务活动，广泛引导党员群众、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庙坝司法所工作人员邹雨玲是
新桥社区政策宣讲岗的志愿者之一。

“厂里面不给买社保怎么办？我
想咨询借钱不还的问题……”针对群
众咨询的法律问题，邹雨玲结合现实
案例和法律条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群众耐心解答，并在社区居民群内
普及常见法律法规。

“参与社区普法宣传，让群众知
法懂法，很有意义，司法工作开展起
来也会更加顺利。”邹雨玲说道。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凝聚合
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建，实
现社区发展成果共享。”杨元芳说，下
一步，新桥社区将继续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整
合社区公共资源，组织开展技能培
训、文化教育等活动，在共建共治的
基础上，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不断提
升社区居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文／图 达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芮铭 通讯员 胡聪

庙坝镇新桥社区“议事堂”
议出基层治理新格局

深耕农机市场
特色农业有“底气”

在四川“润童”农业公司厂房内，
记者看到数台功能不同的机器正快
速运转：连枝叶采下的花椒被运送至
厂房后，投入烘干房内进行烘干处

理；烘干后，通过果枝分离机分离，花
椒果被精处理后打包送往冷藏库保
存，叶梗则被专门的机器制成生物质
颗粒燃料，提供给烘干房使用。

“我在农机行业做了十来年销
售，现在自己搞农业，想的就是让机
械进入农业产业的各个环节，从而全
方位提升效益。”沈贤云介绍，花椒树
每年都需要通过修枝、剪枝，保证枝

条生长密度，提升花椒产量。按“老
办法”处理都是把花椒树叶打包卖给
饲料厂，回收一部分成本，但这个环
节利润不高，且无法处理剩下来的树

枝。
2021 年，沈贤云自建了花椒烘

干房，但使用煤炭产生的烟尘也成为
了沈贤云的一块“心病”。

“产业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不
能回避。”沈贤云告诉记者，前些年，
他见到过很多地方因产业一时富裕，
又因污染“后继乏力”，他不想为了发
展产业影响家乡的环境。

如何一举两得解决难题？“烘干
房需使用燃料加热烘干，枝叶可以燃
烧，结合二者特性，我就想到之前接
触过的生物质颗粒燃烧机。”沈贤云
告诉记者，生物质燃料以树枝、树叶
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经粉碎、挤压、
冷却、包装等工艺，最后制成环保燃
料。

“这种燃料燃烧无烟无味，其含
硫量、灰分、含氮量等远低于煤炭，用
于烘烤花椒，既解决了燃料问题，又
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沈贤云说，

“烘干房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进行加
热烘干，不仅烟尘比之前更小，烘干
作物的成本也比之前低，烘烤1灶的
成本较煤炭减少了240元以上。”

通过引入生物质燃料，沈贤云在
“节约成本”和“循环利用”方面不断
探索，成功为自己的花椒产业建立起
一套完整的循环加工方式。

剑指“品牌化”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2021 年，沈贤云先期发展的水
稻产业实现耕、种、管、收、烘五大环
节机械化。同年，花椒树进入成长
期，年利润达到160万元以上。

投资农业初步见效，但沈贤云并
未就此满足。“规模化、机械化，可以
解决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保证粮食产
量，降低生产风险。”沈贤云说，“但
是，受地形、劳动力等因素影响，川东
深丘地带的传统水稻产业想做大做

强，只有通过精细化管理，往‘小而精’
的品牌化方向发展。”

沈贤云告诉记者，销售农机时，
他经常与种植大户们打交道，对传统
农业的弊端十分了解。以他栽种的
两种作物水稻和花椒为例进行对比，
即便实现全过程机械化的水稻，每亩
纯利润也只有五六百元左右，而花椒
利润每亩却高达2000元。

“像水稻种植这种传统产业要提
高市场竞争力，就必须用优质谷种提
升品质，用技术手段保证绿色生产，
再通过营销把口碑和品牌打出去。”
带着这样的想法，沈贤云开始引进多
品种水稻进行试种，以选择口感好、
产量高的品种推广种植。

随后，他经过多番考察研究后，
将黄板、紫外线杀虫灯、生物质农药
等绿色防控技术引入水稻种植，并在
稻田边种植绿色防控作物，在保证产
量的同时保证农产品的“绿色质量”，
遇到技术难题，他还带领农技人员前
往外地，向有经验的种植户、专家请
教。

经过检测，沈贤云种植的两种作
物都符合申报绿色食品。“我还在花
椒树下套种了大豆，希望能在‘增收
一季豆’的同时，用纯天然肥料增加
土地肥力。”沈贤云说，接下来，他准
备让产品通过绿色食品的认证，打造
水稻特色品牌。

展望未来
“新农人”使命在肩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沈贤云深
知农民不易。

“搞农业要想长盛不衰,业主必须
要有社会责任感。”沈贤云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在种植、
采摘等繁忙时节，公司的用工可达
180余人。

“一年支出务工费在 110 万以

上。”沈贤云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童家镇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以四川“润童”农业公司为主体
的县级现代农业园区，辐射带动周边
村民种植优质水稻1万余亩、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 7600 亩、花椒 1100 余
亩、果树 2000 余亩、吊瓜 500 余亩，
发展水稻制种 900 余亩。2021 年，
仅花椒一项，实现产值 165 万元，吸
纳周边群众3000余人就地务工。此
外，还新发展辣椒 700 余亩，帮助椒
农户均实现年增收5000元。

“产业走上正轨后，我想通过‘订
单式农业’的模式带动更多乡亲共同
致富。”沈贤云说，通过这种模式，公
司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帮
助农户联系收购商，对产出的花椒进
行回收，在种植技术和销路上提供保
障。

除了“流转土地+务工”的帮扶模
式外，沈贤云还在当地招聘农民进入
他的农机公司，学习农用无人机、步
进式插秧机等农用机械操作。“‘农民
有技术，增收有支柱’，希望通过田间
地头的技术培训，改变农民的传统习
惯，促进农业现代化。”据沈贤云介
绍，农忙时，农用无人机操作员每天
的收入能达600元左右。

受益的不仅是当地农户，沈贤云
的厂房和农机设备，也为附近不少种
植大户提供了便利。在农忙时，沈贤
云会利用公司的一部分农机，为有需
要的大户提供服务。

“这样做既能共享资源，也能利
用好闲置资源。”沈贤云说，作为大竹
县农机协会理事长，他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农机的便利，促进
农机在大竹的推广普及。“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带动培育出更多致力于农
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型农民’。”

“新农人”沈贤云如是说。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兰楯

特约记者 程一凡 图／通讯员 李相芬

“新农人”沈贤云：这个销冠“慧”种田
6月中旬，大竹县童家镇稻椒现代农业园区的花椒树已结满

果实，村民穿行其间，忙着采收花椒。四周的稻田里，种下不久的
秧苗正茁壮成长，田野山间生机勃勃。

这片产业的经营者是沈贤云，早年，他曾在重庆一家农机公
司做过销售，当过“销冠”。辞职后，他靠着积累的资金创业，在重
庆、河南等地当起了农机代理销售商。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通过与客户的交流，结合农机销售
指数，沈贤云判断现代农业将蓬勃发展，便萌生了“回家乡搞农
业”的想法。2018年，经过市场调查和实地考察，沈贤云在家乡
成立四川润童农业公司，流转土地2000余亩种植水稻、花椒。

做农机销售和开农机公司带来的开阔眼界，让沈贤云的农业
产业之路走得有些“与众不同”。4年来，他实现千亩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打造出花椒“循环农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四川“润
童”农业公司荣获“达州市2020年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达州市2020年十佳种粮大户”“达州市2021年度粮食生产
先进主体”“大竹县2020年度粮食生产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日前，记者走进童家镇天星寨村种植基地，听“新农人”沈贤
云讲述他的“慧”种田故事。

兴川新答卷

建功新时代

童家镇稻椒现代农业园区童家镇稻椒现代农业园区

沈贤云为花椒树修枝沈贤云为花椒树修枝。。

沈贤云沈贤云（（右右））指导技术人员维护农用无人机指导技术人员维护农用无人机。。

沈贤云沈贤云((左左））指导农户机械插秧指导农户机械插秧。。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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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群众心声倾听群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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