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4年12月9日 星期一

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万源新闻 巴山画屏巴山画屏··红城万源红城万源 责任编辑：龚俊
编辑：李嫒颐 美编：岳雪

百日攻坚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12月4日，在万源市黄钟镇郑家
坪村一处耕地“非粮化”复垦工作点，
工人们分工有序，正忙着驾驶挖掘机
清理永久基本农田上的荒草、灌木，
为之后的复耕工作做准备。恢复后
的耕地将交还给当地农户，用于种植
玉米、大豆、油菜等粮油作物。

这样的复垦复耕工作，正紧张有
序地在黄钟镇的流出耕地上开展。
自万源市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大
排查、大整治、严问责”百日攻坚专项
整治行动启动以来，黄钟镇高度重视
耕地恢复相关工作，动员 50 余台挖
掘机，全力投入到耕地恢复相关工
作。截至目前，黄钟镇已完成耕地恢
复补充700余亩。

为深入贯彻中、省、达州市关于
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落

实耕地保护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
粮化”，11月18日，万源市印发了《全
市耕地违法违规问题“大排查、大整
治、严问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永久基本农田“非
粮化”、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10
个方面重点问题，万源市级层面组建
排查整治、综合督查、依法处置、违纪
问责 4 个工作组，按照“边排查边整
治、边查处边整治”原则，严厉查处违
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 2018—2023
年存量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整改率
95%以上，2024年新增违法占用耕地
全部清零。

在万源市各个乡镇，同样建立起
了“一乡（镇）一专班”机制，即每个乡

（镇）明确 1 名主要负责人、1 名分管
负责人、至少 2 名业务人员以及 1 名

自然资源局专业人员、1 名农业农村
局专业人员，压实责任、专项推动，确
保耕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工作见成
效。

11月份，万源市累计排查相关问
题41个，并建立问题台账，涉及耕地
面积 195.37 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84.61 亩。目前，当地正按照“全面
梳理+分类整改+宣传引导”的工作方
法，刚柔并济有序推进问题整改，做
到既严厉惩治违法违规行为，又保护
群众合法自主生产。

多措并举
实现保护常态长效

万源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农业
经济占比较重，但受山地地形限制，
当地耕地资源零散、破碎，因此耕地
保护工作一直是万源市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万源市坚持“点菜式”
设计、“清单式”管理、“包干式”督导
的方式，分解下达全市耕地恢复任
务。并依据2024年度国家监测耕地
流出情况，制定阶段性任务计划，确
保年度内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耕地
实至名归。截至目前，已完成耕地恢
复 7850 余亩，已完成永久基本农田
内耕地流出整改1142.47亩。

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红线的前提下，万源市还将水
田水浇地、15°以下耕地的年度净增
加工作作为耕地恢复的重点来抓，做
到既保数量、又保质量，同时优化耕
地布局。

田长制是确保耕地保护工作常
态长效的重要抓手。万源市刚刚召
开了 2024 年田长制工作会议，进一
步强调要把田长制各项工作抓好抓
实抓出成效，切实发挥好各级田长指
挥调度、前哨监测等作用，建立健全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缝
隙”的网格化监管机制，确保“地有人
种、田有人管、责有人担”。

2024年以来，万源市各级田长及
网 格 员 累 计 使 用 巡 田 APP 巡 田
143308次，巡田里程94930.55公里，
上报线索102条，已处置102条，处置
率100%。

田长制工作不仅依靠各级田长
与执法部门，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通过线上线下宣传
齐发力，万源市今年以来加紧营造全
社会耕地保护的浓厚氛围，激发公众
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助力耕
地整治恢复工作稳步推进，汇聚守护
一方沃土强大合力。

利用新媒体平台，万源市拍摄并
发布耕地保护宣传短视频4条，创建

“万源田长”微信公众号发布作品37

篇；全国土地日期间，联动31个乡镇
开展多形式、多维度宣传，发放宣传
资料1万余册，接受群众咨询千余人
次。秋季开学季，万源市田长办先后
走进辖区中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
耕地保护知识宣讲活动21场次。

因地制宜
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在家留守
老人劳动力不足，是良田变荒地最重
要的原因之一。如何让“沉睡”的土
地持续焕发生机，提高耕地资源利用
效率，是严格耕地保护的意义所在，
也是万源市更进一步推进耕地保护
工作的着力点。

12月4日，走进万源市官渡镇诸
葛坝村复垦的田间地头，10月底播种
的油菜已长出了新苗，放眼望去如同
一层绿色的“地毯”。看着眼前充满
生机的景象，谁能想到，这片油菜地
在去年还是一座垃圾场。

据介绍，这片油菜田占地约 45
亩，早先作为废弃土石方堆放场，大
风天气极易造成扬尘污染，严重影
响 周 边 环 境 。 为 了 消 除 这 块“ 疤
痕”，万源市自然资源局、官渡镇等
部门积极行动，完成了土地的清理、
整治、平整工作，并交由当地20余户

村民种植。
考虑到村民大多年事已高，官渡

镇协调当地愿意种植的青壮年农户，
与 20 余户村民达成合作关系，由其
统一对复垦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推
动零散“巴掌地”变整片“高产田”，实
现耕地资源整合利用，为耕地永续利
用带来全新变革。

“等到油菜花开了，这么一大片，
肯定又是一个打卡地！”官渡镇副镇
长苟瑶表示，当地在今年累计恢复的
510亩耕地上，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代
种等多种形式，有力确保了恢复的耕
地不撂荒。

除了“小田变大田”，万源市部分
乡镇今年以来还创新开展了无人机
耕作、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探索实践，
不仅有效提升了耕地利用率和生产
能力，确保了辖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
供给稳定，更回答了“谁来种粮”这一
耕地资源利用难题。

加强耕地保护源头管控、推动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范农村
宅基地管理、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
策、卫片执法专项清理整治……今年
以来，围绕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
者”，万源市多措并举，确保耕地保护
红线越拉越紧、百姓饭碗越端越稳，
在巴山深处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
的丰收画卷。

让“流失田”变成“增收地”
——万源市保护耕地质量数量确保粮食安全

□记者 冯津榕 王梅 特约记者 马发海

冬日时节，行走在万源市的田间地头，一株株刚刚破土而出的
油菜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正是万源市坚守
耕地红线、加强耕地保护的成果缩影。

耕地，是百姓的命门，是粮食生产的命根。今年以来，万源市
将保护耕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通过强化土地执法监管、推进“田长制”工作、实施耕地恢复项目等
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提升了耕地质量和数量，让“流失田”变成了
“增收地”。

万源市黄钟镇郑家坪村复垦工作点万源市黄钟镇郑家坪村复垦工作点。。 （（黄贵明黄贵明 摄摄））

万源市官渡镇诸葛坝村恢复耕地种植油菜万源市官渡镇诸葛坝村恢复耕地种植油菜。。 （（冯津榕冯津榕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曹云秀）今年以来，万
源市总工会积极推动工运事业发展，为

“巴山画屏·红城万源”贡献工会力量。
借力大智慧，铸牢“磐石魂”。以

“学、研、讨”的方式，利用职工会、党组
会、“三会一课”等契机，开展“会前学
法”30 余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1 次。
利用办公楼走廊楼道，精心打造廉洁
文化阵地，形成机关文化长廊，推动廉
洁文化融入工作日常、进入职工心

间。年初制订学习计划，明晰时间节
点，选择讲课主题及授课人，围绕党的
理论知识、业务工作、党建等，开展“长
宽高”微课堂12期。

细耕责任田，当好“服务部”。在
机关门口放置共享充电宝、急救箱、雨
伞等物资，为有需要的党员群众提供
便利服务，切实把党的关怀送到百姓
心中。以市工人文化宫为载体，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开设普通话、书法、瑜
伽等公益兴趣培训班4期，引导职工培

养兴趣，激发拼战潜力。打造便民利
民工会驿站20个，确保驿站“一站式”
服务到底。

狠下真功夫，争做“实干家”。整
合部门力量，联动人社资源，创新开展

“源工匠”评选命名18人。根据群众需
求导向，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全方位沟
通，多层次对接，协调华新水泥（万源）
有限公司捐赠水泥20吨，用于帮扶村
基础设施建设。邀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邓拥军、“全国劳动模范”
左小云围绕党的二十大、模范人物的
先进事迹、预防校园欺凌等开展“互动
式”宣讲4场次。

发动工会力量 推动工运事业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魏明月 李飞鹏）时下，正是腊肉制品
集中上市的黄金期，万源老腊肉也进
入了产销旺季。

在永宁镇的一家腊肉熏制加工
房里，工人们正在抓紧腌制、烘烤、

晾晒腊肉，一块块熏制出来的腊制
品香气扑鼻。腊肉要好吃，制作中
选猪、腌制、熏烤等各个关键环节都
不容马虎。为确保腊肉质量和口味
优良，作为加工厂的负责人，项立江
都会亲自把关，原料全部选用本地

的黑猪，用传统手工制作的方式进
行腌熏。

万源老腊肉采取传统的纯手工熏
制方式，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
与智慧，经过精心腌制、烟熏、烘烤等
多道工序，腊肉口感醇厚、香气扑鼻。
目前，万源老腊肉传统的熏制工坊和
制作技艺已经成功申报达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万源老腊肉迎来销售黄金期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王欣悦）孟冬时节，万源市八台山风景
区接连迎来入冬后的鹅毛大雪，景区因
冰雪而美丽，因冰雪而欢腾。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八台山
主峰海拔2348米，是川东地区冬季赏
雪、戏雪、滑雪的不二之选。景区雪季
时间长，雪质优，范围广，白雪皑皑的
树枝，如珊瑚、鹿茸般漂亮，漫步其间，

犹如置身于童话里的冰雪世界。
据了解，八台山景区由于雪期长、

雪质好，是不少游客参与冰雪旅游的
首选。八台山景区滑雪场于 2017 年
冬季建成，通过不断升级打造，目前拥
有总长度超过2公里的初、中级雪道、
波浪道5条，建有时尚前卫的魔毯、戏
雪区域、雪仗区等专供游客和儿童乐
园的多种滑雪娱乐区，配备有雪地无

动力摩托、无动力卡丁车、冰雪小火车
等多种游乐设备。接连而降的大雪为
景区加快开放雪上运动项目提供了条
件，预计滑雪场本月可开放。

这个冬季，万源市将借冰雪节契
机，以“冰雪+体育”“冰雪+民俗”“冰
雪+演出”等一系列冰雪消费的新场
景、新玩法，丰富冰雪经济形态，让市
民和游客充分体验冰雪带来的乐趣，
促进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盘活冰天
雪地“冷资源”，点燃红红火火“热经
济”，引领全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鹅毛大雪带热万源冰雪“冷资源”

万源供销系统建立联农带农富农机制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王丹）日前，万源市召开会议要求全
市供销社系统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
加快建立联农、带农、富农机制，持续
深化综合改革，奋力谱写供销合作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万源市供销社系统上下将聚焦
提质增效，注入发展新动能，让“新
供销”在新质生产力沃野“有枝可
栖”。

产业提“质”走新路，推动社有企
业发展“跑”起来。加大改革力度，聚

焦万源“五彩产业”发展，利用供投粮
油生产线，打造供销合作社主导的“优
质粮油”全产业链条；让万源夏秋茶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加快建成道地中药
材加工厂，发展“褐色”药材；全力提升
高山蔬菜分拣中心市场化运营能力，
培育壮大“高山富硒蔬菜”产业，打造
供销产业“金字招牌”。

服务优“质”绘新卷，推动为农
服务能力“强”起来。建好农资仓储
物流基地，拓宽农产品上行渠道，畅
通供销社系统产销对接；分类施策

推进基层社改造升级，强化基层社
合作经济组织属性，拓展服务领域，
延伸服务平台，不断提升联农带农、
促农增收能力，擦亮供销服务“活字
招牌”。

销售提“质”树新帆，推动农村现
代流通“活”起来。利用线上网销、线
下商超，推动农产品进商超，特色产
品上高速服务区；加快实体网点的信
息化改造，做实做强区域电商，推动
传统流通业态转型升级；助力脱贫地
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总社“832 平台”，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打造供销销售“好评
招牌”。

普法活动让宪法宣传更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梁高艺）12月4日“国
家宪法日”当天，万源市公安局采用集
中设点宣传与街面广泛宣传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宪法宣传活动，让普法宣传

“接地气”，守护平安“更走心”。
活动中，民警通过现场宣讲、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每
一位群众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广
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
性，营造了浓厚的宪法宣传氛围。

同时，结合公安工作实际，用生动
鲜活的案例，以案释法、以案示警，向
群众普及禁毒、反邪教、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等方面的知识，为群众筑牢安全
防范意识堤坝。

其间，各警种、派出所各司其职，
以“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
进校园、进单位”等多种形式同步开展
丰富多彩的宪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
鲜活的案例释法答疑，开展现场讲解，
引导广大群众切实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将服务和防范
延伸到群众身边。

川陕渝三地人大携手当好护河“水保姆”

本报讯（记者 冯津榕 特约记者
马发海 通讯员 王欣悦）日前，四川省
万源市、陕西省紫阳县、重庆市城口县
三地人大代表齐聚紫阳县任河之畔，
开展协同保护任河流域生态环境视察
活动。三地人大常委会还联合组建了
协同保护任河流域生态环境人大代表
联络站，携手当好护河“水保姆”。

今年以来，万源市白果镇人大因
水施策，发动23名镇人大代表加入民
间河长队伍，巡河履职也成了重要事
项。在该镇人大代表、钟停坝村党支
部书记曾伦文的工作清单上，除了监
测水质、清理垃圾、排查污染源外，还
要向村民、游客宣传环保理念，确保大
家都能遵守禁渔等规定。为了更好保

护任河，白果镇河长还与城口县龙田
乡人大代表、卫星村党支部书记苏柳
组成“跨界搭档”，共同推动污染问题
得到解决。

自2022年起，万源、紫阳、城口三
地人大常委会协同合作，共护任河流域
生态环境。2024年初，三地人大常委
会还同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任河流域
共同保护的决定，为三地在生态补偿、
纠纷调解等方面提供制度依据，确保任
河流域整体治理效能最大化。

聚焦聚焦 耕保、环保、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