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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模范
引领清廉新风

谈及通川的历史人物，那些为官
清廉、心系百姓的清官廉吏的事迹犹
如璀璨星辰，照亮了达州廉洁文化的
天空。如，元稹以其高效的监察工
作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被誉为唐宪
宗时期最杰出的监察御史。他的清
廉形象在达州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
印记。

近年来，通川区深刻把握全面从
严治党的要求和区域性特点，深度挖
掘本地域历史名人廉洁文化元素、故
事，将其创作成舞台剧，以先进文化
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持
续营造正心修身、涵养文化的崇廉氛
围。

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达州孕育了众多共和国将军，留
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通川
区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提炼和总
结红色资源背后蕴含的廉洁因子，推
送廉洁教育读本《热血》，为全区党员
干部和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和前进动力。

廉洁文化“七进”
构建廉洁教育矩阵

去年以来，通川区深入实施廉洁
文化“七进”工程，在机关、社区、农村
等七大领域成功构建起一个立体化、
全覆盖的教育网络，为推动崇廉尚洁
的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区域发展注入
强劲“廉动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政机关“廉政书屋”与办公空间
有机融合，让廉洁教育零距离；社区

“清风驿站”化身廉洁文化会客厅，让
群众在茶余饭后感受清风正气；校园
里“思政课”将廉洁教育融入研学实
践，培育青少年的精神底色；乡镇“孝
廉文化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
廉洁之花开遍田间地头……通川区通
过打造一批“可触可感”的廉洁文化载
体，形成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教育
新格局。

同时，通川区依托数字赋能激活

传播动能，创新运用了“线上+线下”
双轨模式，打造了一系列多维教育场
景。160 余场“讲清廉故事”分享、手
抄报创作活动更是掀起了全民参与的
热潮。“川善治”平台上的家风故事与
150期廉政微信提醒共同构建了指尖
上的教育矩阵。“家庭助廉”行动覆盖
了千余个干部家庭，95名“一把手”家
属参与了专题警示教育。“青廉育苗”
工程则带动了3万个家庭共树清廉家
风，小品《家务事》更是让廉洁教育变
得生动可感。

自实施廉洁文化“七进”工程以
来，在通川这片红色热土上，廉洁基因
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历史传承与现
代创新交相辉映，立体多维的廉洁文
化教育生态圈逐步成熟。

擦亮廉洁文化品牌
释放“廉锁”效应

“欢迎大家来到红廉故事主题展
厅，展出共分为‘领袖论廉与廉洁风范’

‘古代廉洁箴言与传承’‘浴血救国，
巴渠儿女铸忠魂’等 6 个部分，结合
中华廉洁文化和党的廉洁文化，着重
展示达州红色廉洁文化……”这是该
区第十四个反腐倡廉宣传月活动的
一幕。

自2011年起，通川区将每年5月
确定为反腐倡廉宣传月，连续14年开
展“5·10（我要廉）”廉洁文化宣传活
动。这一活动融合红色文化和地域特
色，打造独具特色的廉洁文化，持续向
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传递廉洁自律的
价值观念，已成为该区廉洁文化建设
的标志性品牌。

为实现将廉洁文化渗透到各个领
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廉洁文化宣传
格局，通川区纪委监委强化部门协作
联动，建立统筹机制，调动宣传、文化、
党校等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
时，通过各级媒体发挥舆论引领作用，
联合文联、工青妇等部门和各基层单
位，共同参与廉洁文化建设。这种跨
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模式，有效汇聚了
廉洁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此外，不断拓展廉洁文化阵地。
推出将军故里“神剑园”——红色梓桐

“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精品红廉旅游
路线，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红色廉洁
文化的魅力。同时，建设清廉广场、廉
洁文化“七进”示范点等，营造以廉为
荣的文化氛围。积极拓展廉洁文化线
上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平台，广泛传
播廉洁文化理念。仅去年的红廉故事
主题展厅就有2.3万人次的党员干部
前来打卡。

如今的通川，廉洁文化如春风化
雨，浸润着城市肌理。这片孕育了元
稹、卫承芳等历史廉吏的土地，正以新
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实践，续写着“清
风达州·廉韵通川”的崭新篇章。

□通讯员 何聪 见习记者 吴昊

通川区的探索不止于一场音
乐会的狂欢。活动当天同步启动
的“春来通川·李最美”短视频大
赛，以最高 2 万元现金奖金激励创
作者挖掘乡村之美，用新媒体的力
量传播放大乡村魅力。

与此同时，“消费满 500 元·抽
奖帕萨特”“花海火锅宴”等创意活
动，也将节庆热度进一步转化为持
续消费动力。

当前，通川区正以“四季有景、全
年有节”为目标，构建“农业打底、文
化塑魂、旅游增收”的产村融合发展
生态。在双鱼湖社区，通过盘活闲
置农房、发展民宿经济，乡村从“卖
产品”转向“卖风景、卖体验”。彩色
村居与李花相映成景的“童话村落”
正是这一产村融合的缩影，正如游
客吴正美所言：“美景与美食的组
合，让乡村有了留住人心的魅力。”

长效赋能 农文旅融合绘就振兴蓝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吴昊）通川区
坚持以服务农民工就业为导向，通
过线上、线下及站点服务“三管齐
下”，创新举措、精准施策，全力破解
农民工就业难题，为劳动者搭建便
捷高效的就业桥梁，助力实现高质
量就业。

为打破时间与地域限制，通川区
积极探索“互联网+就业”新模式，依
托“达才网”“今日通川”等全媒体平
台，推出“云端送岗，一键求职”服
务。通过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等形
式，实时发布用工信息，让农民工足
不出户即可掌握最新岗位动态。截
至目前，全区累计发布用工岗位 1.5
万余个，为 9000 余名乡友返乡提供
了丰富的就近就业机会。

在线上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线
下活动同步发力。通川区创新打造

“零工大本营”，为求职者提供职业体
验、就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将温暖
送到劳动者身边。今年以来，全区已
举办4场大型招聘会，吸引98家企业
参与，提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
的就业岗位 4000 余个，既满足了企
业用工需求，也为农民工搭建了“留得
住、出得去”的就业平台。

此外，通川区持续优化农民工服
务站点布局，将原有“三站六点”调整
为“四站一点”，进一步强化技能培
训、创业扶持、政策咨询等职能。按
照“内外联动、优势互补”的思路，各
站点深化与企业合作，精准收集用工
需求，定向推荐就业岗位，同时开展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劳动者增强
竞争力。通过“就业帮扶+创业支
持”双轨并行，全区就业渠道不断拓
宽，乡友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多点发力助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清风润心田 廉韵满通川
——通川区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近年来近年来，，通川区深入通川区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始
终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终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
为一体推进为一体推进““三不腐三不腐””的基的基
础性工程抓实础性工程抓实，，通过典范通过典范
引领引领、、全域覆盖全域覆盖、、品牌赋品牌赋
能能，，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
的廉洁文化生态圈的廉洁文化生态圈，，为经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劲““廉动力廉动力””。。

中华李村 花开有声
——通川区以文旅融合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

□文/图 见习记者 吴昊

阳春三月，通川区万亩李花竞相绽放，宛如千里雪浪铺展在
大巴山南麓。

趁着花开盛景，3月14日，“潮涌达州 春满通川”——中华
李村花海音乐会暨2025“春游达州”赏花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通
川区凤北街道双鱼湖社区盛大开幕。这场融合了艺术、文化与
产业的盛会，不仅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赏花体验，更成为通川区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的生动注脚。

在中华李村，李花树下流淌的不
仅是悠扬乐声，更是乡村振兴的创新
实践。音乐会上，传统与现代交织，

“花语乐鸣”的古筝竹笛与“狂欢交
响”的摇滚乐碰撞。“花神祈福”环节
的传统汉服巡游队伍与手持咖啡漫
步花径的游客相映成趣，“花海下午
茶”与“花海火锅宴”让烟火气与浪漫
并行。游客穿梭于花海集市，体验手
作漆扇、品鉴春茶，用镜头记录下彩
色村居与李花交融的童话世界。

这场活动以“音乐引流、文化赋
能、消费提质”为内核，打破传统赏
花游的单一模式，立体式消费场景
令人耳目一新。

“花海下午茶”区域里，游客们

悠闲地品尝着咖啡、慕斯，露营桌椅
错落点缀于花荫之下。“花海集市”
中，漆扇绘制、纸鸢手作、花卉头环
等文创DIY人气火爆，川汉子灯影
牛肉与千口一品春茶等地理标志产
品吸引大量游客品尝购买。傍晚时
分的田家塝，火锅宴在暮色中沸腾，
灯光秀与民谣演出将“火辣与浪漫
齐飞”的氛围推向高潮。

通川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
长罗琴表示，通过“农文旅+”场景
创新，将游客的“打卡式流量”转化
为“沉浸式留量”。数据显示，活动
预计吸引超 10 万人次游客，带动
消费逾 3 亿元，为乡村经济注入强
劲动能。

以花为媒 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活力

在花海音乐会的热闹背后，是
通川区以“一李两莓”特色农业托举
乡村振兴的坚实基底。

“我们的脆李经过国家农业部
检测，硒含量达0.036mg/kg，可溶
性固形物14.5%，入口化渣，口感独
特……”在“花海集市”的巴山脆李
展位，主播正通过直播间向观众展
示脆李的“硬核实力”，为脆李预售
造大声势。

位于凤北街道双鱼湖社区的环
凤脆李专业合作社，占地面积4000
余亩。近年来，该合作社依托“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户”的种植模式，
实行订单生产和“五统二分”的运行
机制，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利
益有机衔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致

富。同时，打造标准化智慧果园，通
过电商直播、快递直发，让果品远销
北上广深。

据了解，作为“巴山脆李”起
源地，通川区“一李两莓”产业布
局以 3.7 万亩青脆李种植撬动富
民增收链条。从“硒含量领先”的
品种优势，到“环凤脆李”等地理
标志品牌矩阵，通川区把脆李与
文旅深度联动，让农产品变身文
化符号，实现“从田间到舌尖”的
价值跃升。

得益于巴山脆李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的逐步成熟，通川区涉脆李产
业链 10200 户农户近年年均增收
1.85 万元，21500 人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业。

产业筑基 脆李经济锻造富民链条

本报讯（见习记者 吴昊 通讯员
周丽清）近日，通川区举行“人工智能
发展及应用”专题讲座，邀请达州产
业技术研究院先进计算研究所副所
长唐詹博士，以科技感十足的方式为
广大党员干部开启思想破冰之旅。

唐詹以“前沿人工智能发展及应
用”为题，从人工智能演变、前沿人工
智能介绍、DeepSeek 等 AI 工具使用
技巧、赋能展望四个维度，深入阐释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定义、功能和应
用。同时紧密结合通川产业发展实
际，聚焦通川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瓶
颈短板，解锁AI与通川发展的融合密
码，用详实的数据案例、精妙独到的分

析、生动系统的讲解，加深了学员们对
人工智能的理解。

思想的火花在案例剖析中迸发。
通川经开区相关负责同志表示，“AI+
智改数转”与区委“大抓工业、重抓制
造业”的战略考量高度契合，讲座针对
通川智改数转现状，从思想根源、改转
优势、办法举措等方面进行阐释，并提
出“创建AI转型成效可视化平台”“开
发转型效益计算器”等解决方案，为促
进通川产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视野。

此外，讲座还重点聚焦用AI工具
提升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效率，为进一
步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全区行政效能
注入了源头活水。

人工智能专题讲座开启思维革新

漫山李花胜雪漫山李花胜雪。。

花海音乐会花海音乐会。。

传统汉服巡游传统汉服巡游。。

市民逛市民逛““花海集市花海集市””。。

市民畅游花海市民畅游花海。。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