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宣汉县普光镇罗家坝，油菜花已进入盛花期，无垠的黄金花海
延绵数里次第铺开，与碧水青山、村落人家构成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同时，
也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打卡。 （特约记者 张平 通讯员 王小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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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平）“谢谢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对我们宣汉困
难残疾群众的关爱，让我学到了种
植脆李的实用技术。”3 月 17 日，庙
安镇龙安社区肢体四级残疾人杜俱
茂趁着晴好天气，为脆李锄草施肥，
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杜俱茂种植脆李5亩，之前产量
不高。去年9月，他参加了县残联利
用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组织的

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如今种植技术
明显提高。2024 年，宣汉把浙川东
西部协作项目资金59.68万元用于农
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和
关爱听障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其中
40万元资金按照“实际、实用、实效”
原则，加强了800名残疾群众的种养
殖技术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实用技术
技能。19.68万元资金，为全县10名
听障儿童免费救助助听器20台。

残疾群众学技增收 爱心点亮希望之光

“苗”绘“好丰景”
奏响“春耕曲”

3 月 20 日，在宣汉县胡家镇锣鼓
村工厂化育苗中心，一排排育苗盘摆
放整齐，一株株幼苗青翠欲滴，长势旺
盛，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务工群众
熟练地操作着各式各样的智能化设
备，“智慧赋能”与务工群众的巧手交
织。

“我们春季育苗200余万株，包含
了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还有辣椒、
蔬菜等经济作物。”锣鼓村工厂化育苗
中心负责人向长伦告诉记者，为了保
障春耕生产的有序开展，育苗基地开
春就启动了育苗工作。他每天都要来
大棚巡视，查看幼苗出苗、生长情况，
观察棚内温度变化等。

记者来到了宣汉县粮油现代农业
园双河基地，只见一车车玉米幼苗正
被运送到田间，村民们扛着锄头早已
等候多时。

“我们不仅有育苗中心，还有种植
基地，今年我在玛瑙村流转了150余亩
土地来种植玉米和水稻。”向长伦笑着
说道，“工厂培育的玉米苗，不仅缓苗
期短，而且产量更高，也更加节省人
工，提高效率。同时，我们还在当地开
展社会化服务，从工厂化育秧、机耕、
机插到机防、机收、烘干全链式开展机
械化作业服务。”

广袤田野上，农业新质生产力正
在悄然蔓延，农业生产正由“汗水农
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迈进。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宣汉县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推广春耕备
耕设备机械化、智能化。同时，协调区
域农业技术、机械资源为农户提供各
类托管服务。目前，全县建立智能育
秧中心3家，从事水稻种植的专合社27
家。2025年，全县计划种植水稻51万
亩。

“种”出“农业芯”
按下“农忙键”

眼下正值水稻播种的最佳时节，
在宣汉县粮油现代化农业园区明月基
地，当地村民不负农时，开展春育春
播，进行集中育秧，为全年农业丰收开
好头。

走进育秧现场，有的村民正手持
锄头，细心翻耕土地，将泥土整得细碎
而平整；有的村民在播种，随着手臂挥
舞，一粒粒金黄色的种子与泥土“相
拥”，村民们相互配合，播种、覆土、拱
棚、盖膜……一环扣一环，井然有序。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种子对农
民来说，意义重大！”宣汉县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唐贵成说，“我们根据当
地的气候、土壤、海拔等方面，选取了
玮两优8612、泰优2933两个新品种进
行示范种植，它们在产量、抗性、品质
等方面优势较强，如果今年示范种植
效果好，我们将进行大面积推广。”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
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在提高单产上。今
年，宣汉粮食单产计划提升 3 公斤以
上。如何深挖潜力提单产？选用新品
种是重要途径。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发展现
代种业、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近年
来，宣汉县紧紧扭住种子这个关键，为
全力做好春耕工作，抢抓农时播下每
一粒“种子”，让抗病性强、产量高、品

质好的良种在蒲城大地落地生长。
同时，该县还将 2025 年春耕生

产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乡镇，定任务、
定责任、定时限，确保春耕生产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不负农时全力以赴
备春耕、战春耕。目前，全县春耕生
产有序推进，已整办苗床 1.9 万亩，翻
耕冬闲田 9.7 万亩，完成玉米育苗 5.2
万亩。

上好“田间课”
奋战“春天里”

“如何正确选购农作物种子？首
先我们要选门店，其次要选品牌，然后
要选品种……”为确保春季农业生产
有序推进，保障粮油作物稳产高产，近
日，宣汉县君塘镇大渔池村开展了春
耕备耕专题培训班，为当地村民送上
春耕备耕“及时雨”。

“今天，城里来的农业专家给我们
讲了一堂非常实用的课，我正发愁该
选哪种水稻种子，这真是解决了我的
一大难事！”平等村村民张华群乐呵呵
地说道，“根据专家们的建议，我今年
试着用更加科学的方法种植水稻，希
望收获一个‘丰收年’！”

与此同时，宣汉县还组织农技专
家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技术指
导，服务农户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
确保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该县已出动技术骨干 1000
余人次，开展各类培训1200余场次，服
务农户6万余人次。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春耕，保障春
耕生产顺利进行，该县建立了1个化肥
淡季储备库、3 个农资化肥配送中心，
320 个乡（镇）、村供销服务网点，发展
500余名配送员，构建起“县乡村”三级
物流双向流通体系，销售网点实现建
制村全覆盖，通过直供直销、技术指
导、质量监管、微信预约、送货上门等
方式，全力保障农资供应。

□文/图 记者 符艳 特约记者
张平 通讯员 王小刚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伟 特约
记者 张平 通讯员 王小刚）3 月 17
日，宣汉县工商联组织 30 余名民
营经济企业家在上峡镇徐坪村开
展以“消费帮扶暖人心 助农增收
促振兴”为主题的宣汉县总商会企
业家副主席、副会长第四期轮值活
动。

在支部书记杨小青带领下，企
业家们首先走进上峡镇徐坪村村委
会，实地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种
植、养殖情况，深入了解农产品的生
长环境、生产过程和品质特点。现
场，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从绿色生态的蔬菜到纯天
然的土鸡蛋、蜂蜜，再到传统手工制
作的特色食品，每一样都承载着乡
村振兴的希望。

在详细了解产品情况后，企业
家们纷纷慷慨解囊，现场下单采
购。当日农户带来的鸡、鸭、蛋、干
洋芋、干笋子、干豇豆和蜂蜜等优质
农产品被一购而空，交易额 3 万余
元。四川彭食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与徐坪村村委会签订了长期采购协
议，定期收购农户家中的农产品供
应企业，为农产品打开了稳定的销
售渠道。

县总商会企业家副主席、副会长
第四期轮值活动举行

万象“耕”新不负春 绘就一年好“丰”景
——宣汉各地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

四季宣汉三月“醉”。在君塘镇
花仙谷，绚烂的郁金香花开正艳，上
万游客来此赏花观景。在普光镇罗
家坝，巴国故里的千亩油菜花摇曳
生姿，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
庙安镇八庙村，漫山李花胜雪，每天
上千游客慕名前往……

今年以来，以花为媒的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 8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约6.2亿元。实践启示，坚持党
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强化文化赋
能，广袤的乡村才会有旺盛的生命
力和持久的竞争力，乡村振兴的脉
动才能强劲有力。

推进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是根
本。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
部工作的基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坚强战斗堡垒。以君塘镇为例，该
镇以抓党建促振兴为统揽，坚持“支
部引导、企业主体”原则，回引培育企
业家、致富能人100余人，推动乡村旅
游产业与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通
过健全完善党员教育培训、外出考
察学习、村组交流评比机制，着力提
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推进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是基
础。发展特色产业是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以庙安镇为例，该镇立足良好的生
态及地理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选产
业、以点带面壮产业、融合发展强产
业，大力实施“筑强培优、消薄攻坚”
计划，形成了“春观花、夏品瓜、秋摘
果、冬赏雪”的产业链条。目前该镇
脆李种植2.08万亩，产量2.7万吨、产
值2.3亿元，每年吸引游客10余万人
次，人均收入达 1.8 万元，“小李子”
带动了一方大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文化赋能是关
键。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则乡
村兴。以普光镇为例，该镇依托罗家
坝遗址博物馆，串联赏花、农耕体验、
博物馆研学等线路，培育文化传播
新载体、激活文化发展新动能。大
力打造以罗家坝遗址为核心，气都
园林、廪君山森林景区、蓝莓谷为节
点的文化旅游“微循环”，近年来吸
引了大批游客周末游和度假游，推
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构建起“以文
促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模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
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我们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为引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性，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件
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积小胜为大成，把乡村全面振
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从“赏花游”看乡村新气象
□胡果

从“忧居”到“优居”

宣汉以适老化改造有效破解老人“养老居家难”

“过了惊蛰节，锄头歇不得”。储备农资、旋耕翻地、播种施肥……
连日来，在宣汉的田间地头，处处都是春耕的火热场景。

2024年，宣汉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粮食播面148.63万亩、
产量61万吨，产量位居全省第7，荣获全市粮食生产优秀县一等奖。

今年以来，宣汉始终坚持稳面积与提单产同时发力、增产量和提
质效齐头并进，全力推进“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持续开展粮油高
产攻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伟）近日，
宣汉县马渡关镇举行2024年度“四
有”军人及荣立三等功军人家庭集
中颁发喜报仪式，向辖区内在部队
荣获“四有”优秀士兵称号的 13 名
军人家庭及 5 名荣立三等功的现役
军人家庭颁发荣誉证书并发放奖
金。

在颁奖仪式上，三等功军人家属
代表发表感言：“非常感谢党委政府

对我们的关怀和认可，这份荣誉不
仅属于我们的家庭，更属于所有为国
防事业付出辛勤努力的军人们。”

“四有”军人家属代表也分享了
子女在部队的成长故事。她感慨地
表示：“看到孩子在部队里茁壮成
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我
们希望更多的家庭能够支持青年投
身军营，报效祖国，为国家的繁荣富
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有”军人及三等功军人家庭
颁发喜报仪式举行

村民正在进行春耕备耕村民正在进行春耕备耕。。

一把扶手、一张淋浴凳，一个应急呼叫机……一件件看似不起
眼的适老化小设施，却改变着宣汉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为他们化
解“如厕难、出行难、洗澡难、生活难”的困境。

近年来，宣汉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发展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的决策部署，紧抓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创新试点建
设契机，以适老化改造为切入口，高标准建设达州首个适老化改造
体验中心，有序打造县乡村三级适老化体验阵地，全域推行“公
益+普惠”适老化改造服务新模式，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以改革思维和办法高
效破解居家养老难问题。

在川东北的青山绿水间，宣汉县正以一场“适老化改造”的民
生实践，为老年群体勾勒出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图
景。目前，该县已投入各级财政资金514万元，全县5000余户老
年人家庭积极参与适老化改造。

政策加码——
编织一张“保障网”

走路怕摔、洗澡怕滑、起床困
难……居家养老生活中，老年人因
身体原因经常遇到难处。

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关系
到老人能否居家安心养老。为此，
宣汉县为老年群体精准定制“适老
化”改造项目，真正让“养老”变“享
老”。截至目前，该县累计完成适
老化改造老旧小区 92 个、新增安全
岛 4 处，既有住宅安装电梯 333 部，
受益家庭 1.3 万余户 5 万余人，新
建公共设施和涉老设施无障碍率
达 100%。

曾经的困扰一一化解，取而代之
的是便捷、舒适与安全，这一巨大的
变化是如何实现的呢？

近年来，宣汉坚持补贴政策公
开化，首批将全县5000余户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城乡低保中的高龄、失
能、残疾老年人家庭成员纳入补贴
对象，出台了《宣汉县适老化改造实
施方案》，积极探索“政府补一点，企
业让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一
点”的资金分担机制，按照“一户一
策”的原则，通过“自主申请+上门
评估”的方式，对纳入政府补贴对象
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个性
化改造方案，按照不超过 1000 元/
户的标准给予财政补贴。

精准施策——
改到群众“心坎里”

适老化，改什么？硬件升级是第
一步。

“来，进屋瞧瞧。”在宣汉县白马
镇马鞍村，村民程元琼带着记者走进
适老化改造后的家，只见她家里的卫
生间加装了扶手，花洒下面放了沐浴
椅，可轻松坐下来洗澡。

老伴张步伍最满意这个改造后
的家：“现在有了沐浴椅，我就能坐着
洗澡，再也不担心在厕所摔倒。”

适老化改造工作是一项为老年
人谋福利的民心工程。近年来，宣汉
县始终坚持“全县一盘棋”思维，将适
老化改造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
等工作统筹推进，统筹优化配套服务
设施，对公园、广场、老旧小区等公共
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增设扶手架、
马桶、老人专座等适老化设施；大力
引导自主消费，针对有适老化改造刚
性需求的社会老年人家庭，为其提供
定制化、多样化的适老化改造服务，
同步提供辅具租赁和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

同时，该县大力统筹整合家庭医
生、邻里乡贤等力量，出台《关于开展
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的工
作方案》，明确村（社区）养老专干
423 名，招募培训养老服务志愿者
1500 余名，按照每月不少于 1 次的

标准，不定期为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
开展上门关爱巡访服务；目前已累计
向 10 万余人次提供助餐、助浴、助
洁、助行、助急、助医等多方面上门居
家养老服务，实现了从“养老”到“享
老”的幸福转变。

宣汉县委改革办业务负责人周浚
安告诉记者，“老年群体‘银龄关爱’行
动是2025年‘温暖宣汉’十大行动之
一，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县城区20
个公厕适老化改造行动，真正打通为
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正如蒲江街道宝寺社区居民龚
汝爱所言：“儿女想接我去新小区，但
我更爱这里的烟火气。”在这里，老龄
化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凝聚温情
与创新的社会命题，宣汉正以“小改
造”书写“大民生”的典范答卷。

科技赋能——
开启养老“新模式”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这款
爬楼机可以帮助我们上下楼……”在
宣汉县居家养老服务体验中心，工作
人员张文珊正在给前来休闲娱乐的
老人们介绍各种“科技范”十足的适
老产品。

听完张文珊的讲解，老人吴德玉
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试用这款产品。

“看似一辆轮椅，可它却能轻松爬
楼。有了这个‘好帮手’，今后咱们腿
脚不便的老年人上下楼就不用发愁

了。”
据了解，该中心是达州首个高标

准建设的适老化改造体验中心，提供
适老化居家体验、辅具租赁、康复保
健、医疗护理等服务。同时，记者还
看到，体验中心模拟了卧室、客厅等
场景，分场景展示了数百种适老产品
和解决方案。

智能睡眠监测仪、无障碍步入式
浴缸、多功能移位机、膝盖助力器……
如今，随着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科技
范”十足的智慧养老场景正加速落
地，开启了养老服务“新模式”。

为让老年人“看得见、摸得着、放
心改”，宣汉县在老年人密集的公园
金城打造 1 个集适老化产品展示体
验、推广应用、销售安装、辅具租赁等
于一体的适老化体验服务中心；依托
养老服务综合体、日间照料中心等场
地，逐步打造2个适老化改造体验空
间（县城）和N个适老化改造体验点

（乡镇），提供沉浸式、场景化直观体
验。

同时，该县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为100余户孤寡、独居、残疾等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了“一
键呼”应急呼叫。“一键呼叫”可直接
通知子女及社区人员，切实通过“大
数据+智能化”的方式，为老年人提
供全天候的智慧安全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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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正在听工作人员讲解高科技产品老人们正在听工作人员讲解高科技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