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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大竹县按照“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在双
溪乡大力实施百合基地建设示范工程，
并辐射带动观音、白坝、周家、新生、朝
阳、月华等6个乡镇。目前，全县百合种
植面积已有 6700亩，年产百合超过
6000吨。其中，双溪乡发展百合面积
2500亩，涉及炬光、三青、普照等7个村
2360户，百合经过加工后出口到日本、
韩国等国家。

激情六月，满眼葱绿。近日一大
早，笔者翻山越岭来到大竹县双溪乡无
公害百合生产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
百合苗绿油油……在坡地，在平坝，随
处可见，一幅恬静悠然的田园美景图。

在双溪村7组村民吴品文承包的百
合地里，他正弯腰锄合，看着长势良好
的百合，他脸上洋溢着无比喜悦：“我家

栽种龙牙百合有10年了，2012年，种植
面积由过去的3分扩大到16亩。不瞒
你说，我今年要产百合1.6万公斤，每斤
按均价15元出售，一年下来，除去土地
租金、化肥、农药、工人工资等开支，净
赚10万块钱不成问题。”

20年前，该乡炬光村9组村民苏才
友在河边无意中捡回两棵土百合，就试
着栽种，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引
起周围村民的注意。说来也怪，老苏主
动说服群众栽种，大家总觉得不如种粮
食划算，直到2001年初，驻该村乡干部
走访调查得知此事后，随即向乡里作了
汇报，然后乡里一方面深入农户广泛调
研，一方面聘请来农业专家现场分析指
导，对是否在全乡普遍推广百合种植进
行了前景预测。由于百合具有喜光耐
旱、对水肥要求不高等优点，而且该乡

土壤适宜栽种，最后达成共识，充分利
用山区气候、生态环境优势，走规模种
植百合之路。

为了说服动员农户，乡里出台优
惠政策，对栽种百合的农户给予一定
的资金补助。由于百合含药成分高、
色泽好，既可做药膳又可食用，一上
市就受到药商的青睐。仅2001年，全
乡栽种百合面积500亩，实现收入50
余万元。2007年，乡上投入资金1.2
万元，从炬光村购回百合种近2000公
斤，无偿发放给贫困农户栽种，仅此
一项，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0
元。

为真正形成百合产供销的利益链
条，2004年4月，乡上及时组建了双
溪百合协会，采取“协会+农户”模
式，对会员进行种植技术、苗床管

理、种子采集、产品销售等全方位服
务，每年要聘请县农业局、县科协专家
举办两次实用技术培训。同时，本着

“自愿+互利”原则，积极寻求产品销售
途径，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并引进营销
大户收购。每逢收获季节，便有成都、
陕西、广东等地的药商前来收购。

2010年5月，该乡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汪传明前往湖南考察百合种植，
得知此项产业前景广阔，加之家乡有
规模种植百合的传统习惯，于是决定
返乡发展百合产业。当年9月，汪传明
种植百合面积 22.8亩。乡里因势利
导，及时引导并鼓励他成立了大竹县
合丰百合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搞好
产前、产中、产后等系列服务，重点
抓好品种繁育、技术指导和收购销
售，以此提高百合基地的组织化程度

和产业化经营水平。百合收获季节，
合作社立即派人与湖南、重庆等地客
商洽谈销售事宜，减少了中间环节，
杜绝压级压价，去年全乡就销售百合
1100吨，按最低价26元/公斤计算，
农民增收1430万元。2012年9月，汪
传明与胡绍林、王志强等6名合作社会
员在朝阳村1组至三青村7组公路沿线
成片发展龙牙百合450亩，以此带动
全乡农户种植百合2100亩。

据介绍，今年双溪乡百合栽种面
积达2500亩，采取“基地密植+散户套
种”的模式，辐射乡辖内的文昌、朝阳、
金星等7个村，涉及农户2360户，7月
中旬将进入收获期，主要销往湖南、重
庆等地，预计总产量3750吨，产值5625
万元，农民户平可增收7945元。

（本报记者 王晓林）

6月26日一早，渠县望江乡
尖山村毛丰鲜黄花收购点，忙碌
的村民将从地里采摘的鲜黄花，
装成一大袋一大袋地卖给收购商
装车外运。

眼下，渠县部分早熟黄花已
经陆续上市。当天，虽然细雨纷
飞，但村民脸上一片喜悦，已不
见往年的愁容。“今年县上在尖
山村设立了鲜黄花收购点，以每
斤1.6元的最低保护价收购，再
也不愁黄花卖不出去了！”黄花
种植户曾凡智一边将刚摘下的黄
花打包装车，一边高兴地对记者
说，黄花最低保护收购价免去了
花农的后顾之忧，今年他家5亩
多黄花预计可收入2万多元。

记者注意到，在收购点旁
边，立有一块鲜红的2013年鲜
黄花收购公示牌。公示牌上，不
仅标明了每斤1.6元的黄花最低
保护价，而且还标明了收购单位
及联系人。同时，还公示了乡镇
挂包责任人、农业局挂包责任人

的名字和手机号码，以及收购时
间和举报电话等。

交谈中，曾凡智告诉记者，
往年一到黄花采摘销售季节，就
是他最担忧的时候，一怕下雨伤
花，二怕价低不好卖。今年县上
实行了最低保护价，收购鲜黄花
时，县、乡的领导每天都要来收
购点看看，是不是达到了最低保
护价。

记者了解到，黄花是渠县的
特色农产品，在黄花盛产时节，
素有“中国黄花之乡”的渠县每
天要生产鲜花约 15万斤。然
而，过去渠县黄花生产却面临技
术不高、产品销售不畅等诸多因
素的困扰。特别是遇到阴雨天
气，将会给黄花的采摘、晾晒、
销售带来严重影响，致使大量优
质黄花来不及采摘就凋谢在地
里，以致“梅雨伤花、花贱伤
农”。

为破解黄花销售难题，确保
花农利益，推进黄花的规模化发

展、标准化种植、合作化经营和
品牌化打造，今年渠县出台了
《渠县2013年黄花产业化发展实
施方案》，对产区农户在规划区
完成黄花栽植，验收合格后，按
照每亩补助1000元标准打卡直
补给农户。同时，在广泛征求广
大花农、村组干部意见的基础
上，确定了2013年鲜黄花按最
低保护价每斤 1.6元收购。此
外，该县还出台了政策对黄花鲜
销及加工实行奖励扶持：在6月
20日—7月20日黄花集中上市
期间，县上对黄花鲜销按每吨
100元进行奖励；对鲜黄花加工
按每吨400元给予奖励；对新添
黄花保鲜、烘干设施设备，按投
资总额的40%进行补助。如今，
渠县黄花种植面积已扩展到9万
余亩，黄花产业辐射到30多个乡
镇，预计年产值可达5.2亿元。

“我们落实了部门责任，实
行专人负责，设置了41个黄花
收购点，督促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实行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黄
花。”渠县经作站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进一步保证花农利益，今
年销售工作实行统一收购、统一
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同
时加强市场信息发布，强化技术
指导服务，引进先进黄花烘烤设
施设备，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前几天鲜黄花价格是每斤
2.3元，今天鲜黄花收购价是每斤
2.2元，现在都执行的是保护价以
上收购，最大限度保障花农利
益。”在现场收购的渠县望江富民
黄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易维中告
诉记者，今年不愁销路，价格看
好，收购的鲜黄花除销往渠县龙
头农业企业宕府王食品有限公司
进行深加工外，还销往成都、重庆
等全国各地市场。

记者获悉，随着黄花盛产期
的临近，渠县黄花收购工作已全
面展开，该县平均每天收购黄花
在3万斤以上。

□刘黎 本报记者 杨东

设置41个收购点，鲜黄花按最
低保护价每斤1.6元收购，对鲜黄花
销售按每吨100元进行奖励，对鲜
黄花加工按每吨400元给予奖励，
对新添黄花保鲜、烘干设施设备按
投资总额的40%进行补助。

今年 渠县黄花不愁“嫁”了

一个意外成就双溪百合产业 本报讯 6月17日，大竹县工商局
执法人员在市场巡查中，对一家涉嫌伪
造生产日期的食品厂进行了立案调查。

当日，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大
竹县小晖饼干厂厂房大门一侧堆放着
大量散装蛋黄饼干，部分饼干生产日期
标注为2013年6月19日。执法人员立
即对蛋黄饼干进行了盘点，总计186
袋，每袋净重10千克，其中53袋生产日
期标注为2013年6月19日。同时，该
厂仍在陆续生产此类饼干，部分饼干已
装袋但还未打印标签。

执法人员随即联系了该企业负责
人了解情况。该企业负责人一度出现
不配合态度，辩称是其女儿刚刚从外
地回来，不熟悉相关情况才导致标签
生产日期打印错误。后在执法人员的
耐心劝解下，该企业负责人方才表示
愿意配合检查。该企业涉嫌伪造生产
日期，目前已被大竹县工商局立案调
查。

（唐有全 本报记者 邱霞）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万源市积极对
接重庆，精心组织，大力打造对渝“产业
合作基地”。

据悉，该市大力建设富硒农产品加
工基地，加强与重庆市商贸企业的产销
对接，借助重庆市供销社农产品集团30
余个“绿优鲜”社区超市平台，大力宣
传、推介、推销万源特色农产品，力争完
成20至30个重点特色农产品商标注
册、产品产地标识申请、农产品质量认
证和条形码确认，建成富硒农产品加工
基地。

同时，该市结合万源实际，突出地
方特色，积极建设休闲文化旅游基地。
利用“环渝经济带”区位优势，重点突出
川东民居特色，依托八台山—龙潭河景
区、旧院黑鸡、富硒土豆、养生绿茶等绿
色食品资源，建设一批集休闲、度假、疗
养为一体的“候鸟式”养老基地。

（蒋德敏 易代美）

万源
打造对渝“产业合作基地”

本报讯 近日，通川质监局积极组
织开展了四大专项检查行动，助力广大
群众“平安梦”。

该局一是开展夏季食品专项检
查。抽检了5个热销类别食品，合格率
98%，对不合格产品进行了召回，并责
令企业停止生产、销售，限期整改。二
是儿童玩具专项检查。对个别零售店
销售的3C标识不规范、无厂名厂址产
品，执法人员责令停止销售，限期整
改。三是开展游乐设施安全检查。特
邀了省特检院工作人员对21台（套）大
型游乐设施进行了定期检验，以确保设
备运行安全。四是开展了对电梯的检
查。共检查了电梯使用单位30家，电梯
80余台，确保了特种设备运行安全。

（杨波）

通川区
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保安全

本报讯 近年来，为彻底解决达
县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加大骨干饮水
工程建设，达县投资建设七大跨乡镇
集中供水工程。

据了解，至“十二五”末期，达
县将建成石桥、覃家坝、明月江、管
村、大树、亭子、碑庙等7大集中供水
工程，解决37个乡镇场镇及周边群众
饮水问题。目前，石桥水厂已全面建
成投入运行，是达县第一个采用新标
准设计建设的跨乡镇集中供水工程。
覃家坝水厂于2012年3月正式开工建
设，今年年底即可全面竣工投入运
行，可解决申家乡、木子乡、金垭
镇、双庙乡、百节镇、赵家镇、马家
乡、碑高乡等“八乡镇两社区”共12
个居委、40个村、141家企事业单位
9.9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明月江供
水工程位于达县麻柳镇冯家庙村，主
要解决麻柳镇、檀木镇、东兴乡、安
仁乡、大滩乡、花红乡和新胜社区等

“六乡镇一社区”31个村8.75万人的饮
水安全问题，设计供水规模8059吨/
天，工程总投资4661.58万元。其余4
个水厂正在开展勘察设计等前期工
作。

（周迅 本报记者 王锡敬）

达县
建设七大跨乡镇集中供水工程

大竹
一企业涉嫌伪造生产日期

本报讯 有一个“羊续悬鱼”的典故，
讲的是南阳太守羊续将府丞送他的鱼“悬
于庭”，于是官吏百姓都被他所慑服，再不
敢来送礼。而近日，万源市法院草坝法庭
有一个“还鸡”的故事，彰显出人民法官的
清正廉洁。

6月18日，万源法院草坝法庭干警一
行来到刘某家中，将两只土鸡交到刘某手
中。原来刘某系草坝法庭某一案件的当事
人，案件即将宣判。刘某为达到胜诉的目
的，趁夜来到草坝法庭，送来两只土鸡。草
坝法庭干警坚持拒绝接受，并义正严词，晓
之以法，希望刘某自觉将土鸡带回。但刘
某趁干警们不备，将土鸡置于法庭门口，并
迅速离开。草坝法庭干警经多方打听，找
到刘某的家中，将两只土鸡送还。

（阳开华 李力）

七旬老人失火
法院派车接送参加庭审

古有南阳太守悬鱼拒贿
今有草坝法庭还鸡显廉

面对高含硫这个“气老虎”，普光气田始终把安全生产
放在首位，面向基层班组开展了“安全伙伴1+1结对子”活
动，生产现场实行双人巡检制度，涉硫作业有专人全程跟
踪监护，人人结成了“安全伙伴”，安全意识捆绑，责任风险
共担，确保了气田生产及周边安全。图为6月22日，普光
采气厂D405集气站职工配戴空气呼吸器，一人巡检，一人
监护。 （祝广影 任绍雷 摄）

责任风险共担
人人结成“安全伙伴”

整治病险山坪塘
为良田提供水源保障

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的重要时期，大竹县农业部
门和各乡镇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帮助、指导村民
科学管护水稻，全面防治病虫害，确保今年大春丰产增
收。图为该县乌木镇村民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在水稻田
里喷洒农药防治稻瘟病。

（本报记者 刘达建 摄）

科学管护水稻
确保大春丰产增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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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6月20日，宣汉县
双河镇玛瑙村村民顶
着烈日，冒着酷署，全
力整治病险山坪塘。
据悉，今年以来，双河
水利站已组织整治辖
区内病险山坪塘 18
口，共恢复蓄水14.4万
立方米，为灌溉 3600
亩良田提供了可靠的
水源保障。
（李小芳 本报记者
周本均 摄）

本报讯 近日，家住开江县骑龙乡六
家坝村的村民李某某在自家承包地铲土
坎，后将铲下的茅草点燃烧草灰，由于当天
风大，将周围的茅草和树枝点燃，引发了山
林火灾，过火面积达8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2万元余元。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失火罪，
被提起公诉。

开江县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审阅卷宗材
料发现，被告人李某某出生于1936年4月
22日，现年78周岁，儿女在外打工，独自
一人生活，还患有严重风湿，行动不便。由
于被告人被开江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
为了确保案件及时审结，承办法官到被告
人家中，向其送达起诉本副本，告知相关诉
讼权利和义务，并向当地党委政府详实了
解被告人李某某情况。而当地村民也希望
法院能考虑被告人实际情况，灵活庭审方
式，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承办法官及时向院领导反映本案特殊
情况。该院随即决定，派车接送被告人李
某某到法院接受审判，确保诉讼程序公正、
严谨，体现人文关怀。

开庭当日下午，开江县人民法院派车
将被告人李某某接来法院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庭审结束后，又将其送回家
中。据了解，该院对此案将择日宣判。

（杨红梅 本报记者 闫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