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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花椒业主愁

拱市乡位于渠县西南部，当地素有
种植花椒的习惯，土质非常适合花椒生
长。2011年，该乡村民张万学在外创业
成功后，回到家乡流转荒山荒坡，建立
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大面积栽种花
椒。

几番艰辛，几番努力。2014年，张
万学在全乡发展种植花椒面积达6500
多亩，并成立了渠县万学花椒种植基
地。目前，花椒已经进入挂果期。

“花椒不比其它果实好采摘，不
仅颗粒很小，而且荆棘丛生，需要大
量劳动力参与采摘。尽管花椒丰收，
但人手紧缺，我咋高兴得起来？”6月
初，花椒采摘在即，看着果实累累的
大片花椒地里只有稀疏的劳动力，杨
立福一脸愁容。

政府牵线搭桥
村民基地打工

“花椒种植不仅将生态保护和土地
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更为全乡产业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个时侯，要
尽量鼓励村民去采摘花椒，不仅是为企
业解难题，也是村民就地找钱的好门
路。”得知花椒丰收采摘难后，拱市乡党
委书记邓茂松带领工作组，分片深入村
组，鼓励村民就地打工。

随后，看着陆续前来的农民工，杨
立福笑了：“到目前，每天有近100人忙
碌在基地里，每天采摘花椒近1万斤。”
他说，通过合理分工，采摘、过磅、记账、

烘烤都有专人负责，自己完全可以当个
“甩手掌柜”。

农民在家门口打工，不仅解决了企
业的用工难题，同时也让留守农民有了
新的就业渠道，完全是两全其美。“我们
每天采摘百把斤花椒，收入七八十块
钱，很安逸。”村民罗广群说。

据了解，农民采摘一斤花椒可得劳
务报酬0.8元。“花椒全部采摘结束，当
地农民务工收入可达150余万元，按
500人就近打工就业计算，每人增收
3000元以上。”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

帮忙采摘不添乱
义务采椒群众赞

为化解采摘难题，拱市乡党委、政

府倡导机关党员干部义务为企业采椒。
6月20日一早，记者看到拱市乡机

关干部职工身着迷彩服，顶烈日、冒酷
暑，前往花椒基地。你剪枝条、我采椒，
你挑担来、我装箱……在采摘现场，俨
然一场义务采椒大比赛。

紧张的采摘，留下的是汗水，得到
的是群众翘指称赞和笑脸。连日来，该
乡40多名干部义务采摘花椒，6500余
亩花椒已采摘过半。

“产业扶持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包
才能鼓起来。”邓茂松说，之所以努力为
企业排忧解难，就是要在今后几年内，
争取在邻近的射洪、清溪等乡镇连片新
增花椒种植面积6000亩，花椒种植面积
突破 1.2万亩，力争花椒年产值突破
4000万元。

花椒丰收采摘难
党员干部来帮忙

“这么热的天，出力流汗还不
吃咱的饭，渴了喝矿泉水，饿了啃
方便面。”6月20日，在渠县拱市
乡花椒基地，记者看到该乡机关
党员干部又来帮忙义务采摘花
椒，花椒基地负责人杨立福感谢
不已。

花椒好吃采摘难。花椒的采
摘费用，往往要占到总成本的1/4
左右。如何化解采摘难？记者从
渠县拱市乡获悉，在该乡的花椒
基地里，该乡机关党员干部义务
采椒，被群众“点赞”。

□特约记者 杨东 廖亚飞
摄影报道

精“剪”细“摘”

“迷彩”挑夫

【新闻提示】

倘若只有两个人到餐馆就餐，
可不可以请求店家将菜弄少一点
儿或者弄个小份？答案多数是否
定的。近日，记者就达城餐饮浪
费问题进行调查时发现，由于多
数中餐店都只推行“标准份”，致
使“吃不了就倒”、“吃一半倒一
半”的现象较为常见。

多数餐馆只供“标准份”

“三四人用餐端上来是一大盘，两
个人用餐也是同样的份量，吃不了不
说，最主要是浪费。”陶女士谈及在达城
一些中餐馆的用餐经历很是不解，“为
什么各餐馆就不能根据人数的多少，来

确定份量的多少呢？”她介绍，在成都等
一些大城市点菜时就不太一样，如果用
餐人数少，对方可以提供份量相对较少
的小份。这样一来，用餐时既可以多点
几个菜，而且还减少了浪费。

事情果真如陶女士所说？记者先
后前往多个中餐店内进行调查。

“我们店只有标准份，没有大小份
之分。”在达城二马路一中餐店体验式
用餐时，一服务人员向记者表示，“如果
客人觉得浪费，可以少点两个菜。就算
是一个人用餐，哪怕你只点一个菜我们
都是会接待的。”而当记者指着一拨才
用完餐的顾客剩下的一大桌菜时，吧台
收银员解释是“对方因为喝了太多酒才
会剩下那么多的菜”。

随后几天里，记者又先后来到老车
坝、大北街及南门口等多个中餐店了解
情况，发现所调查的餐馆中所推菜品大
多是“标准份”。唯一有大小份之分的
南门口某中餐店也仅限于点餐，团购、
标准餐等并无大小份之分。

每天倒掉数桶剩饭菜

“客人吃不了，我们只有倒掉，看着
觉得非常可惜。”二马路一服务人员表
示，他们每天中午、晚上两顿收集倒掉
的剩饭菜就有两三桶。“我们这小馆子
算不了什么，如果大一点儿的馆子会更
多。”

记者注意到，该中餐馆虽然不是很
大，但环境、装修都比较讲究，因此前来
就餐的客人较多。往往一个饭点儿要
翻一至两桌，而一桌下来几乎有近一半
的剩饭菜要倒掉。

大一点儿的餐馆如此，小的快餐点
又如何？记者又来到与此相隔不远的
一家“苍蝇馆子”查看，发现这个不到20
平方米的小餐馆内4张餐桌均已坐满，
但由于所炒菜的份量相对较小，客人用

餐完毕后所剩不多。“一天下来，多时要
收集一大桶，一般情况下每天都会装满
大半桶剩饭菜。”该店老板说。

南门口某餐饮店老总李建表示，他
的店几年前就推行了大小份菜品，顾客
点餐时往往会提醒，但由于一些人面子
上抹不开，往往会剩下不少。对此，他
也是很无奈。

【采访手记】
学习小餐馆经营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就餐浪费往往
发生在大一点儿的中餐厅。相比之下，
一些小的餐馆或10元一份的快餐店所
剩饭菜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体现
在价格和菜品份量上。而一些10元左
右的快餐店，还提供了多种可选菜品，
且每种菜品不是以份论价，而是按顾客
所需每样打上一点儿，既减少了浪费也
满足了消费者的口味。

我国餐饮业浪费惊人。《新民晚报》
曾以《一年1000亿，餐饮浪费数字惊人》
为题，披露了我国餐饮业浪费的现状。
不按人头限量的“标准餐”，无疑是浪费
的因素之一。

为杜绝餐桌浪费，笔者建议商家不
妨多向那些小餐馆的经营模式学习，尽
到“提醒”义务的同时，不妨多推出一些
不同量别的菜份，以赢得消费者的喜
爱。

中餐店流行“标准份”

“吃不了就倒”成浪费常态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顾客吃剩的饭菜

本报讯 6月24日，记者从通川
区相关部门获悉，为了吸取贵州遵义
居民楼垮塌事件教训，通川区全面启
动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落实加
固、停用等措施，及时消除房屋安全
隐患，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社区是实施
主体，按照不留死角、不漏一户的原
则，通川区各村（社区）组织专人参与
房屋安全排查工作，同时向辖区居民
宣传相关安全知识，提醒居民加强自
我保护意识。李季峡是通川区北外
镇规建办的工作人员，近段时间以
来，和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到辖区村居
民住户家中走访，排查房屋安全隐
患，成为他日常工作的首要任务。他
说，他们对北外镇辖区城市社区范围

内的所有老楼危楼进行了摸底排查，
在摸底排查的过程中，发现不能居住
的，劝离产权人搬离原住户，投亲靠
友，上报住建局后，针对不同的情况，
纳入棚户区改造或者农村危房改造
范围。

通川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站副站长曹辉告诉记者，对排查出
来的D级危房，要求产权人立即停
止使用，或者限期拆除；对排查出
来的C级房屋，要求产权人或者房屋
使用人立即委托有资质的施工企业
对其进行维修加固。通过专项排
查，确保全区安全检查无死角，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房屋垮
塌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孟静）

通川区全面排查老楼危楼

本报讯 6月24日上午，记者从
大竹县民政局获悉，经大竹县政府请
示、市政府研究并报省政府批准，大
竹县对部分乡镇进行了行政区划调
整，撤乡设镇和设立街道办事处。7
月1日将正式挂牌办公。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大竹县调整部分乡镇行政区划的批
复》 精神，大竹县竹北乡的云台
村、白塔村和双马村 （不含4、5、
6、7、8村民小组）所属行政区域划
归大竹县竹阳镇管辖。撤销竹阳镇
和东柳乡，设立竹阳、东柳、白塔3
个街道办事处。竹阳街道办事处辖
新华、大同、和平、南城、大众、
竹阳6个社区和双碑、高峰寺、云
台、檀木桥4个村所属行政区域，街
道办事处驻解放街50号；东柳街道办
事处辖街道社区和东柳、解放、黄家
坝、清风寺、群峰、汇河、幸福7个村所
属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驻柳桥路

260号；白塔街道办事处辖西城、幸
福、北城3个社区和白塔、双马（不含
4、5、6、7、8村民小组）2个村所属行
政区域，街道办事处驻郎家坳巷86
号。同时，撤销大竹县月华、高明、童
家、天城4个乡，设立月华、高明、童
家、天城4个镇。

按照省、市批复文件规定，行政
区划调整后，不新增编制，新设街道
办事处所需编制在本县现有乡镇行
政和事业编制中调剂解决。

据了解，为加快建成川东渝北区
域次级中心城市、建设繁荣时尚美丽
和谐大竹，大竹县通过设立街道办事
处和撤乡建镇，将有利于加快撤县设
市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
有利于新建镇（街道办事处）更加集
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歩伐，增进产业汇聚，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特约记者 王晓林）

大竹县调整部分乡镇行政区划

本报讯 6月24日，记者从市旅
游局获悉，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一行近日赴达川区铁山现
场考察生态旅游开发。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川能投）李勇董事长再率
团队赴铁山二度考察，对铁山旅游资
源综合开发进行面对面的详细对接
交流。考察团队分别对林业规划与
林地开发限制、可利用土地余量及解
决途径、铁山开发电价、供水保障、道
路通道系统建设、达州市城镇规划对
接、现有国资存量、文化留存的发掘
与利用、宗教寺庙的修复与政策、国
家养老项目的扶持政策、地方招商优

惠政策等进行了全面了解。
会上，达川区委、区政府肯定了

川能投的务实风格。市旅游局局长
李晓波从旅游的角度对铁山开发提
出了对应市场、准确定位，着眼生态
康养、打造旅游度假区的建议。李勇
在会上提出成立川能投铁山开发领
导小组，对接铁山开发下一步工作。

（本报记者 孟静）

川能投拟综合开发铁山生态旅游

达州市旅游局
达 州日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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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奇迹
中国最美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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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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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0038062

网址：http://zfd-nsd.com

【市民声音】
大竹李先生：我是大竹县人，妻

子户口在湖北，结婚后生育一女，但
没有办理结婚证。后来补办了结婚
证，但是办不了独生子女证。请问办
理独生子女证需要哪些条件？

【部门回复】
大竹县计生委：办理独生子女证

需要提供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

或《居民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夫妻
双方的《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生
育服务证》原件和复印件；第一个子
女身份证明，即《居民户口簿》原件和
复印件；夫妻双方近期1寸免冠相片
各两张；夫妻双方填写的《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申领表》一式两份，并经
单位、户籍地村（社区）委员会核实并
签注意见；夫妻双方已经落实节育措
施证明。

（本报记者 徐冬 整理）

如何办理独生子女证？

中峰洞因其规模宏大，鬼斧神
工，神秘莫测，浑然天成而成为中
外游客心目中的最大旅游神秘地，
被中国溶洞学会会长朱学稳认定为

“天下第一洞”。被世界洞穴研究会
专家誉为“世界地质奇迹，中国最
美溶洞”。

位于四川省通江县诺水河国家
AAAA旅游区的中峰洞，主洞长18
公里，分上中下三层，天地人三界，总
面积80余万平方米。“地铁进洞”、“洞
天佛光”、“洞海放舟”三大奇观打破

“吉尼斯世界纪录”。它也是亚洲最
大的地下溶洞，是世界罕见的“溶洞
地质博物馆”，见证着大自然赋予这
片土地的秀美与神奇。

从天下第一洞
中峰洞出来，游客
纷纷称赞：蜀中风
光，除“峨眉天下
秀”、“青城天下
幽”、“剑门天下
雄”、“夔门天下险”
这四绝之外，还应
该加上一绝“中峰
天下奇”。1600米
的“地铁进洞”，
10000余平方米的

“洞海泛舟”，1000
余 米 的“ 回 归 栈

道”，3000余平方米的“洞天佛光”，构
成中峰洞四大绝景。

走进中峰洞就仿佛走进了一座
迷宫：一会儿走在洞中山路，一会儿
又到了暗河之上；一下在洞中穿行，
一下就豁然开朗到了大厅。可以说，
山是一个洞，洞是一座山。游客在峡
谷中徜徉，月色和雾岚同样滋生出别
样风情。雾岚幻化生成的洞天福地，
中峰洞之旅，让你忘却都市烦恼，一
颗疲惫的心在洞中峡谷中悠然翔舞
起来。有如此梦幻的仙境，朋友们，
还等什么，赶紧约起来呀！

路线：达州—巴中水宁寺（巴达
高速段）—通江县城—诺水河中峰洞
（油路）

中峰洞：中国最美溶洞

监测单位：达州市环境监测站
2015年6月24日空气质量优，空

气质量指数43，健康影响指数舒适。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