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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鳞次栉比的标准厂房、繁
忙有序的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建设工
地……走进宣汉县一个个重大项目生
产建设现场，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近年来，宣汉县始终坚持把项目建
设作为加快发展“第一引擎”，把工业园
区作为项目建设“第一阵地”，大力开展

“项目攻坚年”和“园区形象提升年”活
动，咬定目标，铆足干劲，按下“快进
键”，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科学谋划 夯实项目储备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从2015年开

始，宣汉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目标
定向，深入实施“兴工强县，开发扶贫，
全域旅游”三大战略和“双核双区”建
设，牢牢把握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主引擎”。
2016年，该县园区入园企业达61

家，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60亿元，巴山
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发和微玻纤新
材料产业园纳入全省100个重点推进
项目，形成了大项目带动大发展的良好
态势。

近年来，宣汉县坚持跳出宣汉看宣
汉，主动对接国家、省、市“十三五”规划
特别是市委“12335”总体要求，围绕宣
汉县情和既定发展思路，高水平布局了
一批带动能力强、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
项目。

工业上，宣汉县以普光经济开发区
为龙头，布局实施了微玻纤新材料产业
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全力打造全国天然
气能源化工、微玻纤新材料、合金建材
生产基地。

旅游上，以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
合开发项目为龙头，布局了1个5A、3
个4A和15个3A级景区，着力构建“一
区多点”的全域旅游格局。

城乡建设上，以“2+8”城镇体系为
龙头，布局实施了县城“三路三片三
园”、南坝“两桥一路”等重点项目，着力
建成5万人以上规模场镇2个、3万人
以上规模场镇6个，形成“双核”发力、
多点带动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多方争引 吸引项目集聚
近日，记者在微玻纤新材料产业园

四川迈科隆公司厂房看到，数十位工人
正安装、调试刚到的一批生产设备，力
争6月正式投产。

今年1月，宣汉县与迈科隆公司达
成协议，公司将投资2亿元，在中国（普
光）微玻纤新材料产业园租用厂房2万
平方米，建设500万平方米VIP真空绝
热板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后年总产值
达5亿元，年创税收7000万元。

在向上争取上，宣汉县紧盯国家宏
观政策走向和项目投向，抢抓国家、省上
编制“十三五”规划等机遇，加大汇报力
度，持续跟踪对接，最大限度争取政策红
利，完善重大项目争取工作机制，实行

“一月一汇总一通报一督办”，明确任务
和时限，提高争取成功率。2016年全县
共争取项目181个、到位资金16.6亿元
和国家专项建设基金13.97亿元。

同时，用好用活IPO绿色通道政
策，牢牢扭住成渝、长三角、珠三角
等重点区域开展延链招商、精准招
商、以商招商等活动100余次，充分
利用智力支乡联络会、乡友恳谈会等

平台，吸引一大批优质项目加速向宣
汉集聚。2016年签约不溶性硫磺、卓
达装配等3000万元以上项目25个、
到位资金100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
项目10个。

倒逼机制 狠抓项目进度
快速通道、风情小镇、内环线、桑树

坪土家新寨……走进巴山大峡谷各施
工现场，塔吊耸立，机器轰鸣，为实现

“2018年开门迎客”目标，工人们抢抓
工期，开足马力抓紧施工，一派火热的
施工场面。

为快速推进项目建设，宣汉县全面
推行“一个重大项目，一名县领导、一个
指挥部、一套工作班子、一抓到底”的

“五个一”机制，成立巴山大峡谷等重大
项目指挥部13个，由县四大班子成员
担任项目指挥长，亲自挂帅指挥。同
时，加大项目督查力度，强化动态预警
管理，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目前，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
发、微玻纤新材料产业园等重大项目进
展顺利。渡口风情小镇加快建设，景区
内环线道路路基工程全线贯通，快速通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全线路基
挡墙完成5.4万方，桑树坪巴人山寨、罗
盘顶养心区、桃溪谷等景区景点建设也
在加快推进。正原微玻纤公司二期已
全面投产，三期完成1万平米厂房建
设，正在进行4万平米厂房建设。并与
南玻院合作建立了西南分院，成立普发
微玻纤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达州普昇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搭建了科技研发支撑
和融资平台。

（冯开斌 张平 特约记者 胡果）

科学谋划 多方争引 倒逼机制

宣汉重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3月23至24日，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胥健带队督导重大项目建
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郑友清参加督导。

胥健一行先后来到凤凰山隧道、大
寨子公园、滨江开发片区、第二城市污
水处理厂、玄武岩纤维产业园、市科技
馆以及“两车”项目等建设现场，与工程
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程进度。

在职教园区，胥健沿路边走边看，
每到重要建设点，他都停下脚步，看图

纸、听汇报，协调解决工程推进中的困
难和问题。在中医校建设项目点，胥健
要求要围绕既定的目标定位、办学思
路，抓紧完善入园的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有序推进各项相关工作。

座谈会上，在听取各项目主要负责
人汇报后，胥健对大家所做的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胥健说，塔沱片区、凤凰山
隧道、污水处理厂等重大项目已掀起建
设热潮，特别是凤凰山隧道将如期实现
双线贯通，将有效改善城区交通环境。

胥健要求，各项目指挥部与成员单
位，要把握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格按
时限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要通过定
期现场办公、召开专题会等形式解决实
质性问题，做到急工程之急，解工程之
所难；要在依法开展拆迁工作的前提
下，加快拆迁进度，做好重大项目建设
的前期工作；要加强市区联动、部门协
调，形成多方发力破“瓶颈”，确保项目
高效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程科）

倒排工期 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胥健带队督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今年，是退伍军医廖红军将安吉
白茶引进大竹县的第6个年头，也是
白茶迎来盛产的一年。3月23日，大
竹县政府在团坝镇举办了首届喊山
开茶文化节，开启一年茶丰收，也借
此将村民赖以脱贫致富的白茶推介
给全世界。

“喊山开茶”是一种传统采茶民
俗，既用以统一采茶时辰，也借此唤
醒万物，祈求风调雨顺、茶叶丰收。
因大竹县盛产罗汉竹，更以竹唢呐著
称，当天近百名唢呐艺人“集结”在连
绵茶山中，吹响竹唢呐“喊山开茶”，
目的就在于让茶文化人文意义更加
突出，让茶文化的经济价值更加提
升。

记者采访获悉，过去这6年，企
业家牵头、政府全力支持，廖红军带
领上万乡亲种植白茶脱贫致富，将大
竹县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一
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廖红军也被
当地人称为“廖白茶”。

百名唢呐艺人秀绝技喊山开茶
廖红军的白茶基地坐落于大竹

县铜锣山脉深处，海拔近1000米。
正值春天，茶园烟雾缭绕，水汽充足，
万亩白茶“占领”了一个个山头，安静
地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开茶喽！”23日早上，山里人特
有的呐喊声，惊醒了沉睡的大山。“喊
山开茶”仪式之前，大竹白茶带头人
廖红军首先与众茶农一起拜茶山，表
达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

随后，千年“喊山开茶”民俗的神
秘面纱正式揭开。伴随着一曲《茶山
春早》，近百名唢呐艺人同时吹响竹
唢呐，欢快的乐声随即在茶山中飘
荡。“开茶喽！开茶喽！”一众茶农翘
首以望，对着深山白茶深情呼喊，唤
醒万木。

采首芽，是“喊山开茶”后的首要
环节。茶姑娘一个个换上艳丽新装，

拿起竹篓，纤手在茶叶中“跳跃”，将
一片片新鲜的白茶首芽轻轻掰下。
为了送茶姑娘采茶、接茶姑娘采茶而
归，拥有特技的唢呐艺人，还专门展
示同吹四支唢呐、鼻吹两唢呐等民间
绝活。

据史记载，四川是茶马古道的必
经之地，四川人自古有喝盖碗茶的习
惯，这里种植茶叶的历史也很悠久。
大竹县曾种植绿茶，但因经济效益
低，茶地早已荒废多年。

2009年，当大部分人都奔着大
城市去的时候，刚在城市站稳脚的
80后退伍军医廖红军被白茶的价格
吸引，决定回乡创业。

“当时白茶一斤就已经卖到一千
多元。我到很多大型白茶企业去考
察，发现白茶根本不愁卖，去晚了，排
队都买不上。”廖红军说，当年他就带
着几百株白茶苗回老家试种，第二
年，新芽叶白、脉绿、味鲜，给了他一
个惊喜，不仅产期比安吉白茶早十来
天，经农科所检验，氨基酸的含量在
全国白茶产区都是比较高的。

他高兴坏了！果断卖掉了杭州
的房产，加上自己的积蓄等，凑齐
1000万，沿长江“溯源”而上，将东部
安吉白茶，引进到西部大竹县。他学
习白茶技术和经营模式，与安吉当地
茶叶大户合作，以团坝镇白坝村为中
心，流转土地，2011年就建立起白茶
种植基地。

其中遇到过数次困难，但白茶总
算在大竹落了地生了根。经过几年
发展，迄今，白茶产业已辐射到达州
市多个县（市、区），仅大竹县数十个
乡镇的白茶种植面积就超过3万亩。

安吉白茶模式让上万村民
脱贫致富

回乡创业，廖红军有“说干就干”
的军人作风。“生我养我的大竹县，目
前还是省级贫困县，我们不仅要产业

扶贫，还要改变村民的观念。”廖红军
除了聘请村民到白茶基地打工，还学
习安吉搞起了“包茶到户”，通过合作
社，把白茶苗、管理技术等免费提供
给村民，到采收时节，如果鲜叶符合
标准，再收购。

白坝村尝到“包茶到户”头啖
汤。村党支部书记卢华林告诉记者，
在2011年之前，全村有500多户贫
困户，2017年贫困户剩下14户，贫
困群众由原来的2018人减到45人，

“如果不是因为白茶，十年都达不到
这个速度”。

“我县的生态特别好，绿化面积
大，全县上下正在着力挖掘沉睡的青
山绿水资源，廖红军找准了路子，与
县委的思路完全契合，我们全力支
持，希望做成一个大产业，做成大竹
的一张城市名片。”大竹县委书记何
洪波说。

达州市委书记包惠表示：退伍军
人廖红军把白茶带回家乡创业，以党
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把荒山荒坡变成绿水青山，再
到“金山银山”，给广大退转军人树立
了榜样，这种挖掘沉睡资源的模式既
让“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进而也
解决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目前，团坝镇已发展了5家茶叶
专业合作社。既为茶企提供了可靠
的茶叶来源，又为茶农解决了茶苗移
栽、田间管理、鲜叶采摘等技术难题，
共同创收。

那么村民们学得怎样？如今五
六岁的小孩都知道采茶不能“捏”，只
能“掰”，并且白茶芽要“一叶一心”才
是最佳。大竹成为了白茶专业县。

依托白茶产业，当地村民不仅是
脱贫，还在奔康路上越走越宽广。据
村“两委”统计，当地农民种植传统作
物，如稻谷，一年只能种一季，每亩收
入不超过1000元。如今种植白茶，
两年就可以采摘， （紧转第二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我市全方位做好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工
作，不断构筑人才新高地，为全市社
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人才引进扩基数。出台《“千名
硕博进达州”行动实施意见》和《事业
单位直接考核招聘工作人员试行办
法》，对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学位、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才，采取直接考核方式进入事业单位
工作。对急需紧缺的外地高层次人
才，突破地域、户籍、身份、档案、人事
关系等限制，采取课题攻关、项目合
作、下派挂职等方式柔性引进。自
2012年引才行动启动以来，先后赴
北京、上海、广州等高校开展企事业
单位大型集中招聘50余场次，累计
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层次
人才1233名。

综合培训提技能。每年遴选
100名副高以上年轻骨干专家到北
大、清华、复旦等名校进行综合素养
能力提升培训，累计培训近1000名

高层次人才；深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工程，积极构建公需科目和
专业科目并重、人社部门综合管理和
行业部门分工负责有机结合的培训
新机制。每年培训专业技术人员4
万余人，着力实现全市专业技术人才
继续教育全覆盖。同时，进一步强化
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和管理，目前已批
准27家培训机构为达州市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其中，达州市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教育培训中心还
成功获批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职称评审畅通道。出台达州市
中级职称评审办法、评审指南、加强
职称证书管理等系列规范性文件，使
职称评审管理工作更加公开透明、更
加公平公正、更加科学规范。加强评
审委员会组织建设，建立中、初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委
组建执行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工作，
切实减少人为因素对职称评审工作
的影响。目前，全市共组建中级职务
评审委员会15个、初级评审委员会
16个，专家库专家成员达1980名。
探索建立市级管理权限下放项目监

督管理制度，向5个扩权县下放中级
职称评审、中级职称证书核发2项市
级管理权限项目，探索建立了督查、
抽查、举报投诉、责任追究、申报人承
诺等五大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对
中级职称评审的指导监督。

强化激励添活力。及时出台《人
才培养引进和管理办法》，对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分别提供3万到50万不
等的安家补助，对引进顶尖团队中具
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战略发展项目，
最高给予300万元的综合资助。设
立“人才津贴”和“突出贡献奖”，对柔
性引进的两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
津贴专家、省优专家等人才，每年发
放最高达10万元的人才津贴；为充
分调动企业引才积极性，将“千名硕
博进达州”行动政策扩大到企业，对
经组织、人社部门统一引进到企业的
硕博人才，由同级财政给予50%的资
助。在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方面，对
引进硕博人才按最优惠的政策及时
落实，多方面、多维度激发人才干事
创业激情。 （杨翔 王超先
秦魏 本报记者 孟静）

达州市多措并举
着力建设川东北专业技术人才高地

本报讯 3月28日20：00，2017
年第一季度“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节
目《阳光问廉》，达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

同步直播（达州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
播、达州新闻网、“达州全搜索”手机客
户端、微信公众号，新浪官方微博），达

州发布、达州日报网、达州网、廉洁达州
网、凤凰山下论坛等网络媒体将同步链
接直播。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2017年第一季度《阳光问廉》28日晚8点播出
达州广播电视台、达州发布、达州日报网等同步播出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本报讯 春耕时节，达川区檀木镇
的种粮大户陈友元忙碌地穿梭于工地，
督促一个日处理150吨稻谷的新烘房建
设，力争抢在4月底前完工。像陈友元这
样怀揣资金和技术的达川种粮大户们，
都在忙着春耕。据记者了解，自2014年
以来，因各级惠农政策激励，达川种粮大
户年年增多，引领全区粮食生产向优质
专用发展，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

“看到农村撂荒地多，感到很可
惜。2014年10月，我就在达川的檀
木、花红、麻柳、东兴等4个乡镇包了
2500多亩地规模种粮。”3月23日，做
副食品加工起家的陈友元说，“但我更
看重中央和地方对种粮大户的扶持。
我每天都要上网1个多小时看新闻，了
解最新种粮政策。”

“2014年和2015年，国家对种粮大
户进行补贴；中央、省、市农业项目特别

向达川倾斜，达川2014年、2015年连续
被列为全国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
点县（区），2016年被列为全国粮油绿色
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县（区）……”提起各
级种粮利好政策，达川区农业局业务股
负责人任思普如数家珍，“2014年以来，
达州市每年还要表彰奖励‘十佳’种粮大
户，老陈（陈友元）就是 2015年度的

‘十佳’种粮大户。”
任思普抛出3组增长数据：2014年

种粮大户230户、2015年288户、2016
年414户；2014年适度规模种粮1.05万
亩、2015年1.98万亩、2016年3.07万
亩；2014年粮食总产48.05万吨、2015
年49.14万吨、2016年50.34万吨。

“达川区规模种粮1000亩以上的
‘特大户’也在增加，2014年只有1户，
2016年增至 7户，今年预计增至 10
户。”达川区农技站站长王仁贵说，在种

粮大户示范带动下，达川区粮食生产呈
现几个特点：种植模式走向“水稻+蔬
菜”“水稻+油菜”“水稻+小麦”“水稻+
绿肥”等效益显著的粮经复合型；粮食
种植向优质专用发展，全区规模种粮
90%以上是国标三级、二级水稻，一些
大户散户还种植专用的“桂朝2号”常
规籼稻，满足当地特色小吃凉虾、米豆
腐的原料供应，卖价比三级水稻还高；
种粮大户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并为周边
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先进实
用技术通过“大户带小户”得到有效推
广。

大户引领示范，极大促进了达川区
的粮食生产，2015年和2016年，达川
区政府连续两年喜捧省政府粮食生产

“丰收杯”。王仁贵说：“预计今年种粮
大户将增至450户、新增规模种粮1.2
万亩。” （特约记者 王锡敬）

利好政策激励 种粮大户年年增

达川区连续两年喜捧“丰收杯”

大竹县首届喊山开茶文化节现场

●浙江安吉白茶模式在达州开花结果，退伍军医廖红军带领
上万乡亲种植白茶脱贫致富。3月23日，大竹县举办首届喊山开
茶文化节，开启一年茶丰收——

无牌城管执法车当街乱停乱放
开江县三名城管队员被警告处分

万源市“公益小达人”孟林
被授予全国“最美中学生”荣誉称号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