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四好村”

达州市委农工委
达 州 日 报 社

主
办

行走在大竹县庙坝镇长乐村的新
型农村社区，只见一条条乡村景观路
连院入户，一栋栋小洋楼靓丽别致，家
家户户门前有“微田园”。每当夜幕降
临，村里的男女老少吃过晚饭、收拾好
碗筷，都会自发地来到离家不远的健
身广场摆弄健身器材，跳起坝坝舞。
在这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悄
悄地发生变化。

长乐村新农村综合体健身广场占
地20余亩，还有文化活动室、卫生室、
便民服务店等，集中居住了131户、
650名农民。据党总支书杨帮武介绍，
从开工到建成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高效率得益于“让老百姓自己做主”这
一创新实践。“村里有统一的规划设计
和施工图纸，村组牵头联系施工队伍，
但价格由我们自己协商签订协议。”村
民代表、陈孝琼的丈夫赵光元说，村里
统一购买原材料节省了不少钱，就拿
砖为例，自己买一块砖要三角一，而

“团购”只要二角七。赵光元所在的监
督小组，负责新村建设规划、采购、施
工的全程监督；尤其是道路、凉亭、污
水处理等公共项目，材料买成多少钱，
工人谈成多少钱，都要通过理财小组
张榜公示，让村民知晓。

为打消村民们的疑虑，村组规定
干部一律不得插手资金管理。杨帮武
回忆道，新型社区开建前，有的村民不
愿调整承包地，有的又担心新房地势
不好。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大家意
见，召开群众大会，“只有问题扯清楚
了，老百姓才有积极性、主动性！”村民
杨帝全的新居位于村口，位置是抓阄
决定的，他还开起了便利店，有了一笔
稳定的收入。

长乐村业富人和新村美
□特约记者 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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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大赛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不看
书、不写作，我的脑海总会思绪万千。
想到命运这个词，想到经历过的人情冷
暖、悲欢离合，想到命运打开的一扇门、
铺设的一条路、腾空的一片天，想到一
路上的艰辛与坎坷，便不由自主淌下几
颗泪滴。

感慨人生不易。走在这条荆棘丛
生的路上，要有什么支撑着，一个人弱
小的身躯才有可能变得挺拔，脚下的路
才会越走越宽阔。在我的生命中，《达
州日报》就是这样一道信念的灯盏，为
我注入精神的力量，照耀我砥砺前行的
路程。

中专毕业那年，我刚满19岁，被安
排到家乡小镇供销社工作。其时，随着
市场经济狂潮的席卷，供销社作为计划
经济产物已明显跟不上时代节奏，日益
衰败。正值弱冠、一度好高骛远的我，
对于人生理想的美好规划，顿时被前路
渺茫的现实击得粉碎。那段时期，我与

“街娃”“混混”成天搅在一起，热衷于喝
酒、打牌、惹是生非，将日子过得一塌糊
涂。作为单位一把手的父亲，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知道我从小喜爱文
学，特地把我调到办公室从事文秘工
作，督促我学着写下第一条工作信息，
除了报送上级主管单位，也投给当时的
《通川日报》。这条勉强称之为“新闻”
的稿子竟很快见报了，那是我在该报发
表的第一篇文字“作品”，虽然只有短短
一两百字，其中蕴含的却是沉甸甸的父
爱，带给我一生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自那以后，我从文字中逐渐找到人
生的方向。我一点点收敛赌博陋习和
玩世不恭，转而将精力用在读书和业余
写作上。我把《通川日报》登载的好文
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做了好几个剪贴
本，便于时时研读。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学习与练笔过程，我逐渐提升了写
作水平，也磨练了我的意志。那时没有
电脑，为了减轻抄写压力，我就在稿纸
中垫上好几张复写纸，手中的圆珠笔需
要最大限度用力，垫在最下面的稿子才
能看清字迹。当然，我每次寄给《通川
日报》的稿子，都是摹写最清晰的那一
份。

位于山窝里的小镇，清贫而寂寥，
幸有文字相伴。见报次数多了，我在本
镇乃至县内外慢慢有了一点“名气”，不

时有天南海北的文友与我鸿雁往来，我
看到的天空越发辽阔。由于共同的爱
好，几位文学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交流
创作，谁写出新作或作品发表，便第一
时间与大家分享。为了加强与外界的
联系、更好地推出自己，我们还自掏腰
包创办了一份取名《碑河风》的文学刊
物。作为党媒的《通川日报》，从一开始
就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先后以《碑河
风：信念与坚守》《清清碑河风，浓浓乡
土情》《山泉清清歌自明》等为题，多次
专题报道。《碑河风》存在9年，出刊18
期，能在达州文学册页留下一点印记，
与《通川日报》以及更名后的《达州日
报》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

十年前，经历单位破产、重组、下岗
等一系列阵痛过程后，我经过郑重考
虑，毅然与单位签订买断身份合同，带
着家人闯进城市，迎接命运新的挑战。

我先后在多家媒体工作，其中包括
曾在达州日报社短暂有过的编辑、记者
经历。因为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更受益
于《达州日报》发表的大量文字为佐证，
每到一个地方工作，我都幸运地作为

“特殊人才”而被免试录用，尽管命运辗
转，倒也一帆风顺。因为写作，我有了
稳定工作，并作为文艺界代表被选举为

区政协常委；因为写作，我的命运真的
得到了改变。

细细数来，与《达州日报》结缘20
年，我在该报发表的文字已愈千件。每
当写出较为满意的文稿，我的投稿对象
首选肯定是《达州日报》，包括多次荣获
全国征文奖、收入文学选本的作品，基
本上都在这里首发。部分作品在“西
窗”副刊发表后，先后荣获中国地市报
新闻奖、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达
州：借助能源化工崛起的中国气都》《废
墟上的希望》等新闻特稿，或荣登头版
头条，或不吝整版推发，或喜获新闻奖
励。通过文字这种方式，我努力发出自
己的声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在我的书房里，珍藏着厚厚一大撂
载有自己作品的样报样刊，其中《达州
日报》占有很大分量。这些年来，虽然
多次搬来搬去，但我从来舍不得将它们
遗弃，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还在
一天天增加，变得越来越厚实。

生命不息，奋斗不休。令我庆幸和
感恩的是，我的生命中一直有《达州日
报》这个良师益友同行，它就像一盏能
量满满的明灯，在漫漫人生路上，照耀
着我，呵护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奋进与
成长的方向不因浮华而迷失。

《达州日报》：
打开我命运的一扇门
□符纯荣

喜欢阅读的符纯荣

青的砖、灰的瓦，飘逸赤色配檐廊；
绿的草、茂的树，雕龙画柱亭中藏……5
月6日，当记者来到大竹县中华乡白雀
村梅家沟时，只见这个离县城不到20
公里的小山村里，一栋栋排列整齐、错
落有致的小洋房，犹如藏在深闺中的少
女，楚楚动人。

来到村里的一处山头，赵贤春指着
通往村里6米宽的水泥路面，“这条路
是2006年后才修好的，原来仅4米宽，
未铺水泥之前全长4公里，坐车得半个
小时，现在路面拓宽了，不到10分钟就
能到场镇。”

当然，修路的资金主要来源还是原

村集体所办的煤矿，该矿场1998年改
制为现今的黑滩煤业有限公司，持有人
是现任达州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
陈永福。

陈永福是土生土长的白雀人，
2006到 2012年间，他投资 840余万
元，除拓宽了4公里长的通乡公路外，
还修建硬化了村道和入户便道20余公
里。

陈永福说，在他公司不断向前发展
的历程中曾有几次刻骨铭心的感动，其
中最难忘的是2002年公司处在技改困
境时，村民们自发站出来卖了自家米
粮、青麻，凑钱帮他渡过了难关。

或许缘于这份真情互动，2012年，
陈永福欲将白雀、中华两村近2万亩林
地流转用作进一步开发时，村民们没有
多说一句话。

如今，通乡公路和入户便道均打通
了，可怎么发展，却又给村支两委出起

了难题。白雀村虽是非贫困村，但贫困
人口也不少，还有不少想要改建住房的
贫困户。

陈永福又主动站出来，投资1200
余万元，花了两年多时间，建成占地面
积3.72公顷，共计34栋49套住房。房
子交付那天，村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60多岁的贫困户黄贵碧站在原屋基的
位置，指着新房子感激连连。

房子建好了，可怎么让村民们搬进
来是个问题。陈永福说，按照房屋造
价，每套房屋在20万左右，对于许多村
民来说，那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字。

经过多方商议后，陈永福决定用
“按揭”的形式，以每套6万元的价格低
价卖给村民，而村民只需先行支付1万
元就可入住，剩下的5万元，村民可选
择在煤厂或外出打工，逐月还清。像黄
贵碧这样的特困户，村里和陈永福商
定，免费为她家建房，不收一分钱。

此外，公司还规定，凡是到煤矿务
工的贫困户，工资比非贫困户要高出
10%。每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按照
20%进行按揭；收入达到1万元的，按
照月工资的30%进行支付。

道路、住房问题解决了，如何致
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白雀村山
高、林密，耕地少，这是劣势，也是优
势。”陈永福说，从白雀村朱家沟到紧邻
的中华村中华寨，海拔由低至400多米
上升到1080米，特别适宜茶叶、猕猴
桃、油桃等经济作物种植。加之，中华
乡就在大竹县城的西北部，离城区较
近，西面又与渠县大峡、龙潭乡相邻，

“如果能将这里与渠县境内的賨人谷打
通，形成旅游环线，经济很快就会提升
上来。”

按照这一规划，白雀、中华两村已
改造老茶场2000多亩，栽种猕猴桃、油
桃等经济作物600多亩。

白雀村党支部书记赵贤春说，精准
扶贫两年来，全村已从当初117户324
人降至现有贫困户20户56人。下一
步，他们还将从打造农家乐等相关配套
设施着手，通过乡村旅游资源带动贫困
群众增收。

爱心人士投资1200余万元建房49套

白雀村村民“按揭”住上新房
□冯小芳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洋房”

本报讯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
贫困户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啊！”5月10日，大竹县
川主乡川主村4组贫困户叶昌武的新
居前热闹非凡，当地乡党委政府负责
人为他的乔迁之喜送去了大米、菜油、
餐具等用品，60多岁的叶昌武激动不
已。

叶昌武患有轻度痴呆症，去年去
世的妻子也长期受癫痫病困扰，儿媳
外嫁，孙女上学，一家全靠儿子在外
打散工维持生计。家中老屋年久失
修，破烂不堪，无法居住。

为改善叶昌武一家的生活条件，
乡政府按政策把他家纳入精准扶贫易

地搬迁计划。通过自筹资金1万元、
政策性补助9万元的方式，为老人修
建了占地100平方米3间新房，还为
其装上了自来水，接通了生活用电，
添置了被子等床上用品。

去年以来，川主乡先后投入300
余万元实施易地搬迁工程，使41户
114人搬进了新居；投入50余万元完
成C、D级危房改造31户；投资40万元
完成宝堂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切实
保障了贫困户吃穿不愁，还能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

（李和全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川主乡41户贫困户搬新居

乡干部为叶昌武送去慰问品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达川区交
通运输局获悉，达川区南岳镇至黄庭
乡通乡公路正式进入铺油阶段，预计
今年6月底前全面竣工，7月初建成通
车。

据了解，南岳至黄庭公路于2016
年9月开工建设，路线全长5.97公里，
路基宽5.5至6.5米，路面宽4.5至5.5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总投资750万
元。项目系达川区16条县乡道改善提
升工程之一，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90%。该路的建成对于解决沿
线群众出行问题，引领乡村产业发展，
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郑川）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达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获悉，国家财政部、发改
委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
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从4月
1日起，取消预防性体检费收费。该中
心全面取消了预防性体检费，目前出
现体检人员数量激增情况，呼吁食品、
酒店、美容美发等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合理安排体检时间。

根据《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
产经营人员每年应进行体检，取得健
康证明。该中心相关人员介绍，预防
性体检费取消后，市疾控中心以及各
县（市）、区疾控部门均出现了体检
人员排起长龙的现象。“最高一天超
过2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倍。”
该中心附属医院负责人张华说，预防
性体检项目主要包括x光照片查肺结

核、采血查甲肝戊肝、肛试纸查霍乱和
痢疾、常规体检查皮肤传染病等。体
检人群主要以餐饮服务行业以及酒
店、美容美发等公共场所服务人员为
主。

“体检合格后，由体检单位颁发的
健康证，有效期为一年。因此，希望有
从业需要的人员才来进行预防性体
检，以方便有需要的人群。”张华说，针
对体检人员突然大幅增加的情况，市
疾控中心高度重视，要求相关检验人
员尽职履责，保质保量完成体检工
作。希望有预防性健康检查需求的市
民，尽量调整体检时间，错开近段时间
的高峰期。另外，可向当地卫生部门
咨询指定的预防性健康检查机构，就
近体检。

（本报记者 罗天志）

南岳至黄庭公路开始路面铺设
预计7月初通车

预防性体检免费 体检人员激增

市疾控中心呼吁市民合理安排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