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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3日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郭亨孝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
推进全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关工
作。副市长陈文胜出席会议。

今年以来，我省印发了《四川省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和《四
川省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
案》。省政府还两次召开现场会，就如何
推进全省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作了全面安排部署。我市对此高度
重视，针对两项工作制定了行动方案，并
作为省市重大民生工程加以推进。

在听取市住建、发改、规划、环保、
财政等部门和单位发言后，郭亨孝说，
我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基础薄弱、
历史欠账多，跟不上城市生产生活发展
的实际需求，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
形势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此次三
年攻坚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严格按照省政府要求，学习
借鉴广安模式、内江经验，全力抓好我
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郭亨孝指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环保问题，市上要
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住建部门要牵头抓
好各项前期工作，按照污水、垃圾两个大
类，扎实做好项目包装工作，科学制定
PPP方案。环保、水务、发改、城建等部门
要各司其责，全力抓好协调配合，切实加
强对上争取。

郭亨孝强调，污水垃圾处理是重要
的公共服务事项，要本着对群众负责的
原则，引进有实力、有技术、管理水平过
硬的大型国有企业参与建设营运，务必
确保这些设施建起来并有效运行起来。

据了解，我市在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基础上，自加压力，拟新（改、扩）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133个（其中乡镇项目113
个），总投资36.6亿元，拟2017年开工建设，
2019年建成投运；拟新（改、扩）建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131个（其中乡镇项目111
个），增加市垃圾焚烧发电迁建项目，总投资
16.85亿元，拟2017年开工建设，2019年建
成投运。 （本报记者 罗丹）

全力抓好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营运
郭亨孝主持召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专题会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稳定是发展
的基础。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始终聚焦
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始终维护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科
学分析“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香港发展谋划未
来，为增进香港社会团结凝聚共识，
为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再创
香港发展新辉煌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发展是硬道理。香港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
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
胞打拼出来的。特别是回归20年来，
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
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成功。发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
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一
国两制”构想提出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
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当前，香港
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
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倾听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心声与期盼，少年希
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
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
年。何以解忧？何以圆梦？唯有聚焦发
展， （紧转第二版）

和衷共济续写香港发展新传奇
——三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本报讯 7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
长郭亨孝会见了来达考察的宜华（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绍喜一行。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是一家集住居生活、健康医疗、地
产开发、资本管理、金融保险、酒店旅游六
大产业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集团，旗下拥有
宜华生活、宜华健康两家上市公司，集团总
资产700多亿元，员工5万多人。2016年
底，宜华（企业）集团实现产值400亿元，出
口创汇16亿美元，上缴税收15亿元。

郭亨孝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绍喜
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达
州的市情。郭亨孝说，达州是四川的人
口大市、资源富市，交通便捷、气候宜
人，区位优势明显，尤其在休闲、养老、

医疗、康养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相
关业态空间布局十分成熟，市场条件和
要素条件在西部地区首屈一指。宜华集
团是一家集住居生活、健康医疗、地产
开发、战略投资等于一体的大型跨国企
业集团，有着十分良好的发展前景。希
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在康
养产业、木业家居等方面深化合作，努
力实现共赢发展。

刘绍喜对达州的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对达州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表示
将开展全面细致的考察活动，找到宜华
在达投资兴业的契合点，早日为达州的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天满，副市
长陈文胜一同会见。（本报记者 罗丹）

加强沟通交流 合作共赢发展
郭亨孝会见宜华集团客商

本报讯 7月3日，巴文化研究与
传承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康莲
英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李梅出席会
议。市文广新体局、市博物馆等单位负
责人及巴文化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对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建言献策，
是今年市委交给市政协的一项调研课
题。与会人员围绕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巴文化
是从古至今的始源于巴人巴国、植根于
巴地、由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厚重
灿烂的地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罗家坝和城坝遗址发掘确证达州是巴
文化的发祥地和巴文明起源中心之一，
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我们要大力传承弘

扬巴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
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让巴文化成为
达州的一张名片，为达州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更好服务。

康莲英指出，要充分认识对巴文化
深度研究、强力推进的必要性，在全市
上下达成传承共识。针对巴文化的研究
与传承中存在的不足，康莲英希望全市
要统筹部署，共同发力，坚持“虚实结
合、深浅结合、长短结合”的原则，通过

“自身努力、借智借力、形成合力”的方
式，强力推进，做大做强。康莲英要求，
相关部门要围绕“发掘工程、研究工程、
传承工程”组织精干力量，加快制定方
案，确保近期完成总体框架。

（王梦 杨仁明）

巴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座谈会召开
康莲英主持

送去亲切关怀 共话脱贫攻坚
罗冬灵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7月4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罗冬灵进村入户，深入达州经开区、达川
区、通川区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为
老党员、贫困离任村干部带去党的关怀。

在经开区幺塘乡中河村，罗冬灵详
细询问离任村干部黄春龙的身体情况、
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在86岁的老党员杨
学帆家中，罗冬灵拉着老人的手，叮嘱
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其扶
贫联系点达川区马家镇肖家村，罗冬灵
走进老党员、老干部的家中，与他们亲

切交谈，关心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共
话村上的脱贫攻坚，老人们纷纷表示，
现在党的政策好、党的干部好。

罗冬灵指出，老党员、老干部为党
的事业和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是
我们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关
心老党员、老干部的身体、生活情况，多
听取他们对党的政策执行、基层工作开
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党
的温暖。 （唐平川 本报记者 魏华）

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城拔寨、攻坚
冲刺阶段。实现15.2万贫困人口脱
贫、308个贫困村退出、通川区整体
摘帽，达州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比去
年更重、难度更大，必须迎难而上，负
重前行。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是市
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我
们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抓实抓好脱贫攻坚工作，以实实在在
的成效兑现承诺，取信于民。”今年2
月8日，市委书记包惠在市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语气铿锵。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达州不落
一户一人。对国贫县万源的脱贫攻坚
工作，包惠十分关注。今年4月15日，
包惠利用周末时间，到万源最偏远的
乡镇，进最贫苦的农家，专题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她指出，要把产业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以大产业带动大发展，
以大发展促进大脱贫，让困难群众早
日脱贫奔康，过上幸福生活。

按计划，通川区今年将率先整体
摘帽，压力不容小觑。今年2月15日，
包惠深入通川区部分重点乡镇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她强调，脱贫攻坚不
但要脱贫，还要让群众可持续增收致
富，最终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越
过越好。通川区要盯紧“整体摘帽”目
标任务，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硬仗。

……
作为全省贫困人口最多、脱贫难

度最大的市州之一，革命老区达州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坚持用脱
贫攻坚统揽“三农”工作和县域发展
全局，发挥党政、社会、企业等各方作
用，坚决有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工
作，超常谋划，超常付出，探索出了一
条符合达州实际的脱贫攻坚路子。

始终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正确方
向。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期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
始终用“同步全面小康”这一目标凝
聚全市力量，引导全市上下深入践行

“脱贫攻坚不落一户一人”、“扶贫开
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全面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好”等扶贫要
求，确保了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始终坚持精准方略，下“绣花”功
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严格落实“六
个精准”，率先提出“六个一批”，精准
发力补齐全面小康最“短板”；加强贫
困人口脱贫、贫困村退出管理，推动

“六有”数据系统和国家扶贫信息子
系统数据一致、对象一致；创新推行

“5+1”帮扶机制，择优选派第一书
记、驻村干部、农技员、法律顾问等
6000余人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实现
帮扶全覆盖。

始终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薄弱环
节攻坚突破。对照“两不愁、三保障”
和“四个好”要求，大力实施基础、产
业、民生“三大攻坚战”，制定并落实
超常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八条措施，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始终注重协调各方，构建全社会
参与脱贫攻坚大格局。积极动员
1223个部门（单位）、企业帮扶828个
贫困村；大力开展感恩奋进教育，引
导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不等不靠、用勤

劳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全社会关
心、参与脱贫攻坚的氛围更加浓厚。

始终严格压实责任，逗硬督导考
核确保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建立落实
了脱贫攻坚党政“一把手”双组长制，
市县乡村层层立下“军令状”；市级领
导带头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导调研，
推动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地落实。

在全市上下齐心协力、砥砺奋进
下，达州去年帮助12.77万贫困人口
脱贫、149个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从
2014年建档立卡的73.86万人下降到
36.1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3.5%下降
至7.28%。达州脱贫攻坚的做法和成
效，先后获得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省委
书记王东明的批示肯定，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等媒体相继报道。

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
剩下3年多时间，全市还有679个村
是贫困村，36.17万群众生活在贫困线
之下，且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市委书记包惠要求，各级各部门进
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
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
可持续的措施，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持续有力打好每一场脱贫战
役，让更多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让
更多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立足民
计民生，兑现庄严承诺，达州发起
2017年全面攻势，奋力夺取脱贫攻
坚新胜利。

图为市委书记包惠在开江永兴
镇柳家坪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 谭楚甲

兑现庄严承诺，达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市委书记包惠在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与全国全省同步
全面小康，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要发扬“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精神，抓实抓好脱贫攻坚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兑现承诺，取信于民

本报讯 近年来，万源市立足区
位条件，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打响打赢“交通大会战”。目前，该
市国省干线升级改造、农村公路硬化、
桥梁建设等众多项目齐头并进，各项
建设工程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挂图作
战、有序推进。

据了解，2016年，该市共争取交
通建设项目计划100个，补助到位资
金77138万元。随着襄渝铁路复线、包
茂高速公路相继贯通，国道210线、
347线，省道302线、101线、202线、
402线以及城万快速通道贯穿全境，
东区干道、国道210线改道、达陕高速
城区连接线全面建成，全市公路总里
程达到3218公里。

今年，省道202万源城区段环城
路和“万巴”高速公路相继开工，全市
道路交通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
时，该市通用机场建设纳入《川陕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规划》。通江达海的交通
布局，使万源成功融入达州、安康“1
小时经济圈”，西安、重庆“3小时经济
圈”，成都、武汉“5小时经济圈”，“内
联外畅”的交通路网撑起科学跨越的

“大动脉”，“一城一都一中心”建设正
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

（蒋德敏）

万源“内联外畅”通达路网
撑起科学跨越“大动脉”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脱贫

黄泥塝村位于开江县任市镇，
因其土质而得名，一直以来受地理
位置偏、自然禀赋差、交通不便等因
素影响，经济发展滞后，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现如今，香椿产业漫山
遍野，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
带富了百姓，还成为各地学习典范。

反复求索，香椿产业得青睐

土壤贫瘠、庄稼欠丰、收入低
下，一直是该村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了求生存，很多村民不得不背井
离乡外出打工。但不管走多远，都
难忘深深土地情怀，都未曾放弃过
在土里寻找“致富路”。

传统农作物行不通，那就尝试
其他种业。村民开初尝试种黄金药
材，利润高，土壤、气候也适宜，但没
有合作企业做支撑，经济基础薄弱
的农民无法承担动荡的市场价格，
以失败告终。后来又试种植花椒，

宜种宜管，但采摘成了无法克服的
难题，无疾而终。此路不通，另辟蹊
径，尝试发展养殖业。养过鸭喂过
猪，但均因高额的饲养成本和低廉
的利润空间而被放弃。

不断失败，决心从未动摇过

“初识香椿产业，是在2014
年的一次家族会上，”村支部书记
唐亮向我们介绍起了与香椿的相
识、相知，“听说发展香椿产业都
能发家致富，顿生好奇，随即到大
竹石河镇、二郎乡等地进行实地考
察，眼见为实，看到热火朝天的交
易市场和规模宏大的香椿种植就动
了心”。

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再次失败，
唐亮先是对香椿产业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论证，又请专家亲临现场勘察
指导，在确定各项指标均达标后，坚
定了推广香椿产业的决心。

先锋带头，干群种植热情高

“独木难成林”，只有规模化发
展才能产生集约效应，才能提高市
场竞争力。于是全体村民动员大会
开了起来，但效果很不理想，大家都
不“感冒”。

唐亮明白，反复的失败让大家
有了阴影，扫除阴影的方式只能靠
实实在在的收益。于是他又开始动
员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多次带着他
们到大竹学习参观，欲通过党员干
部的率先垂范，示范带动全村发展
香椿。

通过先锋带头，2015年底，310
亩的香椿示范园顺利落成。流转土
地的农户和部分贫困户优先享受到
了集体发展的好处，不参与户每劳
动一天就有60元务工收入，每斤近
20元的价格让人特别动心。

（下转第二版）

香椿“植”出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