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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下身子真扶贫

嘉禾乡雅化村是渠县130个贫困村
之一，位于嘉禾乡西南面，全村贫困户
126户365人。该村自然环境较差，土地
贫瘠，地上无厂，地下无矿，基础设施落
后，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发展滞后。

“我是党员，只要我心中时刻想着群
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面对这个穷
村，雅化村第一书记、党支部书记饶明全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干部)上任伊始，抓党
建、带队伍、促攻坚，定期组织开展“心怀
党恩、日行一善”为主题的“党员活动日”
活动，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脱贫”。走访
慰问贫困党员、老党员70余次，收到发展
建议10多条。开办农民夜校32期，培训
学员1000余人次。对村级道路硬化、易
地扶贫搬迁危房改建、产业布局、土地整
理等项目进行详细规划。经他多方协调，
四处“化缘”，争取到各种项目建设帮扶资
金共计100多万元、产业扶持资金20万
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39户117人，现已
完成搬迁入住17户56人。为嘉禾乡协
调省投土地整理项目，这个项目将使嘉禾
乡4个村受益。

现在，该村已发展香椿、蔬菜等产业
2000余亩，建立生猪、肉牛养殖基地2个，
产业带动贫困户92户232人，人均年增
收1500元以上；面对农民增收难题，饶明
全借助电商平台全力解决买卖难题。

新修道路16.8公里

山风轻拂，瓜果飘香，一条蜿蜒的水
泥路直通全村最偏远的5组贫困户丁荣
清的院坝。

今年58岁的村民熊运由指着这条路
说，“过去下雨天上下坡、过沟坎，有时都
要手脚并用。饶书记为了修路，协调田
地，开院坝会、田坎会近4个月，有时一天
要做几次工作，现在进出鞋不粘泥，我们

这路是饶书记用‘心’修出来的。”
1组村民叶乃红脸上写满幸福和笑

意，道路修到了家门口。他家今年种了
10多亩田地，建起了5个食用菌大棚，在
销售犯难时，饶明全找来收购商，同比往
年每斤多0.5元，多卖6000多元。

近年来，该村新修道路16.8公里，形
成“五环路”，道路畅通为机耕机收作业带
来有利条件，仅村民稻谷收割每年就比以
前节约40余万元。

村民疾苦记心上

“饶大哥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一定要
战胜病魔，好好生活！”7组贫困户赵如雪
结婚不到一年就患上尿毒症，每周都要到
县城医院进行透析治疗，高昂的医药费迫
使丈夫徐春林外出务工挣钱为其治病，生
活十分艰苦。

饶明全了解后，主动担任她家的帮扶
责任人，协调帮助办理大病医疗救助，并

通过“轻松筹”发动同事朋友为其捐款，为
其减轻生活负担。

“饶叔叔点亮了我心中的那盏灯！”驻
村后第2天，饶明全在入户调查时了解
到，5组贫困户周文芬和妻子况尔华手脚
都有残疾，家境贫寒导致女儿周玲玲辍学
在家。饶明全多方协调联系，通过努力，
周玲玲免费走进了渠县职专的大门。如
今，周玲玲选择了服装设计专业，成绩提
高很快。

唐文杰今年考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父亲重病开刀，饶明全联系学校善捐
2000元。开学期间，他还陪同唐文杰报
名，了解其学习、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具体
困难和问题。

每逢儿童节，饶明全都要组织庆祝活
动，为全村所有小朋友上体育公开课、组
织文艺表演，还出钱购买学习文具送给村
里的留守儿童。“学生就是雅化村的未来
和希望，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一刻也不能
放松。”饶明全说。

心中装着群众
——记渠县嘉禾乡雅化村第一书记饶明全

□蒲渠林 蒋莉蘋 摄影报道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脱贫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公安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达川区公安分居桥湾派出所结合辖
区实际，在该镇各街道路口、重点区
域安装无线传输监控系统，实现监控
全覆盖，有效增强辖区群众安全感，
提升群众满意度。

据了解，为最大化发挥视频监控
系统对公安工作的促进作用，此次共
在各街道路口安装了60个摄像头，做
到了24小时对辖区街面治安状况进
行监控，随时为民警了解辖区治安状

况、应急处突提供技术保障。同时，
为配合政府正在实施的电网改造工
程，避免街面线路凌乱，该套系统采
用无线传输技术，无需天上布线、挖
沟埋管、钉槽架线，安装方便不影响
环境美观。

目前，该系统的建成已成功破
获1起入室盗窃，处理各类纠纷10
余起，实现打防一体，对辖区易发
多发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效
震慑。

（申进柯）

桥湾完成无线视频
监控系统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一场培训课在中
蓝公司办公区进行，10多名通川区蒲
家镇八口村村民围坐在一起，认真听
取专家关于现代农业知识方面的授
课。每个月为当地村民开展一次技
术培训，是四川中蓝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经过充分
调研而制定的扶贫举措。

一年多来，中蓝公司充分发挥自
身在现代农业方面的智力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通过组织专
家开展技术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培训模式，提高村民的实际应
用技能，帮助村民增产增收致富。蒲
家镇八口村村民程从桂说，“这一年
多，蓝莓园的专家给我们上了很多堂
课，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收入也提
高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在做好技术培训的同时，中蓝公
司还充分结合公司发展需求，为当地
老百姓及周边村民提供大量就业岗
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共解决贫
困人口务工140余人，每年增加农民
务工收入22.5万元。

中蓝公司2016年入驻蒲家镇秦
巴植物博览园，倾力打造蓝莓主题公
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了带动当
地农民脱贫致富、就业增收，中蓝公
司与当地贫困户、村民成立了蓝莓种
植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的模式形成利益联动机
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助
合作关系，直接带动蒲家镇八口村69
户贫困户，辐射带动乐云村、画眉村
43户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本报记者 孟静）

中蓝农业公司
扶贫先扶智

本报讯 宣汉县黄金镇斑竹
村在该县扶贫移民局和交通运输
局、水利局、进修校等的大力帮扶
下，2016年整村脱贫，村民真真
切切过上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
日子，形成好风气，养成好习惯”
的幸福生活。2017年2月，该村
被评为达州市市级“四好村”。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2016年
该村新建硬化村组道路13.5公
里；水渠整治6.6公里，修建人畜
饮水工程两处，整治微水塘1口，
山坪塘3口；新建村卫生室、文化
室、村淘网店各一个；新建垃圾处
理池3个。2017年完成了加宽
4.7公里、新修 3.46公里及 571
米、370米的道路硬化，进一步方
便了山上村民的出行。

在产业发展上，村支两委创
新将集体经济与私人合作社联
姻，入股永会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利用26万元抓点示范资金，
多次与永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协
商，达成村集体成功入股。结合
15户贫困户扶贫周转资金1户1
万元共计15万元，1个党员示范
工程1.28万元，合计42.28万元，
以5:5合资入股永会专业合作
社，共同发展种植园和养殖园经
济，惠及村民 100余户 400余
人。2017年，梨树进入盛产期，
光梨树一项，就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3万多元。投入74万元引进

万源优良核桃品种，种植薄皮核
桃树苗，栽种面积达1400亩，惠
及全村868户3550人。

在居住上，2016年全村完成
了36户D级村民住房改造，耗资
60万元。完成异地搬迁24户87
人，人均补足2.5万元，投资200
多万元。

该村以前水渠不通，靠天种
植，全村水稻田总面积不到450
亩，抛荒就达200亩。堰塘、水渠
修好后，该村完全摆脱了靠天等
水的日子，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300多亩。

路修好了，房屋改造了，饮水
解决了，村里在外工作的，人心思
归了。严维当兵退伍在达城发
展，主动回家成立了严家专业养
殖合作社，养起了跑山猪。

2016年下半年，宣汉县进修
校为该村配了电脑、打印机等现
代化办公设备，让斑竹村跟上了
信息化时代的步伐。

（本报记者 覃鹏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我市把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列为“一把手工程”，举全系统之力，
异地住院报账开启“网跑”模式，门诊
特殊疾病结算实现“全省漫游”，个人
账户开辟“快速通道”，群众满意度不
断提高。截至目前，共结算总费用
11909万元，基金支付8407万元。

制度先行，规范登记备案程序。
异地就医执行“参保地待遇、就医地
结算、就医地监管”规定，由于国家平
台、省级平台、本地平台分属不同系
统，为保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必须
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为规范程
序，我市印发了异地就医管理暂行办
法，设置了长期异地、临时异地、转诊
转院、自主异地四种情形，手续简单，
即来即办。截至目前，我市已办理异
地就医登记备案32544人次。

技术支撑，直接结算顺畅进行。
升级改造全市医保信息系统，确保医
保制度、待遇标准、工作流程全面统
一。按照医保药品、诊疗项目、服务
设施、病种目录、机构编码和人员信
息精细化、全面化、格式化要求，组织
抽调30余人，突击奋战3个月，对码
信息量30多万条，确保各类数据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唯一。按照“急用
优先”原则，开设社会保障卡发卡绿
色通道，医保经办机构现场制卡发
卡。

资金保障，结算清算持续进行。
异地就医实行“周转金”制度，达州在
省级平台长期留存备用金 1700万
元，异地就医费用中应由基金支付的
费用由就医地医院垫付，按月结算按
年清算。
（胡开渊 康合兴 本报记者 孟静）

脱贫帮扶
让斑竹村走上了幸福路

走进“四好村”

达州市委农工委
达 州 日 报 社

主
办

我市全面推进异地就医
●已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32544人次
●共结算总费用11909万元，基金支付8407万元

帮村民秋收

为了保护人民安全，守护达州
平安，达州公安一直在努力。

建设幸福美丽平安达州，达州
公安需要您的参与。

收到 10630110+12位数短

信，请您及时回复；
收到028-65012340电话，请

您耐心接听，给予客观公正评价。
有 意 见 建 议 ，欢 迎 拨 打

0818-3110110达州公安服务热

线；
有投诉举报，欢迎拨打12389

达州公安受理专线。
您的肯定将使我们更加努力

奋斗，维护社会安宁。

达州公安
为您护航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让历史的光芒照耀今天
（紧接第一版）鲁迅先生也曾写道：“杜
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
们堆里似的。”杜甫的诗作名篇和家国情
怀，几乎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
因里。

诗圣杜甫，杜甫草堂最鲜明的文化符
号，也是研究杜甫诗歌、传扬诗歌文化、传
承诗教体系最重要的媒介。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馆长刘洪介绍，如今的杜甫草堂兼
具文物保护、诗歌文化收藏研究、杜甫诗
歌研究、传统诗歌教育、文创产品开发等
多项功能。人们因热爱杜甫热爱诗歌汇聚
杜甫草堂，草堂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块碑
刻、每一处景致，都是诗文化的载体，因为
负载诗文化而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魅力，
装点更多当代人的诗意生活。

“历史文化名人是一笔财富”。四川省
作协副主席梁平说。作为一名诗人，他每
月都会来到杜甫草堂，努力接近一位伟大
诗人的心灵之峰。

这不只是四川诗人的文化自觉。就在
今年9月，32个国家共38位世界级诗人
以及国内50余位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
翻译家云集“2017首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全世界的诗人在杜甫草堂吟咏诗句，
感受这个“诗歌与光明永现的地方”。《草
堂》诗刊创办，罗江诗歌节、乡村诗歌节花
开各地，诗歌走进社区、街道、学校……在
四川，杜甫这个文化符号不断被擦亮被活
化，因为文化的激活，城市也成了诗意的
栖息之地。

“名人是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以名
人为抓手传承传习传播传统文化，也是符
合传播规律的做法。”四川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领导小组成员陈华说，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把握导向、立足学
术、着眼传承，深入挖掘四川历史名人思
想文化资源及其当代价值，不断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和当代表现形式，是“创新工
程”的总体要求。

文化资源激活惠民
涵养四川人民的精神家园

“锦江玉带蜿蜒长，金牛古道络绎商。
武侯名祠千秋对，青羊草堂文道昌。”这是
成都草堂小学三年级五班学生张轩铭的
诗作。在杜甫草堂的仰止堂，像张轩铭一
样，许多00后因为“草堂一课”爱上了传
统文化。

从2012年开始，杜甫草堂面向青少
年推出博物馆社教项目“草堂一课”，这是
诗词、礼仪、书法、插花的课堂，也是孩子、
老师、家长共同的课堂。截至目前，两大系
列、七大板块、30多门的“草堂一课”，参
与学生达数万人次，惠及数十万市民群
众。

社区美术馆也成了城市课堂。距离熙
熙攘攘的宽窄巷子不过百步，是四川省非
遗保护中心与宽窄巷子社区合办的“巴蜀
工匠——非遗与时尚体验展”。蜀绣、刘氏
竹编、银花丝、藏羌挑花刺绣、成都漆艺，5
个最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近千件展品，
与成都市民和来往游客面对面交流，年轻
人是最热忱的观众。非遗大师讲解示范制
作流程，观众亲身动手体验，在这里，非遗
不再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而成了活态的文
化载体，成为当代人感受文化的方式。

成都博物馆则通过一个个特色展览，
聚集起一大批忠实粉丝。从去年底到今年
4月，全国28个省的精品文物汇聚《丝路
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
绸之路文物特展》，其间还举办了22场由
樊锦诗、齐东方等全国知名专家主讲的讲
座。琳琅满目的国宝、水泄不通的观众群，
让这一展览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文
化事件。

“观众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最广大的
力量。博物馆人，如同文物与公众、历
史与今天的桥梁。活态的传承、生动的
故事，就是观众与历史对话的方式。”成
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说，《丝路之魂》展
览参观次数最多的观众是一位成都市
民，前后参观了8次，“绝大部分观众是

80后、90后，他们是博物馆的明天，也是
文化传承的主力”。

毗邻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沙小学，将
金沙文化纳入教学体系，对金沙文化的自
觉传承持续了十几年。金沙遗址博物馆馆
长王毅参加了金沙小学的“开学第一课”，
他深有感触地说：“做遗址发掘数十年，我
一直在寻找让传统文化与今天生活连接
的方式。孩子们对金沙文化的兴趣，给了
我极大的信心。”

中秋前夕，“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
季”面向公众开张，第一期就是讲述苏东
坡的故事。祝勇、阿来、梁平三位作家，在
娓娓道来中，与公众一起体验苏东坡、问
道苏东坡、结伴苏东坡。这场活动，仅网络
直播就吸引了数十万的关注量。

在四川，全社会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
的校园。据统计，四川省第一、二批实行错
时延时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在相关
时间段内日均增加服务100人次左右。其
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今年8月的延时
开放中，共接待观众约13500人次，日均
达435人次。错时延时开放已经写进《四
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纳入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服务业、民生工
程等项目予以补助，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
务单位预算。全省21个市州和183个县
市区将分别确定一个试点单位，启动错时
延时服务工作。

行走在四川，你能切实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传承创新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肩
头的责任、心中的使命。他们深知传承创
新的辩证法：传承不是全盘复制，创新不
是无源之水；在创新中激活再造传统，在
传承中为今天汲取能量。

行走在四川，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不
同角落与传统文化相遇，与文化名人相
遇。你能切实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名
人从历史深处走来，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走
进他们浩瀚无边的精神世界，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就从这鲜活的生命个体、沸腾的民
众生活中升腾起来。这就是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的“四川故事”。故事，仍在继续。

（转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