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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渠时讯

本报讯 3月19日，宣汉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乡镇人大干部培训会，全县54个乡镇人大主席和人大
专干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该县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基层工委负责
人从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履职能力和工作抓手等方
面对乡镇人大干部进行了全面培训，让乡镇人大干部
既明确了新时期乡镇人大工作“干什么”，又掌握了基
层人大工作“怎么干”的方法和路径。通过此次培训，
进一步提升了该县乡镇人大干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
平。

据了解，宣汉县为加强基层人大工作，县人大常
委会专门成立了基层人大工作委员会，对乡镇人大工
作进行专门指导。同时，在54个乡镇设立代表联络室
的基础上，又在全县569个村（社区）设立了代表联络
站，实现乡、村两级人大代表联络平台全覆盖，解决了
代表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陈科）

本报讯 近日，达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
了假冒伪劣食品、药品集中销毁行动。

本次行动共销毁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共计86个品
种，案值20余万元。销毁行动采取焚烧和深埋的方式
进行，残渣做分解和填埋处理，将污染降到最低。

据悉，此次销毁的问题食品、药品主要是该区执
法人员在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中查扣没收的过期、无
中文标识、抽检不合格的涉案食品及过期失效药品、
罚没的假冒伪劣药品等。此次销毁行动，有效净化了
该区食品药品市场，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
全。

（特约记者 袁杰）

本报讯 近日，开江县依托国有林场组建成立了
开江县绿璞造林绿化有限公司，更好地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加快全县绿化步伐。

新组建的开江县绿璞造林绿化有限公司，采取国
有林场+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实行股权量
化，国有林场占51%，3个专业合作社占49%。公司每
年的收益按照各方股份比例进行分红。

目前，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国有林场
（政府）出资331万元，愉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石板
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普安镇琴琴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共出资169万元。

新组建的开江县绿璞造林绿化有限公司，将积极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植树造林，并发挥公司、专业合作
社的主体优势，有效推动林场改革、全面绿化、促农增
收。

（魏坤 朱洪瑭）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万源市人民法院结合辖区涉
诉信访工作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积极探索实施“网上
听民意、网下解民忧”的工作新举措，扎实做好涉诉信
访工作。

该院充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通过内外网
站，统一对外公开接受群众网上诉求，为涉诉信访群
众搭建便民利民惠民工作平台，减少群众越级上访事
件的发生。实行院长、庭长、员额法官现场接访制度，
实现线下信访有人引、咨询有人解答、查询有人帮、材
料有人接收、法官有人找，切实解决涉诉信访群众遇
到的实际困难。

据悉，自实施新举措以来，该院共受理网上信访
案件13件，化解7件，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降低了涉
诉信访的投诉成本。

（杨晓波 本报记者 闫军）

本报讯 近日，渠县农林局为结对帮扶贫困村
——报恩乡金竹村贫困群众送去价值1万余元的优质
柑橘树苗，助当地贫困群众脱贫。

为加快帮扶村产业发展，培育扶贫支柱产业，渠
县农林局深入当地调研和征求贫困村民意愿，结合全
县农林重点产业布局，决定在该村发展优质柑橘。此
次赠送的柑橘树苗，是农林局精心培育的品种，深受
广大种植户的喜欢。

在送去苗木的同时，该局还组织茶果专家为金竹
村贫困群众现场讲解、示范科学定植、肥水管理、病虫
防治、整形修剪、保花保果等实用丰产栽培技术，深受
干部群众的称赞。

（魏坤）

宣汉县
专题培训乡镇人大干部

达川区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食品药品

开江县
组建造林绿化公司

万源市人民法院
创新举措做好涉诉信访工作

渠县农林局
为帮扶村送苗木送技术

本报讯 竹乡春意浓，桃花盛
开放。阳春三月，在大竹县庙坝镇
秦王桃种植基地，桃花竞相吐蕊绽
放，恣肆成海，甚为壮观，构成了如

诗如画的春色美景，让前来观光踏
青的游人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3月22日下午，记者走进庙坝
镇寨峰村，粉红色花海中，随处可

见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游客，有的
是家人同行，有的是朋友组合，男
女老少，熙攘来往，他们或漫步闲
聊，或驻足留影，也有小孩在花丛
中嬉戏追逐，青年人不时地高歌与
呼喊，整个桃花源沉浸在一片欢乐
之中，耳际不时传来“这景色，太美
了！”的啧啧赞叹……而秦王桃种
植基地附近的七八家农家乐老板
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野葱炒老腊
肉、山药炖乌骨鸡、清明菜粑……

“最近赏花的人特别多，客人都是
提前预订，每天有四、五千块钱左
右的收入！”一农家乐老板满脸喜
悦地告诉记者。同样忙碌的还有
不少附近的村民，他们纷纷瞅住商

机把农副产品搬到路边来出售，有
从田边地角采摘的椿芽、清明菜、
折耳根以及自家的腊肉香肠、花
生、橙子等，游客返回时就大袋小
袋地捎回家。

据大竹县鹏程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朱鹏程
介绍，以“赏桃源春色�游画里乡
村”为主题的大竹庙坝第十届桃花
节已于3月21日开幕，活动将持续
到3月31日，包括观赏桃花、文艺
演出、美食购物以及垂钓、露营、野
外烧烤等活动内容。

据了解，近年来，大竹县把种
植秦王桃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
主导产业来抓，促进乡村旅游经济

和其他经济协调发展。迄今，该县
发展秦王桃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
惠及农户1万余户，秦王桃采摘期
亩平实现收入超过5000元，并已辐
射至本县的城西、竹阳等乡镇（街
道）以及达州经开区、宣汉县等地。
在2009年至2017年的每年“桃花
节”期间，吸纳了来自重庆、广安等
地游客30万人前来休闲观光，旅游
综合收入年均实现1000万元。预
计今年游客较往年增加10万人，旅
游综合收入可突破1200万元。仅
今年桃花节开幕式当天，就吸纳各
地游客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260万元。
（特约记者 王晓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 3月23日，在渠县
工业园区的不少企业里，机器轰
鸣，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全力
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客户的订单多、任务紧，春
节收假后我们就恢复了生产。”渠
县渠睿服饰负责人告诉记者，针
对服饰行业人力资源需求较大的
特点，渠县县委、县政府为此还组
织了人力资源招聘会，通过培训
上岗，保证了企业生产用工。

走进渠县贝森电器，机器轰鸣
的车间内，工人们有的忙着为变压

器绕线、打硅钢片，有的忙着安装、
测试……随着干式电力变压器等
系列节能型新产品的推出，该企业
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
该企业负责人说，今年一开年，公
司就接到了很多订单，产品供不应
求，处于聚单状态。

在德铭电子、乐仕达电子等
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也早
已开启紧张的上班模式，忙碌地
加快生产，为冲刺一季度“开门
红”而努力着。

新春过后，不少企业开足马

力生产的背后，透露出渠县加快
发展的强劲信心和良好势头。
据了解，2017年，渠县“一区四
园”入驻企业50家，西部国际服
饰产业城入驻企业13家，园区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186亿元，
完成税金2333万元。全县规上
工业企业达100户，规上工业总
产值达21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1%，成功创建“省级工
业强县示范县”。

（特约记者 杨东 赵辉
摄影报道）

“夜校培训”算不上新鲜玩意，
以往在各地都有不同形式存在。
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过
去很多培训尤其是针对农民的培
训都存在力量单薄、内容枯燥、方
式单一等问题，甚至流于形式：培
训谁靠上级指派，谁培训靠上级安
排，想学的没有机会，会讲的没有
讲台……

近年来，渠县在“农民夜校”工
作中，按照“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
培训什么”“什么工作重要，我们就
集中培训什么”“什么问题突出，我
们就重点解决什么”的理念，分层
分类开展针对性培训，在脱贫攻坚
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针对脱贫攻坚量大面宽程度
深的状况，渠县把“农民夜校”作为
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去谋划推
进。通过教学内容指导，教学方式
指引，教学结合示范，不仅发挥了

“农民夜校”主体作用，取得了良好
效果，还凝聚起了奋力冲刺、坚决

“摘帽”的强大合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实现乡

村振兴，必须提升广大农民的整体
素质。如何进一步发挥“农民夜
校”作用，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记者看来，必须区别学历教
育和非学历教育，通过广纳社会资
本；吸纳民间专家；购买社会服务
等方式，形成培训合力。

一言蔽之，就是要让农民学得
起劲，学了会用，学了有用，学了能
用！ □罗丹

记者点评

渠县“农民夜校”助力农民致富

大竹：桃花盛开迎八方宾客

本报讯 “要不是你们把
廉政课堂搬到我们家门口，我
们还不晓得办个宴席、跑个‘摩
的’也违纪，看来，纪律‘红线’
硬是踩不得……”3月20日上
午，大竹县石桥铺镇指挥村5组
老党员郑某安在收到并认真看
了《大竹县作风建设暨侵害群
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
型案例警示读本》后，由衷地道
出了心里话。

为让全县农村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思
想内涵，切实整治侵害群众利
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近
期，大竹县纪委、监委编印了
《大竹县作风建设暨侵害群众
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
案例警示读本》，由各乡镇（街
道）纪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牵
头，深入各村（社区）为广大农
村党员干部发放并详细解读，

切实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
线。

该《读本》分上下两册，收
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县纪检
监察系统查处的典型案例27
件，主要有信仰偏离立场移位、
为政不为失职污职、违规审批
胡乱作为、作风漂浮懒政怠政、
滥用权力收受贿赂、雁过拔毛
优亲厚友、顶风违纪借机敛财
等情形，并配以详细解读，内容
丰富生动，引导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以案为鉴、严守纪律，严格
履行岗位职责。

该县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平时农活较忙，县纪
委、监委能组织人员上门为大
家以案明纪释纪，更能让基层
党员群众知敬畏、明底线、守红
线，作一个党纪党规的明白人。

（陈雪梅 特约
记者 王晓林 摄影报道）

大竹编发《警示读本》
以案释纪“敲警钟” 渠县开足马力忙生产

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大竹县纪委干部发放《警示读本》

贝森电器工人正在组装机器

游客在桃花林里合影留念

（上接第一版）
脱贫攻坚关键靠产业，产业发

展关键在农民。就在万事俱备之
际，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却发现金
土村村民缺乏种植技能，种植陋习
根深蒂固，完成不了种植任务。村
支两委的干部和投资人一筹莫展，

“农民夜校”的成立刚好解决了这
个难题。2016年8月，渠县决定在
130个贫困村中成立“农民夜校”，
将农技知识、脱贫政策等送上门，
打通精准脱贫“最后一公里”。金
土村利用“农民夜校”这一平
台，找来技术员、技师、教授现
场授课，传授“蜂糖李”种植技
术，并设立“考试”门槛招募合
格的种植工人。

“社员同志们，请抓紧时间到
村委会办公室，今晚夜校8点开课
……”金土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每
周都会播放“农民夜校”的开课信
息。为了学会种植“蜂糖李”，到合
作社务工赚钱，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一听见喇叭响，丢下饭碗就往村委
会办公室跑，抢占教室前排听课。

通过几个月的培训，100多名
村民通过“考试”，成为了合作社的
产业工人，学会种植技术的村民还
辐射带动农户195户，其中58户贫
困户成功实现脱贫。

渠县是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
发重点县，在脱贫攻坚的大会战
中，“农民夜校”在突出抓好种养殖
传统实用技术、劳动力转移就业创
业、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乡
村旅游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纷纷

掌握了脱贫致富的技能，为2018
年决战“整县摘帽”培养了大量的
实用人才。

72岁老党员登台授课
群众“点菜”教学内容

3月的宕渠大地春意盎然，家
家户户忙着春耕育秧。22日，渠南
乡大山村第一书记邓强给72岁的
村民张智蓉打了一上午电话却没
有联系上，只得骑着摩托车跑到他
家的玉米地，请他晚上到村里的

“农民夜校”讲课。
张智蓉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在70岁的时候成为了渠县
“农民夜校”年龄最大的老师，“除
了鸡舍每天早、晚打扫两次，天气
热的时候还要割一点青草拌到包
谷面里作饲料……5组那几个，你
们莫摆龙门阵，过几天弄不懂又来
扭到我问，我不得说哈！”

除了年龄大，张智蓉讲课时脾
气更大。不过这都不妨碍他成为
大山村“农民夜校”师资库里的“王
牌教师”，因为讲的内容通俗易懂，
便于实际操作，群众不仅喜欢听他
讲，还热衷到他鸡舍现场学。

“鸡跟人一样，天气热就容易
病，买点风油精滴点在水里可以防
治……”虽说嘴上不饶人，但张智
蓉内心还是个热心人。“大山村党
员示范项目培训基地”的牌子就挂
在他家的鸡舍门口，自打当上“农
民夜校”教师，他不仅带动村里10
多名党员共同发展，更是手把手教
会了8户贫困群众学会了养殖，走
上了致富道路。

经过近两年的运行，渠县已探
索出“农民夜校+乡土人才、乡村基
地、产业主体”的培训模式，开展了
果蔬种植、畜禽养殖、创业就业等
多项专题培训。并从领导干部、硕
博人才、致富能人、道德模范、“土
专家”、“田秀才”等群体中遴选
3800余名优秀人才，组建起兼顾
理论与实践的“农民夜校师资
库”。全面推行教师备选授课制
度，群众根据自身实际需求，结合
当周课程计划自主选择授课教师
进行有针对地分层分类培训。每
堂课结束后，参学群众还要填写
《教学质量评估表》，对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教学态度进行“星级”评
价，而一些不受群众欢迎，敷衍授
课、没水平、无实效的夜校老师很
快被清理出了各级师资库。

“种养殖的门类那么多，不学
习永远不会有进步。”去年，张智蓉
特意去配了一幅600度的老光眼
镜，用他的话说，“站在讲台上我是
夜校的老师，坐在台下那就是求知
若渴的学生。”每逢“农民夜校”开
课，这个戴着老花眼镜的古稀老头
一次都不拉下，他家除了养着几百
只冠红、毛亮、肉紧的土鸡，种的柑
橘树也比别人的茂盛。

“农民夜校”开展电商培训
做强功能促进乡村振兴

“三板柑橘人人爱，足不出户
网上卖。”春节前，几辆快递车开到
了三板镇大雾村柑橘种植大户陈
平的果园，金灿灿的柑橘从树上摘
下，现场称重、打包、装车、运走

……令大雾村的柑橘种植户们大
开眼界，“咱种了一辈子柑橘，到老
了在‘农民夜校’学会电商销售！”

渠县是川东的农业大县，柑
橘、黄花等在市场上小有名气。过
去，人们肩挑背扛，不辞辛苦把柑
橘拉进城里零卖，收益一直不高。
这两年，县里利用“农民夜校”，为
贫困户和种养大户提供免费的电
商培训，帮助他们在网络上策划包
装、配图挂网，柑橘价格由市场散
卖每公斤1.8元，涨至每公斤近10
元，有效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

根据农民对电商的熟练程度，
“农民夜校”开展了初级、中级、高

级三个层次的培训，教导村民互联
网销售、摄影摄像、基础写作等知
识；按照黄花、柑橘、柠檬、花椒、核
桃和生猪的渠县"5+1"特色产业，
根据不同产品特性，从生产、加工、
包装、网销等各个环节分类实施针
对性培训。

2017年，渠县累计开展各类
电商培训210期，培训人次超过
7280人，共发展“农民夜校”电商
服务网点268个，全县电商交易总
额超过4.6亿元，其中农特产品交
易额2.77亿元。130个贫困村有
57个顺利“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12.1%降至4.41%。渠县“农民夜
校”电商中心被省委组织部评定
为“四川省农民夜校示范实践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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