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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3 个世
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将今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水是
生命之源，水是粮食之本。不让任何
人掉队。”世界粮食日所在周是全国
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践行大食
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

在 10月 16日上午举行的“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四川主题采访情
况介绍会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徐芝文表示，近年来，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四川省第一产业增加值长年保

持全国第二，粮食产量连续 3年保
持 700亿斤以上，成功创建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17个、数量全国第
二。
据介绍，为打造更高水平“天府

粮仓”，四川省努力打造立足四川、
面向西南的粮食高产丰产样板区，
全力确保“天府粮仓”真装粮、多装
粮、装好粮。四川在都江堰灌区、蓬
安县实施全国首批整区域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试点，同步推进 2市、10
县、100片省级示范，今年按新标准
建成近 500万亩。围绕在全国率先

突破丘陵山地“无机可用、有机难
用”制约瓶颈，四川集中攻克技术难
题，建成全程机械化先行县 10个、
先导区 31个，近三年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了 6个百分
点，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实现
天府粮仓丰产高产，四川在 90个粮
食主产县每县建设 1个万亩高产示
范区，新打造“吨粮田”千亩示范片
40个，带动全省粮食亩均增产 8公
斤以上。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

粮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非一

肘之力、一时之功。”徐芝文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在粮食高产丰产
上发力，坚持稳播面、提单产、强
科技，力争到 2025 年、2030 年全
省粮食产量分别达 730 亿斤和
750 亿斤；在补齐农机装备短板上
发力，力争到 2030 年丘陵山区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 15
个百分点、达到 65%；在促进农业
产业全链条升级上发力，用三年
时间建成国省市现代农业园区
1000 个、国省级现代产业集群 30
个以上。

近日，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锦城社区天府之
家广场热闹非凡，活力锦城·2023趣味运动会火
热开启，居民以运动方式共享大运成果，展现“大
运成都”的万千气象。此次活动吸引辖区居民 400
余人参加。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锦城社区主办，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后大运时代”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总体部署，围绕展示公园城
市形象为主旨组织户外运动，发挥体育在培养健
身意识、增进邻里交流、打造社区品牌、创建宜居
社区、助力社区和谐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功能。

活动现场，体育项目闯关区人头攒动，由运动
与健身项目演变而来的更为简单日常、更易操作
的体育游戏体验，例如巨型投篮、飞盘和投壶等，
随到随玩，既可锻炼身体又可娱乐放松，引来不少
居民前来体验运动的魅力。趣味风尚集市里，居民
手握体育项目通关券，伴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纸网
捞鱼、自调饮料、套圈游戏……带动家门口的烟火
风潮。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为纽
带，以趣味运动为载体，促进了居民群众之间的交
流，增强了凝聚力，加深了邻里情。

在运动项目和游园集市的渲染下，“体育潮流
运动”“风尚集市”串联起了运动、广场、音乐、轻
食、潮流等多种元素，给居民带来一场愉快的城市
聚会。
“今天的活动老少皆宜，带着妈妈和孩子一起

来参加的，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这种游戏互动机
会，希望社区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参加活动的
张女士这样说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大运文化和体
育竞技的趣味融合与巧妙碰撞，不仅丰富了广大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点燃了大家积极参与社区
活动的热情，还增加了亲子交流、邻里交流，促进
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动，推动全民健身在
社区形成良好氛围。

（图由石羊街道办提供）

中秋国庆双假过后，寒露应时
而至，又到了油茶果采摘的时节。10
月 12日早上，天刚蒙蒙亮，在宜宾
市南溪区汪家镇白果村，昔日的荒
山、今日的油茶林里已经热闹了起
来。南溪区良友种养殖专合社负责
人邹庆阳、廖宇夫妻二人，同工人们
一起，穿着围裙，背着背篓，正手脚
麻利地采摘油茶果。

工人们一边忙碌一边拉着家
常，这边山上呼喊，那边山上应答，
漫山遍野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记者看到，成熟的油茶果果
皮光亮，色泽微红，挂在枝头就像
一个个小苹果，十分惹人喜爱。偶
有爆开的油茶果，露出里面乌黑
的油茶籽，看上去颗粒饱满，油脂
充足。

“一般过了寒露，就要及时采
摘油茶果。如果摘迟了，成熟的茶果
就会自然爆开，里面的茶籽就会掉
在地上，捡起来就麻烦了。”廖宇一
边采摘，一边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
绍制作山茶油的各项工序。“采摘回
去以后，还要经过晾晒、去壳、烘焙
等工序，最后才进行榨油。一斤干茶
籽最多可以出 3两毛油。”

据廖宇介绍，南溪区良友种养

殖专合社共种植油茶树 1200多亩，
年产量约 19万斤，眼下正是油茶果
采摘的关键期，专合社每日需几十
名工人帮忙采摘，给附近村民提供
了就业增收的岗位。

白果村村民姚本秀是专合社
聘请的工人之一，她采摘油茶果的
动作十分娴熟，即便是背着背篓行
走在陡峭的山坡上，依然又快又
稳。靠着这门“手艺”，她长期在专
合社干活，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让
她十分满意。她笑着告诉记者：“现
在在这里一天能挣 80 块钱，比以
前可好多了，做满班一个月就有
2400块。”
据廖宇介绍，油茶果浑身是宝，

榨出的山茶油既可食用也可药用，
市场售价每斤可达 100—150元；茶
枯可作为有机肥使用，还可以加工
提炼制成洗发水和洗涤用品，因此，
种植油茶树经济效益可观，发展前
景十分不错。

在专合社的带动下，附近 100
多户村民也相继开始种植油茶。工
人邹益和是最早一批加入专合社种
植油茶的村民之一，对于油茶种植
他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说起来头头是道。“种油茶树虽然周

期比较长，5年到 8年才初步投产，
但是只要做好管理、施肥这些工作，
投产 80年到 120年都不是问题，主
要它经济效益好，大家都很愿意
种。”邹益和告诉记者，年轻时他外
出务工做手艺活，如今年纪大了，返
回家乡一边种油茶树，一边在专合
社务工赚取工资，也方便照看孙子，
他觉得十分不错。

“种得多的农户一年收入有 3
万多元，少的也有几千元。”廖宇告
诉记者，目前全村油茶种植已达到
3000多亩。昔日的一座座荒山，已
变身成为郁郁葱葱的油茶林；曾经
漫山遍野的灰败野草，今日挂满了
色泽诱人的油茶果，蒸蒸日上的油
茶产业让白果村的绿水青山真正变
作了金山银山。

德阳探索“1+6+N”模式
夯实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近日，为持续深化知识产权
普及教育，四川德阳市知识产权
局与德阳市委党校联合开展乡科
级干部知识产权实践教育活动，
组织学员们先后参观了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平台、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剑南春酒史博物馆以及绵
竹年画村实践基地。本次活动获
得各方的高度认可，“1+6+N”教
育模式初见成效。
“1+6+N”依托“中心平台”，

打好机制牌。以公共服务平台为
核心，打造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中
心平台，建成四川省青少年知识
产权普及教育（德阳）基地，教育
活动长抓常新；建成“德阳市领导
干部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干部培
训全面覆盖；建成民营企业家知
识产权培训基地，学习场景立体
生动；建成四川省“知识产权+蓉
欧班列”德阳基地，涉外培训持续
强化。
“1+6+N”聚合“示范场景”，

打好服务牌。结合中国装备科技
城建设，立足德阳高端装备制造
优势，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聚焦 6个知识产权示范
场景，作为平台普及教育功能区
和产业发展示范区，实施知识产
权保护和管理，提高企业的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和企业来参与产业发展，
构建平台对外功能辐射的主干。
“1+6+N”吸附“卫星站点”，

打好优势牌。围绕 1个中心和 6
个示范场景，吸纳 N个各具特色
的示范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质量；联合地标保护示
范区、非遗基地等，共同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通过构建松紧有度
的管理、服务和教育体系，充分发
挥各类示范场景的优势，实现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巩固品牌建
设成果，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能。

德阳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作为“1+6+N”模式的一
次成功实践，本次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下一步，将凝心聚力持续完
善知识产权培训工作机制，为德
阳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开拓新
局面。

（德阳市知识产权局供图）

□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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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府粮仓”：

真装粮、多装粮、装好粮
□本报记者胡斌

10月 15日，鸟瞰广安市兴建在月湖邻里公园的城市驿站。
广安市立足城市功能和品质提升，以“空间布局更优化、功能配置更完备、环境氛围更温馨、活动载体更丰富、服务供给更贴心”为目

标，在主城区居民密集、流动人员较多的公园、广场，兴建母婴室、咖啡吧、书吧、便民区、儿童游乐室、超市、管理用房、书画室、健身室、围棋
娱乐区、储物柜等设施设备齐备的城市驿站，给市民提供城市一体化便民服务，让市民在享受温馨服务的同时，体验到家的感觉。目前，该
市已建成投用月湖邻里、思源大道、华冠城广场等 6个城市驿站。 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城
市
驿
站
﹃
温
暖
小
家
﹄

宜宾南溪：
荒山结出油果果 村民捧起“金钵钵”

□李梅本报记者庞贵唐 文 /图

关注世界粮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