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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雁归天府 创赢未
来”为主题的四川省 2023 年农民
工和企业家返乡入乡创业项目推
介暨创业成果交流活动在成都举
行。

活动现场，3 个优质项目进行
了现场推介，举办了 2022 年“蜀创
优品”四川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果线
上展销活动颁奖仪式，10 个获奖
项目在创业成果交流区进行了展
示宣传、交流互动。

活动中，川籍企业家代表围
绕个人经历、创业体会、返乡感受
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号召在外
川籍农民工及企业家抓住机会、
懂得感恩、把握趋势，带着项目、
技术、资金返乡创业、投资兴业。
优秀返乡创业农民工代表现场发
布《返乡创业倡议书》，呼吁大家
共同携手，支持家乡、反哺家乡，
争当返乡创业的“排头兵”，争当
建设四川的“主力军”，争当美丽

四川的“代言人”，在谋求新发展
的同时，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7 个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
代表上台，共同浇灌四川省返乡
入乡“创业长青树”，共同展望这
棵象征着四川省农民工和企业家
返乡入乡创业的长青之树，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在农民工
工作者的呵护下、在农民工和企
业家的精心浇灌下茁壮成长、枝
繁叶茂、硕果累累。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在“雁归
天府 创赢未来”系列活动带动
下，他们将传播好乡音乡情，积极
推介四川、投资四川，为家乡发展、
乡村振兴尽一己之力。

近年来，四川省通过高质量建
成农民工博物馆、高标准打造农民
工信息服务平台、高效率推进农民
工服务体系标准化和农民工综合
服务站建设，农民工服务保障常态
化精准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广元市朝天区：
创新五大机制

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
要基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重要力量。”近年来，广元市朝天
区始终将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创新
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一站式’
服务、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政商
‘面对面’恳谈、营商环境问题响
应处置、营商环境‘背靠背’评议”
五大机制，大力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全力护航民营企业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

建立企业全生命周期“一站
式”服务机制。聚焦企业关切的
高频事项、重点环节，在区政务服
务大厅设立“一中心四专区”（即
“帮带帮办”服务中心、企业开办
专区、生产建设专区、政策兑现专
区、企业维权服务专区），为企业
全生命周期提供清晰的办事指引
和集成化“一站式”的办事服务，
解决企业办事“来回跑”“多头跑”
“流程多”“时限长”等问题。

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
制。围绕项目“谋划储备、招商落
地、加快建设、竣工投产”等环节，
遵循“全流程服务、全链条衔接、
全周期考核”原则，进一步明确服
务民营企业的责任主体逐步细化
分工，系统性抓好项目管理，推动
服务提效、项目提速、发展提质。

建立政商“面对面”恳谈机
制。为进一步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搭
建“1+X”服务平台（“1”指政商

“面对面”恳谈会；“X”指根据部
门工作职责、服务职能组建的专
业性服务平台，重点为企业提供
银证企保融资、科技兴村在线服
务、招工用工服务）。严格做好问
题收集研判、面对面恳谈、意见跟
进办理、督查跟踪问效四个环节，
形成问题收集—亲清恳谈—各线
办理—跟踪评价的闭环落实模
式。

建立营商环境问题响应处
置机制。成立朝天区营商环境投
诉举报中心，对各类市场主体关
于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问题诉
求及意见建议等实行“一窗受
理”，明确职能职责、受理范围和
受理渠道，建立区营商环境问题
相应处置工作专班，按照统一受
理、统一响应、统一督办、统一反
馈工作流程进行办理，确保办理
质效。

建立营商环境“背靠背”评
议机制。聚焦市场主体和办事群
众的满意度，建立由“四上”企
业、中小微市场主体、办事群众、
营商环境监督员、“两代表一委
员”、新闻媒体（记者）代表组成
的评价主体样本库，采取“集中
评价+实时评价”的方式，每 3个
月对 38 个区级部门和 12 个乡
镇在政策落实、服务质效、解决
问题等方面情况进行直接评价，
将每次评价结果作为相关部门
营商环境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和
年度专项评先奖励依据。

□张辉本报记者魏彪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
石。近年来，绵竹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以“四书止纷”工作法为抓手，积极创新制
度、健全机制，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效能和基层
治理水平，丰富“枫桥经验”的内涵，为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九龙镇棚花村，村民邓清荣有一栋闲
置多年、面积 300多平方米的农房。他想通过
农房使用权流转交易变现，但是流转涉及的
房屋资质、产权债务、使用范围等一系列问题
却困扰着买卖双方。

针对违法违规买卖宅基地导致的矛盾纠
纷多发问题，九龙镇推出了“四书止纷”工作
法。棚花村村委会把农房使用权流转交易双
方请到村委会，召集农交所、公证处、司法所
等单位工作人员和律师开展现场法律服务，
交易双方签订了《闲置农房使用权流转标准
合同书》《律师法律审查意见及见证书》《公证
书》《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鉴证书》。有了“四书”
作保障，邓清荣再也不用“望房兴叹”。

棚花村村民袁大爷去世后，家中农房闲
置，他的妻子和儿子打算将房屋变卖。来自省
外的王先生想要在绵竹沿山购房定居，在得
知小袁有意卖房后，两家人一拍即合，希望尽
快达成买卖《协议》。但农村房屋是以户为单
位，户主袁大爷去世，应办理相关手续。如果
直接签订合同，双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王
先生对此犹豫不决。了解到交易双方的顾虑
后，棚花村采用“四书止纷”工作法，及时为双
方办理了合法手续，避免了不良后果发生。
“四书模式”以法律视野规范农房使用权

流转程序和资料为要件，提前规避可能产生
的各类纠纷风险，使大量不合法、不合规的现
象被及早发现，通过辅导引入法治正轨，更能
做好各种不良情况的预判预测，减少矛盾纠
纷发生，以促进农村闲置农房良性流转，保障
各方合法权益。

在“四书止纷”工作法的推动下，棚花村
沉睡的闲置农房“活”了起来，流转业主对闲
置房屋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后的房屋成为棚
花村民宿产业发展的一个亮点。近年来，九龙
镇闲置农房使用权流转交易有关诉讼、治安
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实现了“三个零发生”。
“四书止纷”工作法是绵竹市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缩影。今年，在九龙
镇打造了“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平台，探索
推广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
链条解决”特色工作经验，不断激活农村基层
治理“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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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韵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畅通“归雁”创业路
“新农人”成“兴农人”
前三季度四川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总产值新增 116.2亿元

□本报记者赵蝶

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区巡护员梁春平：

一定要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人手上

为进一步检验干部职工的消防技术水
平，强化应急处突能力，11月 1日，万源市图
书馆联合天马山社区、紫瑞苑物业、龙源电
力、紫瑞苑业委会和紫瑞苑业主等联合开展
“消防实战技能大比武”活动。

本次“消防实战技能大比武”活动，来自
辖区及单位的 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项目包
括：灭火器操作、消防水带抛接练、水带撞物
和搬水。过程中，指挥员指挥有条不紊、沉着
应对，参赛选手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奋勇争
先。参赛选手按实战要求严谨操作、配合默
契、技术娴熟、奋力灭火，营造出了“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

通过此次消防实战技能比武活动，全面
提升了辖区火灾自防自救能力和居民消防
安全意识，也为冬季平安社区建设提供了有
力保障。

张永国文 /图

万源市图书馆
开展“消防实战技能大比武”活动

新手巡护员———
克服“知识 +实践”双重困难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只能识别
一些简单常见的野生动植物。”作为
“新手巡护员”的梁春平意识到，“在
山里玩”和“在山里巡护”有着天壤
之别。但梁春平没有打退堂鼓，而是
燃起了一股学习探索的“熊熊烈
火”。

参加培训、阅读书籍、系统学习
……梁春平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的知
识体系。与此同时，由于王朗自然保
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调研，
这也为梁春平提供了宝贵而难得的
学习机会。

度过“新手期”的梁春平面对巡
护工作时，不再像起初那样局促和
慌张，也更加理解了蕴藏在“巡护
员”这份工作中的特殊意义与责任。

为了丰富物种监测内容，2006
年，王朗自然保护区将“两栖爬行类

动物”纳入了监测范围。已经在巡护
员行列中“摸爬滚打”近 10年的梁
春平在得知消息后，不仅第一时间
报名前往成都生物研究所进行系统
学习，还将新研究方向定为“两栖爬
行类动物监测”。

如今，梁春平已然成为了王朗
“两栖爬行类动物”的本土“专家”，
先后参与王朗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
与科研合作项目几十个，对王朗自
然保护区“两栖爬行类动物”监测持
续至今，已长达 17年。如今，王朗自
然保护区内两栖爬行类动物的监测
种类已经达到了 8类。

遇见大熊猫———
在生死一线穿梭

野生大熊猫、羚牛、野猪、亚洲
黑熊……一线巡护员的每一天都存
在着“未知”，遇见野生动物，不仅有
喜悦和激动，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
的安全风险。
“下山时走在路上，突然，左边

竹林中传出‘哼哧哼哧’的呼吸声，
一转过头，一只鼻子还冒着热气的
野生大熊猫朝着我们就过来了。本
能反应就是‘往前跑，往下冲’，发现
大熊猫没继续追后，大家才放慢脚
步。”回想起发生在 2016年 12月的
惊险一幕，梁春平一边激动地说着，
一边扬起手模仿着当时的动作。
“野生大熊猫其实是标准的野

兽，它的咬合能力很强。当时就只想
跑，现在也有后怕。”梁春平到现在
仍心有余悸。

攀爬高山、穿越峡谷、直面猛兽
……无数次暴露在生死一线的梁春
平却依旧坚定。“现在遇到野生动物
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基本每次巡山
都会遇见，这意味着王朗的生态越
来越好。”谈到这里，梁春平的眼里
神采有加，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解锁新身份———
平武县首批自然教育讲师

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

从晨暮走到春秋，从二十岁小伙子
走到年近五旬“老大叔”……26年，
32297公顷巡护面积，梁春平追随
着一个个野生动物的足迹，踏遍了
超过 90%的巡护面积。

如今，梁春平又踏上了新征
程———“自然教育之路”。
“王朗原始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开展自
然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基础。”已成
为“平武县首批自然教育讲师”的梁
春平说道。
“自然教育，不仅能让更多青

少年认识自然、走进自然，还能让
更多人了解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深刻含义。”梁春平说，“守
护自然是我们这代人的重任，但
‘接力棒’终将交给下一代人。未
来，属于青年人。”

窗外的细雨还没停，穿着一身
浅绿色迷彩服的梁春平起身，带着
写满自然教育知识的笔记本走向了
和他一样挑战“新身份”———自然教
育课程讲师的巡护员队伍。

□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快看，又是他。”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
区巡护员梁春平，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自然教育高
质量发展会议上，受聘成为“平武县首批自然教育讲
师”，观众席不禁传出阵阵感叹。
“我父亲是王朗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小时候跟着父

亲去巡山，看到了很多野生动物。”梁春平说，受父亲影
响，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平武，守护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绿
水青山与生物多样性。

据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地处四川盆地向
青藏高原过渡的盆周山区和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带，是我
国现存最大野生大熊猫种群———岷山 A 种群的核心组
成部分，是连接九寨沟、松潘、平武、北川等 4个县大熊猫
栖息地的关键节点，将川甘两省 4个市州 7个县域 11个
保护区有机地连成了一体。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