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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竹互通正式通车、明月山西麓旅游环线
全线通车、草店子隧道正式通车……2023年，
广安市邻水县交通大会战捷报频传。过去一
年，邻水县按照“开工建设一批、加快推进一
批、竣工投用一批”的要求，吹响交通项目建设
大会战“集结号”，交通建设、交通路网全面发
力、齐头并进，“对外大畅通、对内大循环”的现
代立体交通体系不断完善，交通建设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

作为四川距离重庆主城最近的县，如何运
用好区位优势？邻水县从打通对外“主动脉”着
手，着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023年 7月 26日，总投资约 2.15亿元的
G65包茂高速高竹互通工程正式通车。“这个
高速路口开通以后，我们企业到重庆的时间、
运输成本降低了，我们在这里发展更有信心
了。”四川欣悦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作为川渝高竹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的关键性工程之一的高竹互通开通，有效打
通了沿线群众和企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从
重庆主城、广安城区、邻水县城可直接经 G65
包茂高速、省道 208线到达川渝高竹新区，节
省近 20分钟车程，为跨省域同城化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同时，相隔不远的川渝高竹新区南北大道
三期邻水段项目正加快建设。南北大道三期是
连接高竹新区与重庆主城的大通道，项目建成
后，从川渝高竹新区到重庆主城区车程将由
50分钟缩短至半个小时。

以上事例，仅仅是邻水县打好交通大会战
助力同城融圈和自身发展生动场景的表现。为
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不断完善农村路
网，2023年，邻水县持续推进旅游产业环线道
路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

2023年 11月 13日，随着明月山西麓旅
游环线全线建成通车，让水湖、棕阁山、白茶基
地、泥汉坪、五华山等重要旅游景点串珠成链，
不仅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更加快推动邻
水县与重庆市垫江县、长寿区旅游融合发展。

开展病害农村公路整治方面，全面排查并
整治 1214处病害，全县路况水平稳步提升，村
民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公路养护安全畅通方面，清洗波形护栏
23.6万延米、清理垃圾 700余吨、清理坍方
1200余立方米、修补路面 2.2万平方米。

2023年，邻水县交通运输新开工项目 26
个，实现 20个项目完工、运行，全年完成建设
投资 19.98亿元，同比增长 35%。

如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纵
横交错，“对外大畅通、对内大循环”的现代立
体交通体系不断完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为
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刘宏本报记者沈仁平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执和治衍出实招
快督护航微民生

近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武侯法院）执
前和解中心秉持“如我在诉”
理念，加大对民生案件的督促
力度，成功督促两起涉民生案
件自动履行。

案例一

骆某某为装修新房，向某
材料经营部购买地暖材料。安
装过程中，骆某某发现地暖材
料并非约定的品牌，申请退款
遭经营部拒绝，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
院最终判决经营部向骆某某
全额退款，但履行期届满后经
营部仍未退款，于是骆某某向
武侯法院执前和解中心申请
执前督促。

督调员了解案情后，向经
营部电子送达《执前督促和解
通知书》，告知履行方式途径
和拒不履行法律后果，并电话
了解未按时履行义务的原因。
经营部负责人表示，对于退款
无异议，但认为骆某某应当先
将已安装材料拆除并运回剩
余物料，再进行退款。骆某某
则认为，经营部系过错方，材
料拆除和物料运回义务应由
经营部承担，否则将就材料拆
除和物料运回事宜提起诉讼。

为尽快化解纠纷，减少衍
生诉讼，督调员决定前往装修
现场作进一步的调解。在调解
过程中，督调员再次听取两方
的意见，站在中立的立场向经
营部阐明民法典关于违约责
任范围的规定，同时也劝说骆
某某为加快装修进程需理性
维权。通过现场督调，经营部
当日安排工作人员开展拆除
工作并将物料运回，骆某某也
最终同意免除迟延履行利息，

经营部当场向骆某某退还货
款，履行了判决义务。

案例二

蒋某某原为某科技公司
的销售经理，离职后科技公司
拒绝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导致蒋某某重新求职遭拒。蒋
某某经过仲裁、诉讼程序，要
求科技公司赔偿损失。法院判
决科技公司向蒋某某赔偿未
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的损失。履行期届满后科技公
司仍未履行，于是蒋某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引导，蒋
某某同意案件在执前先行督
促。

收案后，督调员第一时间
向科技公司详细了解未按时
履行义务的原因。科技公司认
为，蒋某某曾就未签订劳动合
同一事申请仲裁，且其已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
差额，蒋某某当时便承诺不再
起诉。现蒋某某再次起诉，违
反了先前承诺，属于重复起
诉。督调员耐心地向科技公司
释明“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
定，讲解了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离职后享有的权利，用人
单位应予保障，同时也说明了
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的法律后
果。科技公司“知法明理”后，
向蒋某某支付赔偿款并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

这两起案件的顺利执结，
表明了武侯法院为民办实事
的决心和动力。下一步，武侯
法院执前和解中心将继续秉
持“民有所需，我有所为”理
念，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深度治理衍生案件，悉心
守护微小民生，减轻群众执行
诉累。

□本报记者胡斌实习记者嘉月

德阳市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打好“组合拳”优化营商环境

新年伊始，德阳市旌阳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立
足职能职责，采取“健全执法制度、找
准廉政风险、案前廉洁提醒、建立回
访机制”方式，全力打好综合行政执
法监督“组合拳”，铁腕重拳整治综合
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规范综合行政执
法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健全执法制度。制定了《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试行）》

《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试行）》《行政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
16项行政执法制度规定，做到以制
度管人，以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找准廉政风险。加强廉政风险防
控机制建设，完善执法权利事项流程
图，找准廉政风险重点环节，明确风
险等级及重点岗位，制定风险防控具
体措施，共梳理行政执法廉政风险点
23个，落实防控措施 31条。

案前廉洁提醒。行政处罚案件办
理前，由该局分管领导与办案人员开
展案前个别谈话或集中谈话，重申廉
政纪律要求和高风险环节，执法人员
签订办案纪律承诺书。2023年开展
案前谈话 8次，涉及行政处罚案件
18件。

建立回访机制。该局以案件回访
为抓手，加强内部执法监督。通过开
展 2023年行政处罚案件回访，收集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行廉洁纪
律、执法程序等问题线索。截至目前，
已回访行政处罚案件 45件。
下一步，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加大“看、谈、访”等执法监督方式，
精准把脉群众需求，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靶向施策优化举措，精准监管执
法行为；持续强化监督问效，聚焦标
本兼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的满意度。

□杨双翠胡冲 屈仁庆本报记者李鹏飞

绵阳市三台县郪江镇鱼洞村：
小柑橘成就乡村振兴大产业

近日，记者走进绵阳市三台县
郪江镇鱼洞村，放眼望去，一个个圆
润饱满、金灿灿的柑橘缀满枝头。村
民们穿梭在橘林之中忙着采摘装
筐、分类打包、过秤装车，一幅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画卷徐徐
展开。

据了解，郪江镇鱼洞村“两委”
为推进乡村振兴，确立了“党建立
村、产业强村”的发展思路，结合实
际发展特色产业，采用“支部+专业
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以产业
兴旺促进乡村振兴。
“我们的柑橘今年预计总产量

有 8万斤，主要销往绵阳、成都、湖
南等地，总产值有 20万元左右，利
润 6万元左右 。接下来，我将继续
扩大种植规模，做大做强柑橘产业，
带动周边更多村民增加收入。”曾

中国说。
曾中国是鱼洞村柑橘种植大

户，2018年成立了柏林嘴土地专业
合作社，种植柑橘已有 5个年头。经
过 5年的发展，曾中国精心管护的
柑橘已成为了鱼洞村乡村振兴道路
上的“黄金果”，不仅让当地农户获
得了可观的收入，也为周边村民提
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进一步拓宽
了村民增收的渠道。

据了解，近年来，鱼洞村“两委”
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
务，秉承绿色先行、环保并重、变绿
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带
领全村 72名党员认真分析研究，最
终决定把柑橘产业作为村支柱产业
并大力发展，昔日的荒坡、山地等如
今已变成绿油油的“聚宝盆”。
“我们村从 2014年开始种柑橘，

目前全村种植约 800余亩，预计年产
量可达 25万余斤，收入有 70万元左
右。除了柑橘，另外还养牛 100多头、
养鸡数万只、养猪 500多头。2023年
集体经济收入估计可达 30多万元。”
鱼洞村党总支书记万春花说，“2023
年，村上又新栽种优良枇芭 4500株，
建了一个水果分选车间、一个抖音直

播间和购买了农业机具，以此提高村
集体经济收入。”

一个小柑橘，兴一个产业，活一
片经济，富一方群众。鱼洞村将继续
走好柑橘产业标准化、市场化、产业
化、高端化之路，让全村柑橘产业提
质增效、群众受益增收，推进乡村振
兴全面提质。

□本报记者王金虎文 /图

广元市朝天区:

产业兴旺绘新景“蔬”写致富新篇章
□高丽君冉金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眼下，广元市朝天区境内的冬
季蔬菜陆续成熟，大量蔬菜抢“鲜”
上市，在不断丰富群众“菜篮子”的
同时，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近日，走进朝天区羊木镇兰坝
村的菌菜轮作农业园区，只见绿油
油的牛心甘蓝个大饱满、长势喜人，
20 余名村民正穿梭其间，进行收
割、分拣、装车……忙碌的身影和绿
色的菜地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冬日丰收图。

据了解，羊木镇金台社区、兰坝
村、新山村等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水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农业资源
优势明显。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该镇借助东西部协作机遇，以市
级农业园区———羊木坝菜菌轮作现
代农业园区为载体，积极探索现代农
村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了以菜菌为主
导产业，带动小水果、核桃、畜牧等特
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小蔬菜站上
了“大舞台”，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
“好帮手”。

土地流转 拓宽发展“新路子”

“父母年龄大了，我和媳妇都在
外务工，土地流转出去后，不仅不会
荒废，还能收入一笔租金。”兰坝村
3组村民石宪春将自家的 6亩土地
流转给园区后，一年光租金就能收
入 6000元，冬闲时间他们夫妻俩还
能到园区干点活，获得双份收益。

据了解，2022年，四川粮经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入驻羊木镇农业产
业园，流转 300余亩土地，种植牛心

甘蓝、小西瓜、小番茄、黄瓜等蔬果，
通过线下市场销售和采摘相结合的
模式，将蔬果销往贵州、上海等地，
有效提升了乡村产业发展效能。

门口就业 鼓起村民“钱袋子”

农村闲置劳动力如何就业？羊
木镇兰坝村给出了答案：利用本地
资源发展产业。
“家门口就有产业园，在园区里

帮他们种植、采摘蔬菜，天天都有活
儿做，家门口就把钱挣了，也很方
便。”69岁的乔大宪麻利地将菜拣
入背篓，运到路边停放的大货车上。
“园区不仅充分发挥了土地的

经济效用，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就

业岗位，帮助群众实现‘土地流转+
务工’双重增收。”现场负责人欧碧
孝介绍，目前，园区种植的 300亩蔬
菜已进入采收旺季，今年蔬菜亩产
6000 斤以上，总产量可达 180 余
吨，每天上工人数 20到 30人，年用
工人数达 30000余人次，带动村民
人均增收 2000元，最大程度保障了
群众收益。

集体经济 拎稳致富“菜篮子”

“我家流转了 5亩土地，不仅有
土地流转费，还能在本地务工，到年
底还有村集体经济分红。”兰坝村村
民石忠诚一边忙着分拣牛心甘蓝，
一边笑着说，“相比以前自己种地，

收入至少翻了两番，日子也越过越
红火了。”
“菜篮子”鼓起农民“钱袋子”。羊

木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镇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品
牌，强化食用菌、畜牧、核桃等特色农
业产业优势，采取“集体经济组织+公
司+农户”经营模式，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将农户的土地统一流转，通过招引
业主入驻，统一经营，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使集体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
“金钥匙”。

截至目前，全镇集体经济收入
为 129.1万元，2023 年度新增人均
收入 66元，切实将真金白银装进了
村民的袋子，拓宽了村民的增收致
富路。

汉巴南铁路南充至巴中段（巴南高铁）
正线铺轨全部完成

近日，在汉中至巴中至南充铁路
南充至巴中段（以下简称：巴南高铁）
南充市顺庆区铺轨施工现场，随着
CPG500型长钢轨铺轨机将最后一组
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标志着巴南高
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为年内开通运
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南高铁是四川省首条由地方
全额出资并主导建设的高速铁路，位
于四川省东北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的重大交

通工程。线路自兰渝铁路南充北站引
出，途经南充市顺庆区、蓬安县、南部
县、仪陇县，巴中市恩阳区、巴州区、
经开区，接入巴中东站至设计终点。
项目正线全长 148.04公里，桥隧比
69.13%，设计速度 250公里/小时。巴
南高铁开通运营后，将结束巴中、仪
陇不通高铁的历史。

巴南高铁由蜀道铁路投资集团
主导投资，汉巴南铁路公司建设管
理，中铁四局承建全线铺轨施工任

务。铺轨作业历时 10个多月，完成正
线铺轨 294公里，铺设道岔 47组，特
级道砟 50万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
方克服交叉作业多、工期紧、任务重
等困难，提前完成线路交接、轨道扣
件预安装、各车站道岔铺设施工任
务，全面打通了铺轨通道。铺轨施工
单位全面落实责任，优化施工组织，
强化工序衔接，制定详细的施工计
划，并实时动态调配资源，采用综合
效率较高的 CPG500 型长钢轨铺设

机组进行“单枕连续铺设法”铺轨作
业，确保了铺轨作业及其他各项施工
作业的安全顺利进行。

巴南高铁建成通车后，巴中至南
充最短运行时间约 35分钟，至成都
最短运行时间约 145分钟，至重庆最
短运行时间约 105分钟，对带动川东
北地区融入国家高铁网，完善成渝地
区城际铁路网，进一步促进川东北区
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具有重要意
义。

□蔡高富本报记者胡斌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