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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坝州松潘县黄龙乡
三舍驿村统筹产业转型、聚焦环境
保护、培育民宿旅游，依托黄龙景
区和丹云峡的区位优势，打造以驿
站文化、观光农业、生态体验融合
的“涪源古道·三舍驿站”特色文化
旅游名村，全村群众搭上了增收的
“旅游大巴车”。

黄龙乡三舍驿村位于松潘县
东北部，地处国家级黄龙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大熊猫公园核心区域内，
素有涪江源头“第一村”、茶马古道
雪山上“第一驿站”之美誉。

近年来，黄龙乡三舍驿村紧紧
抓住新时期乡村振兴机遇，按照黄
龙乡“12345”发展布局，结合村情，
发挥优势，打造一个集产业融合发
展、环境生态优美、群众生活富足
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政府先后投
资 790万元打造“东路茶马文化”
古街区，去年，通过对临街农房立

面整治，显现东路茶马文化底蕴，
带动农户从事民宿经营 5家。村民

魏德林正是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
收入，搭上了增收的“旅游大巴

车”。魏德林告诉记者：“经过 2022
年和 2023年的风貌提升，我们三
舍驿村将持续进行旅游开发，很多
老百姓的房屋已经开始打造成民
宿，准备在平松路改造完善后接待
游客，增收致富。”

在立面改造中，三舍驿村注重
房屋改造与文化底蕴相融合，坚持
“老旧房屋改造、村道综合打造、空
间风貌塑造”一体规划、一体实施，
因地制宜推行“院内院外、连点成
线”提升改造，实现老旧村庄“面
子”“里子”一起改、“硬设施”“软服
务”双提升。统筹传承文化遗产、保
护历史建筑、留住老房屋记忆，通
过新建水景观、茶马记忆雕塑、修
旧如旧、市井文化等方式，灵活注
入街巷院落打造、植入建筑形态风
貌，做到一院一特色、院院有传承，
不断彰显老街老巷“龙安茶马古道
文化”独特魅力。

绵阳安州区塔水镇裕林村：
丘上果树丘底粮
半山缓坡蔬菜藏

在这个春天，记者走进四
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裕林
村看到，新建楼房粉墙黛瓦，周
边小桥流水，农田环绕，蔬菜园
里满眼翠绿，长势喜人，一幅春
光无限的田园画卷铺展开来。

近年来，裕林村依托优越
的交通区位优势，积极引导村
民因地制宜发展青菜、折耳根、
生姜、辣椒等特色产业，有力拓
宽了群众增收致富途径，持续
助力乡村振兴。

裕林村由原宝林镇的通裕
村、高林村合并而成，寓意“富
饶、生态环境优美的村落”。它
位于塔水镇西南，丘陵地貌，辖
区面积 5.83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 5160 亩，绿植较多，境内有
干河子、人民渠，水源充沛，生
态良好。特别是交通区位优势
明显，成万高速经过该村，距高
速出口 0.8公里，宝雎路穿村
而过，距安州高铁站 9.6公里。

据了解，裕林村始终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以支部为堡垒，
以经济联合社为载体，整合各
类资源，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思
路，培养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实
施新农人计划。

近年来，裕林村积极争取
各种项目，合理规划和布局，
制定了乡村振兴十年规划，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实施了
乡村振兴项目衔接项目，新建
泡菜池 12 口，道路 1.2 千米，
沟渠 1.3 千米；通过 2023 年
高标准农田“专项债二期”项
目，新建道路 17200 余米，新
建提灌站 1 处，改建提灌站 2
处，新建沟渠 820 米；大力推
进特色农作物种植，实现折耳
根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
2023 年春节期间实现种植户
每户每亩增收 2 万元。2023

年新增整治耕地 37.69 亩，并
将该耕地纳入了村集体经济
运营，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
“职业农民是乡村种植、养

殖等方面的‘土专家’‘田秀
才’。我们村现有职业农民 24
人，已经成了乡村产业带头人，
真正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带动
更多农民走上致富路。”裕林村
党总支书记雷家荣告诉记者。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原动
力。裕林村新建了年产销上千
吨的蔬菜分拣中心一处，累计
争取项目建设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
岗位 150个。2023年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 120余万元，有效带
动全村百姓增收。
“目前，我村已发展山地经

果林 500 余亩，折耳根种植
1000余亩，大蒜、生姜、青菜种
植 1000余亩，有示范经营合作
社 4个，家庭农场 2个，种养业
带头人 15名。农产品加工业营
业收入达到 600万元，乡村旅
游业年接待游客人数超过
10000人次，经营收入超过 40
万元。有了村集体经济公司带
头，对农业产业发展的信心更
足了。”雷家荣说。
“截至 2023 年底，人均纯

收入已达 18000 余元。未来，
我们村将继续依托交通优势，
加快稻蔬结合的产业布局，继
续探索和创新培育模式和方
法，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等
的合作，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和
装备，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源
源不断的生力军，筑牢乡村振
兴基础，以期达到村美人和，
产业兴旺，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雷家荣满
怀信心地说道。

□本报记者王金虎文 /图

近日，重庆市科协调研组到重庆（潼南）农
科城调研柠檬科技小院建设情况，潼南区科协
及科技小院负责人参加。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科技小院运行、成果转
化、科普与科研工作等进展情况，并与驻院科
技工作者就探索、创新科技小院工作机制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重庆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周曦强调，
科技小院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要持续
加强科技小院建设，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积极
探索科技小院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新模式，为推
进潼南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通讯员 汪昭军 特约记者 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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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研究生调查柠檬全爪螨发生情况

倾力倾情倾智
在雪域高原跑出对口帮扶“加速度”
———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召开 2024年省内对口帮扶工作推进会

3月 18日，四川省阿坝州松潘
县省内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
2024 年第 1 次会议在松潘县会议
中心召开。松潘县委副书记焦涛出
席并讲话，松潘县委常委、副县长
陈勇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益西降措、副县长任剑出席会
议。

会上，大邑工作队副领队、县
政府办副主任杨永福首先传达学
习了四川省委组织部《2024年省内
结对帮扶工作重点任务》等文件精
神，从强化组织领导、推进项目实
施、做优特色产业、加大人才援助
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五方面作
了 2023年度省内对口帮扶工作汇
报，并从党建引领、项目建设、统筹

谋划、目标管理四方面对 2024年
工作计划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松潘
县乡村振兴局提请会议审议的《成
都市大邑县对口帮扶阿坝州松潘
县新一轮帮扶工作计划及实施方
案（2023-2025）》和《2024年大邑县
对口帮扶松潘县重点工作任务》两
份报告文件。会议要求，要严格按
照程序推进后续工作，用好帮扶资
金，用心谋划项目，用情投入工作，
确保 2024年对口帮扶工作取得新
成效。

最后，焦涛代表松潘县委、县
政府对大邑县一直以来的倾情倾
力帮扶致以诚挚的感谢，对大邑县
第七批帮扶工作队 2023年的工作

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扎实推
进 2024年省内对口帮扶工作提出
要求。他强调，一是要紧盯目标任
务，明确重点工作，压实工作责任，
通过建立完善“清单制 +责任制 +
销号制”，确保工作按节点推进，各
项帮扶任务落地落实；二是要强化
对口帮扶统筹协调，领导小组要充
分发挥牵头抓总和沟通协调作用，
成员单位之间要相互配合、主动对
接，形成工作合力；工作队要起好
桥梁纽带作用，对口帮扶干部人才
要珍惜机遇，积极发挥好“传帮带”
作用，在一线工作中提升自身能力
素质；三是组织部门和各受援单位
要做好挂职干部人才关心关爱工
作，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细化措
施，及时解决工作队和挂职干部人
才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据悉，自 2023年 7月大邑县
第七批对口帮扶工作队赴松潘以
来，倾力倾情倾智开展对口帮扶，
在雪域高原跑出了“拼经济、搞建
设、抓项目、促发展”的大邑“加速
度”。一是实施党建引领，强化保
障，高效推进对口帮扶工作。积极
提升“援藏干部人才之家”保障，首
次实现大邑帮扶干部人才集中居
住；创新实施“1+5”干部人才培养
计划，实施大邑在松潘各类帮扶力
量“一盘棋”管理。二是帮助松潘做
优特色产业，提升产业能级。支持
四川通利荣松药业公司提质扩能，
实现松潘道地中药材出口“零突
破”；引入大邑农业科技企业，帮助
建立红土赤松茸基地 110亩，实现
产值 530余万元，带动当地 60 余
名藏族妇女和富余劳动力“家门
口”就业，实现劳务增收 60余万

元。三是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持续推动松潘藏红花椒产业园建
设，先后获评州四星和省三星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产值突破 5800
万元，助力镇坪乡成功创建省级产
业强镇。实施镇坪乡麦吉村、青云
镇尼日谷文旅提升，分别获评 3A
级风景区。引进成都春芽文化创意
发展公司团队，合作开发川主寺
“南山贝母花园”共享民宿，集体经
济当年增收 10万元，计划打造阿
坝民宿新标杆和网红打卡目的地。
四是强化人才选育管用，助力松潘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传帮带人
才培育机制，35名在松潘的大邑干
部人才与受援单位干部人才结成
“一对一”“一对多”“师带徒”帮扶
对子。持续开展干部人才“提能”行
动，组织松潘干部人才共三批 99
人，赴大邑顶岗锻炼、研修学习，组
织松潘干部赴大邑开展乡村振兴
等专题培训 6期，培训 259人。

2024年，大邑对口帮扶松潘工
作，将聚焦“5+N”现代高原特色农
牧业产业提升、深化校院企地合作
助力松潘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产业动能培
育，按照“群众有感知、效果能持
续、形象有展示”的原则，统筹谋划
2024年对口帮扶项目，安排和整合
各类帮扶资金 2400余万元，其中
大邑财政帮扶资金 660万元，整合
东西协作、乡村振兴衔接、大邑就
业帮扶等各类其他财政资金 1340
余万元，引进社会资金 400万元，
拟实施产业就业、人才智力、公共
服务、基层治理、全域结对等六大
类共 14个项目（财政资金项目 11
个，社会资金项目 3个）。

□本报记者高明山张俊华文 /图

阿坝州松潘县黄龙乡三舍驿村：
全村群众搭上增收的“旅游大巴车”

□张成亮本报记者高明山张俊华文 /图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在金城山粮油现代农业园区会龙
镇熊家桥村，开展了以“和美乡村
逐梦田野”为主题的农民农耕技
能比赛，来自园区所辖的 40多名
种田能手和合作社的专业农机
手，通过参加平整秧田、农机耕整
农田、手搓玉米团三项技能比赛，
展示自己的农耕技能，助推春耕
生产。

唐艺娟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耕地变“擂台”
农耕技能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