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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村里，我们就要切实担当起强一方、富一
方、美一方、稳一方的使命。”
“要做好驻村第一书记，必须融入村里，与乡亲

们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2023年 8月以来，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委组织

部先后向 56个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村选派 158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他们投身乡村振兴主
战场，扎实驻村开展帮扶工作，时刻紧盯群众“急难
愁盼”，从“驻村人”向“助村人”转变，全力以赴解群
众之所忧、纾群众之所困，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回
群众的幸福指数。

用心为民办实事
今年，是松潘县十里回族乡火烧屯村第一书记

蒙颖智驻村的第三个年头了。作为年轻干部，担任
第一书记还是头一回，放眼望去，一切都是陌生的。
为了尽快熟悉村情，在包村干部的带领下，她和工
作队的同事们深入每家每户访寒问暖。

由于火烧屯村以往分组较为混乱，同一个组的
成员可能在村头、村尾均有分布，很不利于平时工
作的开展，所以，蒙颖智驻村的第一件事便是统筹
村民小组重新分组。她请人拍摄并绘制了火烧屯村
住房分布平面图，同时，根据平时工作开展的重点，
制作了详细表格，按照群众住房分布逐户走访。“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一次次的深入走访，我
们才能真正全面倾听百姓心声，把好事办得更好、
实事办得更实，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蒙颖智说。

真抓实干谋发展
如何为乡村培养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这是驻村工作队日常工作中思考的重要内容。“要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强化支部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
环。”自担任第一书记以来，蒙颖智狠抓支部建设，
常态化组织开展如“塔坪山追忆红色足迹”等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建强村党支部为抓
手，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通过采取“支部 +公司 +农户 +基地”发展模
式，在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投资 1100余万元打造
集停车休息、旅游咨询、餐饮、特色农牧产品及旅游
休闲食品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等服务功能于一体
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十里拾光服务区”，2022年收益
达 37万元，户均分红 1100 余元，并将部分资金用
于“日间托老”的养老服务，设立专项奖学金。火烧
屯村被评为 2021年度省乡村振兴帮扶优秀村、州
乡村振兴示范村，2022年度阿坝州三家园示范村。

打造优美生活环境
“自从驻村干部们来到村上，带着群众收运垃

圾、整治环境卫生，还美化了庭院环境，打造庭院经
济，不仅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大家的钱包也是
越来越鼓了。”火烧屯群众马大爷感叹道。通过前期
大量走访了解到的信息，蒙颖智带领驻村工作队制
定了详细的村庄庭院梳理方案，动员群众拆除有碍
观瞻的构筑物，同时开展墙体改造、洗涤设施与畜
禽养殖整治等行动，使庭院内外与周边景致、环境
协调一致。驻村工作队还购买 3000余元的月季花、
剑兰种、百日草、蜀葵等适宜在松潘栽种的花种花
苗免费发放给村民，并组织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生
态宜居村的建设中，引领“庭院美、家庭美、村庄美”
的美丽风尚，把“小庭院”打造成“小景点”，借助川
青铁路开通的东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让各族
群众腰包鼓起来，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始源于西
汉郪县，隋、唐为梓州，宋、元为潼川
府，明为潼川州，清置三台县，迄今
已有 2200余年历史，盛唐时期与成
都齐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是
蜀中的交通枢纽和繁华之都，素有
“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美誉，2014
年更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县城城南片区内拥有多处国家级、
省级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但随着
历史变迁，该区域逐渐演变成一个
体量庞大的棚户区。

2015年，三台县委、县政府立足
于改善民生、传承历史文化、拉动县

域经济和提升城市形象，由绵阳宏
达集团作业主，启动了城南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并在棚改项目基础
上实施了三台县潼川古城旅游综合
开发项目。

绵阳宏达集团本着文物保护和
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的角度，遵循不
大拆大建，原貌复原、落架重修、修
旧如旧的方式恢复古城面貌。潼川
古城共安置棚户居民 2066户、5864
人，保护性修缮、改造房屋共 14.45
万平方米。以创建 AAAA级景区为
标准，“再现汉唐名城风采，揭开灵
秀三台面纱”为目标，潼川古城共有

7个不同功能分区，包括以萧龙友故
居为核心的中医文化体验区、民俗
特色文化集中区、滨水娱乐休闲区、
城市文创休闲区、商住小院区、五云
寺佛禅文化体验区、度假酒店区，并
分别进行景观打造和提升。

潼川古城包括方家街、下南街
和南外街三条历史文化街区，最具
代表性的有古城墙与护城河、梓州
渡、华光庙、非遗馆等。蝶变中的潼
川古城项目建设和招商齐头并进，
整体风貌换新升级，文旅产业强劲
复苏，为千年古镇高质量发展注入
活跃的“新”动能。

驻足重光赋浮雕，只见五牛镇
水，南城门和东城门遥相呼应，李商
隐寓居梓州期间，盛赞其是“蜀川巨
镇，郪道名邦”。今日的古城，本着修
旧如旧的理念，再现并承载了古梓
州千年的厚重历史文化。

潼川古城把特色保护作为建设
的首要任务，项目启动后，三台县
委、县政府决定传承和保护历史文
化，对华光庙进行原址重建。为更好
地保护华光庙等古建筑，在推进潼
川古城项目过程中，宏达集团公司

对所有历史建筑按原状进行了古建
筑测绘，修缮工艺也将按照原型制、
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方式进行。

为进一步保护古城墙，将潼川
古城墙及东、南门从西面的老烟草
公司至三台中学（国立东北大学旧
址）的运动场列入了潼川古城墙保
护区，在施工中对南门和城墙上的
谯楼进行修缮，保存了原有的建筑
构架，墙用条石重新砌筑，替换现有
门窗，恢复古代风貌。同时，东门城
墙边的人行步道地面，用石板替换
原有的水泥地面。经过一系列保护
措施，潼川古城墙重新焕发昔日风
采。古城墙及东南城门独特的历史
文化内涵，成为古梓州新三台一道
亮丽的新风景。
在日新月异的变迁中，潼川古

城本着保护和开发利用三台县红色
文化资源的目的，重建的潼川古城
打造了以地下交通站为核心的红色
纪念馆，也是四川省唯一以红色交
通为主题的纪念馆。其全方位展示
1928年至 1949年地下交通线、交通
站等“红色血脉”联络网，重现了中
国共产党三台县地下组织发展历

程。
近年来，绵阳宏达集团全方位、

多层次参与三台县域经济社会建
设。潼川古城的建成运营，一方面再
现并承载了古梓州千年的厚重历史
文化，成为一处宜游宜教宜乐的良
好文化栖息地；另一方面还改善了
该区域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通过
项目整体的布局及开发，创造了更
多就业创业岗位。项目建成以来，每
年吸引游客 500万人次，为地方经
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传承千年历史文化 潼川古城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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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珗张俊华本报记者高明山文 /图

四川省广元市五龙镇：

“千万工程”解锁“精品乡村”密码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从江县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高山风力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环保清洁的风电产
业，以清洁能源助力绿色生态发展。

特约记者吴德军摄

清洁风电
绿色发展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五
龙镇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
为“开年第一件事”，及时总结回顾
2023年工作成果及短板，思考谋划
2024年工作目标思路，以“一件事”
撬动“大干事”，引领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

坚持“两山”理论
答好“宜居乡村”的必答题

以抓党建促发展，以“两山”理
论为引领，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
制”，全面加强河道、林地、耕地保护
及护林防火工作，统筹“山水林田”
生态治理及“五清四乱”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乱修乱建、乱挖乱采等破
坏生态行为 3次，对辖区内林地、水
源地落实常态化监管保护。

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为
美丽乡村建设和五龙镇绿色崛起
提供有力保障。2023年以来，实施
各类项目 28 个，总投资 2056.46
万元。

实施“千村示范工程”“百镇建
设行动”农村环境治理项目，改造场
镇人行道 1.6万余平方米，投资 680
余万元完善场镇污水处理系统，场
镇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 97%，投入
86 万元的片区垃圾中转站 1 座建
成，对 174户农村户厕进行改造，新
建公厕 1座，累计完成厕所改建覆
盖率达 85%，城乡环境明显改善。今
年以来，开展绿美建设集中整治提
升 48 个村组，清理“五堆十乱”100
余处，拆除危旧废棚 3处，清除各类
破旧、过时宣传标识及小广告 123
处，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 2次，
城乡人居环境综合督查 3次。

做优“土特产”文章
答好“宜业乡村”挑战题

产业兴旺既是乡村振兴的物质
基础，也是“千万工程”的重要支撑。
产业是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经济命
脉，只有牵好产业兴旺“牛鼻子”，才
能更好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
乡村，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立足资源优势，秉持农业、文
化、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将
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实际行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切实提升
村民的参与感和幸福感。

以三会传统文化为引，成功举
办第 4届年猪文化节、第 1届文昌
会，吸引 2万游客休闲娱乐。2023
年以来，依托三会研学教育基地，接
纳 2.2万余人到三会研学基地开展
研学活动，收入超过 160万元；2023
年一期投资 280万元对三会民宿进
行改造，目前正在营业，二期还将继
续投资 700万元，打造树尖上的餐
厅等。

2024 年，五龙镇构建“产业园
区 +家庭农场”产业发展布局，推行
“政府 +挂联单位 +党支部 +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绿色发展模
式，现有 10－200 亩大小业主 26
人，200亩以上业主 4人；新建、改
造提升产业面积 600余亩，现有李、
梨、猕猴桃产业 2000 余亩，五良融
合项目、高标准农田项目田形调整
后种植油菜小麦 4800亩，玉米 5300
亩，油料产量达到 750吨，蔬菜产量
1500吨，水果产量 800吨；实施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5300亩、玉
米 5600 亩，套种优质大豆、蔬菜
2000亩。推动产业发展形成新的增

长点，切实走出了一条强农富农、富
民增收的新路子，以特色产业赋能，
点燃乡村振兴“最强引擎”。

探索“微治理”模式
答好“和美乡村”问答题

乡风文明建设是打造“和美乡
村”的必要条件，也是“千万工程”的
蝶变升华。基层干部想要答好“和美
乡村”问答题，就要当好乡风文明的
“治理人”“协调者”。

畅通村民自治渠道，以村委会
为依托，通过“廉勤会”、红白理事
会等自治组织，采用“板凳会”“围
炉夜话”“红条工作法”“村民积分
制”等形式保障群众“四事四权”
（四事：代表理事、老闫说事、五老
调事、群众议事；四权：知情权、监
督权、参与权、决策权），成功打通
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帮助村民
就近调解矛盾纠纷，聆听群众的心
声、呼声，鼓励村民对家乡发展建

言献策，进一步丰富周边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

2023 年以来，组织表彰“最美
家庭”“家庭道德积分模范”“卫生文
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典
型 18户 38人，选树“身边榜样”，弘
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11户 36人；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 12支，注册志愿者 1258名，开展
志愿服务 1020人次、入户走访 345
户、开展法律援助 5次；发掘重塑新
时代文明之风，组织开展“围炉夜
话”活动 20 余次，群众坝坝议事会
24次 2000余人参加，群众积极献言
献策，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124条，解
决群众关心的惠民惠农、环境、公共
设施等方面的问题 342个。

下一步，苍溪县五龙镇将围绕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总体
目标，坚定走党建引领、生态振兴的
发展之路，接续新篇章，奋进新征
程，让绿色成为五龙镇乡村振兴最
鲜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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