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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近
日，南充市 9个县（市、区）的乡村振
兴人才分联盟专家团 40余人，先后
到该市南部县东坝镇打鼓山村柑橘
现代农业园区、南部特色农业产业
电商直播基地及南部孔键工作室的
人才发展分联盟现场点，通过“走、
看、评、议”等方式，共同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事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活力。

活动当天，东坝镇打鼓山村柑
桔产业园充满生机与活力，站在产
业园观景台，一眼望去，晚熟柑橘长
势喜人。打鼓山村党支部书记刘永
凯详细介绍了晚熟柑橘产业发展现
状。该产业园建立“专家包片”服务
机制，依托人才分联盟组建专家服
务团，引入“科技小院”驻点服务专
家，通过现场指导、技术到田，实现
柑桔生产重要节点全覆盖、重要问
题紧关注、重要技术立推广，推动实
现助农富农。
“东坝镇打鼓山村产业园与 18

个晚熟柑橘产业园建立了‘一对一’
的结对帮扶关系。”刘永凯说，2023
年，在晚熟柑桔产业人才分联盟专
家的指导下，产业园产值达 2000 万
元以上。

在南部县特色农业产业电商直
播基地，一名女主播面对直播平台侃

侃而谈，她正向网友推荐南部脆香甜
柚、特种黑山猪等农特产品，专家团
人员好奇地驻足观看、听得认真。“南
部特色农业产业电商直播基地依托
电商人才分联盟，引入南部特色农业
产业协会平台，吸纳了全县近 200
家农业产业合作社（企业）资源。”南
部县委人才办干部马银平说，该基地
采取“互联网+产业”模式，通过人才
孵化、带动，推动优质农产品资源、电
商人才资源高效联动。截至目前，基
地累计孵化三农电商人才 80 余名、
电商人才主播 10 余名，带动销售农
特产品达 300万元。
随后，专家团人员来到南部县

城的孔键工作室，室内各类孔氏折
扇琳琅满目地摆放在展厅，往展厅
里行走，便是折扇加工坊，这里吸纳
了不少群众就业。“聚焦乡村非遗传
承，依托能工巧匠分联盟，吸纳非遗
类专家人才 45 名。”工作室负责人
孔键介绍，该县以残联孔键工作室
为典型引领，采取“动态需求响应+
定向跟踪服务”模式，通过免费培
训、“一对一”结对帮带、学生研学等
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本土技术能手、
非遗传承人等能工巧匠。截至目前，
新增就业岗位 100 余个，吸纳村民
86 名，残疾人 24 名，有效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
村强。”来自阆中市委组织部的周佳
辰满怀信心地说，通过此次人才联
盟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了各地的优
秀经验和做法，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激发了今后工作的热情。
“乡村振兴人才发展联盟解决

了乡村振兴发展人才‘空心化’问
题，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充
实了人力资源。”南部县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该县乡村振兴人才发
展联盟，通过联盟牵线、专家上门，
推动“城市”专家向生产一线流动、
到基层一线服务，既实现了“需求

端”和“供给端”的精准对接，又为乡
村培育了一批带不走的“土专家”，
实现人才兴村，助推“农民成为体面
职业”“农业成为价值产业”“农村成
为生活优势”目标真正实现。

目前，南部人才联盟包括教育、
电商、文旅、能工巧匠、畜牧、蚕桑等
共计 15个人才分联盟，为全县 42
个乡镇、491 个村（社区）提供技术
支持和人才支撑。联盟成立以来，积
极引导各类专家人才开展活动 100
余场次，巡回服务 53 场次，累计培
育“土专家”“田秀才”1000余人，种
植、养殖大户 3000余人。

近日，2024年阿坝州返乡下
乡创业大赛暨第三批“净土阿坝”
劳务品牌评审会在松潘县举行。

本次大赛采用“陈述+答辩”
方式（6分钟陈述、4分钟答辩）进
行现场路演，来自全州的 13位优
秀创业项目负责人现场“论剑”，
给台下的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
体验。

比赛在紧张激烈的氛围中有
序进行。赛场上，选手们意气风
发、慷慨激昂地讲述着他们的创
业思路、历程和梦想，从技术、应
用、团队、商业前景等方面对项目
进行展示。一个个创业项目让人
眼前一亮。比赛过程中，优秀的
创业项目层出不穷，行业涉及观
光旅游、手工纺织、农业开发等多
个领域，有的项目结合当地发展
特色，有的顺应了创业发展方向，
大家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在阿坝
州返乡下乡创业大赛舞台上展现
创业成果。

评委席上，来自各个领域的
专家评委们认真观察、用心聆听，
针对选手讲述内容进行提问，结
合自身经历和市场形势，对选手
创新创业给出宝贵意见，并从商
业模式和实施方案、企业产品市
场等方面进行打分。

经过几个小时激烈角逐，比
赛最终产生金奖 1名、银奖 1名、
铜奖 1名、优秀奖 10名，并为获
奖者颁发奖金及证书。
“很高兴能够参加 2024年下

乡返乡创业大赛，参加这样的活
动，不仅能够认识其他优秀创业
选手，了解优秀创业项目，也可以
交流创业心得、体会。”参赛选手
庞远飞说道。

此次大赛的举办，旨在搭建
返乡创业项目展示交流平台，激
发返乡创业热情，挖掘优秀创业
项目，促进创业项目与产业对接，
助力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

高明山张俊华钟林秀李瑶

2024年以来，达州市达川区交
通运输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积极践行“两路”精神，聚焦重
大项目建设、公路养护管理、行业治
理提升“三项工程”，立足“促投资、
优服务、增动能、保畅通、防风险”，
发展“新动能”、满足“新期盼”、实现
“新提升”，不断迈出交通高质量发
展的坚实步伐，奋力开创高质量交
通强区建设新局面。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增强
交通发展“新动能”。坚持“促投资、
抢进度、解难题”，全力推进交通重
大项目建设提速。落实“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
抓到底”工作机制，确保每个项目专
人牵头、专人跟进、专人服务。重大
项目“加码提速”，强化项目调度，及
时解决各类制约难题，全力保障项
目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四
川省重点项目达石快速临时工程已
完成总量的 95%，路基、桥梁、涵洞、
隧道工程分别完成总量的 62.4%、
47%、89.5%和 49.8%。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考虑不
同区域、不同类型乡村发展阶段和
资源禀赋因素，将农村公路与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融合发展
的叠加、聚合效应，全力打通“大动
脉”、畅通“微循环”，铺就乡村振兴

“快车道”，2024年以来，共建成农
村公路 216公里。

聚焦管养提质增效，全面满足
群众出行“新期盼”。坚持把农村公
路养护摆在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
置，切实落实养护主体责任，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养护
体制，实现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
农村公路管理广泛覆盖到镇、村的
“最后一公里”，确保有路必养、养必
到位。统筹兼顾预防性养护和日常

性养护，将全区农村道路情况全覆
盖调研摸底数据和日常巡查数据建
账入库，加强隐患管控和治理销号，
依据轻重缓急、受损程度等分类分
批开展治理，2024年以来，共计维
修路面 284.87公里 130万平方米。
深入开展路域环境整治，结合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建设工作，
加强路面清扫频次，修剪遮挡标志
牌的树枝杂草，清洁路肩边沟，畅通
排水系统，确保全区 6947公里国省

县乡村道路的路域环境安全、舒适、
美观。

聚焦行业领域治理，全面实现
营商环境“新提升”。坚持“放到底、
管到位、优环境”，不断提升行业治
理能力。强化执法整顿，深入开展道
路运输、非法营运、公路超限超载、
在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做
好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后
半篇”文章，不断提高执法工作水
平，营造规范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
环境。筑牢安全屏障，纵深落实“三
管三必须”责任，落实部门和企业安
全生产责任制，全力推行安全生产
包保责任制，实现全覆盖系统包抓、
精细化监管。严密组织道路运输企
业“两类人员”培训考核，深入开展
“三个一律”“人、车、路、企”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以“隐患就是事故，事
故就要处理”的零容忍态度，对安全
生产隐患全面排查、及时处置，营造
安全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

下一步，达川区交通运输局将
牢记“交通强国、开路先锋”时代使
命，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
体系，以更大力度、更优水平、更实
举措奋力织就内联外通的“交通
网”，为建设“老家达县·宜美达川”
贡献交通力量。

伍剑蒋永飞文 /图

现场“论剑” 展现创业成果
阿坝州 2024年返乡下乡创业大赛举行

眉山市洪雅县：
冬小麦播种用上新技术

“我们这个机器通入性很强，
不会缠绕秸秆，确保了种子落在
土里。”近日，在眉山市洪雅县洪
川镇祝河坎村的农田里，四川省
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李朝苏受邀
来到现场，向眉山各区县的农技
员代表及种粮大户讲解小麦免耕
带旋播种新技术。

眼下，正值冬小麦播种的黄
金时期。为保证及时完成小麦播
种，洪雅县农业部门邀请四川省
农业科学院小麦专家为农户提供
技术指导，为来年小麦丰收打好
基础。

播种时对土壤湿度有什么要
求？一亩地要用多少种子、化肥？
要播多深？行距多少？……面对种
粮大户的种种疑问，李朝苏从小
麦免耕带旋播种的技术要点出
发，对播种的每个环节进行了详
细讲解，现场指导农机手开动播
种机进行技术演示。
“往年，我们播种小麦，田湿、

草多，直接影响播种的质量。今
年，专家给我们带来新技术，解决
了小麦播种的难题，我对小麦增
产有信心。”种粮大户舒泽路告
诉记者。

据了解，与传统的人工播种

相比，运用小麦免耕带旋播种新
技术可以一次性完成翻耕、开沟、
施肥、播种、覆土等环节，效率提
高 3倍以上，且小麦播种质量也
更高。
“现在是小麦播种的关键时

节。但近期雨水多，土壤湿度
高，耕翻整地质量不高，所以今
天现场会上就演示了免耕带旋
播种技术……它不需要耕翻整
地，直接免耕播种，出苗率还可
以提高 10%以上，这就为来年
小麦丰收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李朝苏介绍道。

今年是洪雅县恢复小麦大
规模播种的第一年。自小春生
产开始后，该县首先从优良品
种选育着手，积极与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合作，择
优推广适宜洪雅气候、土壤条
件的小麦品种，并进一步优化
小麦种植技术、降低种植户投
入成本。预计全县冬小麦播种
面积将达到 4200亩。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技术团队的优势，
指导种植户做好小春作物田间管
理，为来年丰收做好保障。”该县农
业农村局党委委员陈卫芳表示。

□肖蒙本报记者王金虎

真帮实扶 助推脱贫人口增收
广汉市金雁街道在凉山州金阳县

开展全域结对和“以购代捐”消费帮扶工作

为助力乡村振兴，助推脱贫
人口增收，近日，广汉市党政代表
团到凉山州金阳县开展调研，金
雁街道同步到结对帮扶乡镇洛觉
镇对接相关工作。

期间，金雁街道党工委书记
看望慰问了本单位挂职干部，
并和金阳县洛觉镇召开了全域
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座谈会
上，金阳县洛觉镇党委书记阿
果晓而介绍了洛觉镇的日常工
作开展等情况，并对广汉市金
雁街道给予的对口帮扶表示感

谢。双方还就如何进一步加强
双方人员交流学习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随后进行了“以购代捐”助农
增收捐赠仪式。此次“以购代捐”
助农增收活动不仅购买了当地农
户滞销的农产品，还解决了当地
群众的燃眉之急。

据悉，下一步，金雁街道将继
续开展好全域结对各项帮扶工
作，做到真帮实扶，为助力金阳县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金雁力量。

□唐平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南充市南部县：

人才联盟赋能乡村振兴

达州市达川区交通运输局：
聚焦“三项工程”强力推动交通运输提质增效

近日，广安华蓥市双河小
学举办“我是小能人，自理能
力我最行”为主题的校园劳动
节活动，各年级的学生分别参
加了水果拼盘和穿袜子、系鞋
带、穿衣服、整理书包等项目
的比赛。

该活动旨在践行“五育并
举，劳动先行”理念，陶冶学生
的生活情趣，培养爱生活、爱
劳动的热情和锻炼生活自理
能力。
刘南贤特约记者邱海鹰 摄

“五育并举”
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