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从
江县持续推动“四好农
村路”建设，完善城乡
交通路网布局，并依托
沿途民居、农田、水塘、
山林植被等景观风貌
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增
收致富。 石宏辉摄

“四好农村路”
群众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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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内容，与农民的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四川省广
元市各部门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做
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提高乡
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
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让一个个幸福和美的
场景，汇聚成乡村全面振兴扎实
推进的新图景。

强基建
环境美、产业兴、乡风淳

基础处理、石头铺设、砂浆填
充……在小安村移民后扶项目 1
组至 2 组间的道路加宽项目现
场，村民们正在搬石头、砌堡坎，
现场忙碌而有序。一座座干净整
洁的农家小院焕发新颜，美丽的
乡村萌生着希望。近日，记者阔步
走在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小安村
的乡间小道上，环境美、产业兴、
乡风淳的和美乡村新画卷让人幸
福感满满。

近年来，小安村在广元市水
利局的帮扶下，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特色产业，扎实开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各项工作，绘就了一幅乡
村振兴美丽新图景。“工作队争取
的这个项目很不错，不仅改善了
我们的出行条件，在这儿务工还
能增加一定的收入。”村民王牧文
期待地说，“天气越来越冷了，希
望大家一起努力，早点把路修
好。”

据了解，此前，小安村 1组到
2组的道路较为狭窄，造成会车
和通行不便，也制约了村集体产
业发展。为提升通行能力，驻村工
作队争取资金，对全长约 3公里
的公路进行了加宽和提质改造。
该项目今年 10月初动工，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和景
观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路面宽度
将由原来的 3.5米加宽到 4.5米，
不仅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也能
帮助当地农产品更顺畅地销售。

不仅如此，驻村工作队还积
极协调市、区水利部门解决该村
水源性缺水问题，依托非常规水
源开发利用项目储备，完成项目
申报工作；与村“两委”推动小安
村 2组地质灾害点隐患治理项目
顺利完工，项目实施过程中解决
了 8名本村群众就业；与村“两
委”共同完成国家储备林建设项
目试点前期推进工作，涉及流转
林地超 5000亩，流转费用达 200
万元，后期项目建设用工、运营期
管护用工等，可为群众带来长期
的经济收入和就业岗位。

优特产
促进群众持续增收

“林麝生性胆小，喜欢独居，
为此，基地为每一只林麝都设置
了独立的‘房间’，以创造最佳的
生长条件。”在位于小安村天荡山
附近的广元市朝天区济民可信林
麝养殖科技有限公司内，一排排
圈舍整洁干净，一只只皮毛顺滑
的林麝安静又警觉，让人心生喜
爱。

据了解，该养殖基地采取“公
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让周边
群众参与林麝养殖、饲草采集等，
不断深化产业联农带农优势，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每天喂喂林
麝，打扫卫生，一年下来能收入 4
万多元。”谈起家门口的工作，村
民余元秀很是满足。
“始终坚持立足本村资源优

势，积极探索富民增收新路径，增
强村集体‘造血’功能，促进群众
持续增收。”广元市水利局派驻小
安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新介绍，驻
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拟定了小安
村“四通五产业一引领”的帮扶思
路，积极推动以笋用竹、生猪、林
麝发展为主，中药材、小水果为辅
的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激发群众
自我发展的动力，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目前，全村已有 50余户群
众种植淫羊藿、当归、五味子等中
药材。
“积极谋划产业布局，做好现

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调研工
作，推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王新说，下一步，驻村工作队
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人居环
境整治为基础，以产业基础提升
为支点，探索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农文旅融合提升等模式，将驻村
工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村行
动，为推动建设和美乡村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聚点子
创业沙龙筑巢引雁

由昭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精心举办的“互学交流·共话
创业”返乡农民工创业沙龙主题
活动日前在昭化区王家镇启动。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 8 个镇的
30多名返乡农民工踊跃参与。

据悉，本次活动创新性地采
用“实地考察 +座谈交流 +政策
宣讲”的多元模式。活动期间，创
业代表们实地参观了 7个返乡创
业项目基地，涵盖药材种植、农产
品加工、肉牛羊养殖等多个领域。

在座谈会上，返乡创业代表
们围绕就业创业政策、项目前景、
资金投入、风险预估等热门话题，
与当地创业明星进行了深入互动
交谈，尽情分享创业经验，共同探
讨创业难题。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活
动策划极具创意，内容丰富多样。
通过此次活动，他们深入了解了
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等创业
帮扶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
情，增强了创业信心，让他们在创
业之路上更具底气。“作为一名准
备创业的农民工，此次交流学习
活动让我收获颇丰，学到了许多
实用知识和宝贵的创业经验。”来
自磨滩镇的创业人员徐明感慨
道。

据统计，近两年，昭化区人社
部门积极深入镇村开展政策宣传
40 余次，组织系列创业培训达
320人次。办理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 132笔，金额高达 2946万元，
成功带动 783人就业。扶持各类
群体创业 75 人，发放创业补贴
75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为创业主体提供‘创
业沙龙 +创业培训 +创业指导’
等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更多交
流平台，深入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工作。”昭化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刘辉表示。

零距离
法律服务进村进企

近日，为切实推进“一村一法
律顾问”工作开展，更好地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
需求，切实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
法治素养，岳东司法所协同文昌
法律服务所深入苍溪县岳东镇、
运山镇、文昌镇 3个乡镇 34个村
（社区）开展“法律顾问进村（社
区）”普法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张贴公共法律
服务联系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现场讲解等方式，向村（居）群众
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法
律知识，对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法律难题和法律需求，提
供“面对面”“零距离”法律咨询。

同时，法律顾问与 34 个村
（社区）的村（社区）“两委”干部分
别召开座谈会，了解村（社区）法
律风险点、解疑答惑，严格为村
“两委”把好“合法性审查关口”，
特别是对村（社区）涉及的重要经
济合同，采取系统的分析方法，详
细审查，针对审查发现的合同主
体不明确、条款表述不清楚、权利
义务划定不清晰等风险点，积极
给予合理化建议，帮助村（社区）
更好地维护村集体合法权益。

会后，法律顾问将自己的联
系方式留给群众，确保群众能够
随时获得法律咨询与帮助。村民
们纷纷表示，以后家里有任何关
于法律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法律
顾问了。

同一时期，昭化区总工会“送
法进企业”宣讲会走进中国西部
（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旨在进
一步增强企业和职工的法律意
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在宣讲会上，昭化区总工会
为十余家水晶饰品等企业送上了
丰富的法律知识“大礼包”。此次
活动紧密结合企业和职工的特点
与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普法
宣讲。以“工会如何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为核心内容，围绕工会组织
建设、法律服务、困难救助、求学
圆梦、技能提升等方面，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
程》中与职工日常生活生产息息
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解读，引导职工树立化解矛盾
靠法的法治意识。

同时，昭化区总工会还面对
面为企业管理者解答疑惑，并发
放加入工会十大好处和流程、互
助保障宣传单，特别就工会建会
入会、会员实名制录入、法律援
助、普惠服务等内容进行逐一解
读。下一步，昭化区总工会将继续
加大送法进企业的力度，不断创
新活动形式，为企业和职工提供
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推动昭
化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贡献工会
的强大力量。

深秋的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枫香村，
远山青翠，几点鹅黄点缀着动人的秋之静
美。在这样动人的水墨画间，一处在村民
老宅基地上新建的田间民宿安驿·六间堂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纷至沓来的游客，让
该村的“乡村运营官”陈兴友在心里默默
盘算着：一年能增加多少村集体收入？相
应的配套服务又能安排多少村民就业？

11月 4日一大早，陈兴友就来到枫
香村村委会，一周一次的产业发展交流会
当天召开。“没有繁杂的会议流程，说的全
是‘干点点’。”陈兴友和村干部就这周产
业发展、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一
摆出，并提出意见建议。

据介绍，雎水镇枫香村位于川西平原
北部，距离城区 38公里，村里兼顾山地景
致、田坝风光、森林景色，因境内有一株千
年枫香树而得名。过去，这里守着丰富的
自然旅游资源，却困于没有产业植入和专
业化运营，缺乏造血功能。如何利用资源
优势发展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安州
区因地制宜探索“乡村产业运营官”模式，
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各方优势，整村推进
发展规划。

“枫香 IP”出圈
搅活乡村经济一池春水

记者了解到，2022年，安州区工商联
（总商会）副会长、四川合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兴友被聘为“乡村产业运营
官”。在陈兴友和团队的运营下，安驿箱
几、安驿·六间堂、驴友俱乐部、户外营地
等一系列带有“枫香 IP”的项目出圈，游
客纷至沓来。截至目前，成功签约农旅项
目 5个，总投资 1500余万元，带动特色水
产、特色研学等创收 420余万元，搅活了
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长久来看，如果乡村只建设、不经

营，只投入、不产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靠运营。”该村党

委书记张理志介绍，2022 年，“乡村产业
运营官”模式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村
集体与民营企业共同成立了运营公司。通
过公司的共同决议，将产业发展作为带动
枫香村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依
托枫香村丰富的山水资源、多彩的人文基
底，立足“特色农业 +科普基地 +田园旅
居”功能定位，全力建设乡村公园。

人心齐，产业兴。陈兴友及团队积极调
动自身的商业、资金、人脉资源，带领团队
深入田间地头对枫香村进行产业调研，同
时打造“数字枫香”运营平台，解决乡村资
源“谁买单”、乡村旅游口碑“怎么树”、乡村
振兴“为谁兴”等问题，实现村级资源市场
化运营，加速赋能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
“时下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一

些乡村苦守着好山好水好资源，却迟迟无
法变现。原因在于，乡村干部善于做群众
工作，但也存在短板，比如因为缺乏品牌
包装，在产品营销上存在短板。”安州区工
商联副主席强广思表示，安州区工商联立
足自身职能和优势，积极引导动员民营经
济人士担任“乡村产业运营官”，利用他们
的人脉、资源、渠道优势，帮助乡村打通文
旅产业和市场的“任督二脉”。
“为了避免盲目招引企业阻碍整村长

期发展，我们根据全村实际资源情况规划
了枫香景观大道、田园旅居线、研学补给
站、户外营地及拓展基地等产业业态 22
个。只有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才能
进入。”陈兴友介绍，目前田园民宿、露营

平台、泉塘坝生态园等 6大项目已经落地
实施，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串联村内
多个旅游景点，形成以当地田园风光为特
色的乡村田园式旅居环境。

“运营官”全区“开花”
特色产业“枝繁叶茂”

如今，安州区聚焦全区 15个脱贫村、
3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让“乡村产业
运营官”的模式在全区遍地开花，不仅长
出“枝繁叶茂”的特色产业，更是结出乡村
振兴的累累硕果———

黄土镇江池村“乡村产业运营官”任
洋靖丰，建立“公司 +园区 +联合体 +专
合社（家庭农场）+ 基地 + 农户”的发展
模式，铺设沼液肥输送管道近 60公里，覆
盖江池村等村组 6000余亩；牧场周边配
套土地 5000亩，流转土地近 2000亩，带
动农户种植青贮饲料 7000亩。

齐心村“乡村产业运营官”陈劲杰整
合全村文旅资源，着力打造民宿产业集
群，陆续推出“遇见·栖心”等各类特色民
宿 37家，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300余人，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16万元……

目前，安州区已聘任陈兴友、任洋靖
丰、陈劲杰等“乡村产业运营官”7名。下
一步，安州区将继续深化“乡村产业运营
官”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不断优化政策环
境与服务保障体系，推动成立“乡村产业
运营官联盟”，实现村企共建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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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安州区：

“乡村产业运营官”打通产业和市场的“任督二脉”
□安峥伏红梅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周韵尹翔高明山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眼下，四川省绵竹市的爱媛果冻橙陆续进
入成熟期，吸引了各地客商、游客前来采
购和尝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忙碌的丰
收景象。

11月 5日上午，记者在什地镇二圣
宫家庭农场看到，一个个色泽金黄、个头
饱满的爱媛果冻橙挂满枝头，散发出阵阵
清香。20余名群众背着背篓、拿着剪刀，
穿梭在果园里进行采摘。记者摘下一颗品
尝，剥开薄薄的果皮，饱满的果肉橙黄透
亮，肉粒清晰可见，咬下一口，汁水四溢，
十分香甜。

“我们种植了 10 亩爱媛果冻橙，11
月初进入成熟期，今年果子产量不错，亩
产在 4500斤左右。”二圣宫家庭农场绿色
食品内检员肖鹏说。凭借独特的气候、优
质的土壤条件以及科学的种植方式，他们
种植的爱媛果冻橙外观金黄、个大多汁、
甜度适中，深受消费者喜爱。除了爱媛果
冻橙，农场里还种植有耙耙柑、砂糖橘、甘
平柑橘等品种，共计 40余亩，每年 11 月
到次年 1月都有鲜果收获，为当地村民提
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在二圣宫家庭农场的小广场上，一筐
筐采摘好的爱媛果冻橙有序摆放。七八名

工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级、装筐、称重、
装车。“听说绵竹的爱媛果冻橙成熟了，我
们专门过来收购，因为这里的果子口感
好、品相佳，很受市场欢迎。今天要收购
2.5万斤左右，准备发往辽宁省。”一采购
商说。

在剑南街道五星村种植户任德英的
果园里，柑橘树连成片，硕果累累。三五游
客忙着采摘，好不欢乐。“这里的爱媛果冻
橙水分足、味道甜，价格也很实惠。今天天
气不错，特意约了好姐妹一起来采摘，准
备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都品尝一下。”游
客李大姐说。

今年是任德英种植爱媛果冻橙的第
8个年头，她采取家庭自行管理、游客进
园采摘的发展模式，既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坐果率，又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
的同时，尽享田园自然风光。同时，有效拓
宽了五星村农业产业发展路子，示范引领
更多农户加入到水果种植行列中。

以橘为媒，美了风景，富了村民，这是
绵竹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绵竹市依托资源优
势，积极发展集旅游、观光、采摘为一体的
农旅观光采摘体系，种植特色优质水果达
2.5万亩，不断做深农旅融合发展文章，逐
步形成了以田园综合体、乡村观光游、休
闲游为主的农旅产业，实现了季季有果
尝，年年有收益。今后，绵竹市还将在产业
提升、指导服务、品牌创建等方面下足功
夫，在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进一
步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实现
“甜蜜”增收。

四川省绵竹市：

爱媛丰收挂满枝 致富路上香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