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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天，4020斤，6414公里
——一名“90后”的草莓销售记

本报记者 赵青

彝乡贫困村的华丽嬗变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书写扶贫攻坚合格答卷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大槽乡大

槽村和阿坝州阿坝县垮沙乡哈木措

村，是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分别

于 2015 年和 2017 年实施对口帮扶

的贫困村。该院充分结合自身的资

源优势，先后派驻 7 名优秀青年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帮助两

个贫困村发展特色产业。

从最艰苦村到全县收入第一村

大槽村有 415 户 1400 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33户 539人。全村

最高海拔 3780 米，发生泥石流的地

段多，山体滑坡的风险高。在省卫健

委定点帮扶普格县的 10 个贫困村

中，大槽村是环境最恶劣、生活最艰

苦的地方。

自2015年底承担精准扶贫工作

以来，该院外科三支部与中共普格

县大槽乡大槽村委员会、行政二支

部与中共阿坝县哈木措村委员会分

别签订结对共建协议，进一步加强

院党委与帮扶村的联系和交流，建

立和完善帮扶村工作协调机制，按

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

的原则，共同打造“和谐文明平安

村”。院领导每年带队下村扶贫调研

慰问至少 12次，并开展多主题的扶

贫活动，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并与

当地县、乡、村干部密切联系，做好

对驻村干部的关心、服务和管理，确

保以发展集体经济带动扶贫工作抓

出实效。该村于 2016 年实现全县首

批脱贫。

2017 年，医院帮助建立普格县

大槽吉子养殖专业合作社，争取到

普格电商协会驻点大槽的电商服务

点设立在大槽村致富带头人什渣有

沙家，为以后大槽村的种植、养殖收

购提供了更方便、高效的服务。医院

持续支持大槽村养猪、羊、鸡，并为

村集体经济购买了 65只优质母羊、

2080 只优质鸡苗。“大槽乡村猪”入

驻普格县电商孵化园，全院以购代

捐1000斤，价值 6.5 万元“大槽乡村

猪”腊味特产。作为普格县青年创业

的唯一案例，合作社扶贫经验入编

《创业扶贫在凉山》。另外，驻村干部

帮助全村流转闲置土地 28.7 公顷，

大力培育经济作物烤烟、核桃、魔

芋、青花椒等，推进落实大槽村“定

制药园”项目，鼓励致富带头人带领

村民种植中药材丹参8.1公顷，同时

多次邀请农技专家进行现场讲解。

2019 年，医院又积极推动普格

县大槽乡集体经济——大槽村生态

养殖场建设项目，捐赠资金 10万元

建成 150平方米砖混结构双层牲畜

圈，还发动村组干部、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和村民投劳改善乡村道路，

协助施工队义务清理泥石流堆、填

埋路面沟槽水坑，快速完成 8 公里

大槽村通乡公路路面硬化，实现了

农副产品出得去、生产生活物资进

得来的梦想。驻村干部顺势推出了

“大槽乡村猪”腊货，通过以购代捐

1430 斤，获利 9 万余元。2019 年全

村的烤烟产量首次突破 60公顷，收

入 190 万元，大槽村第三次荣获全

县烤烟总销售额第一。

从贫困村到“四好村”

经 过 对 口 帮 扶 ，哈 木 措 村 于

2018 年底顺利脱贫，现有草场面积

5333 公顷，牲畜 1050 头，人均收入

从2013年的 1350元升至 2019年的

5000 元以上。增收得益于医院帮助

建立的哈木措村集体经济——10.5

公顷黑青稞种植基地。

医院资助捐赠了价值 2.21 万元

的黑青稞种子，在阿坝县级农技专

家的指导下，全部播种下地，收成约

7500公斤，医院购入1600公斤黑青

稞米开展“以购代捐”。2019 年，医

院又联合当地政府为哈木措村协调

了 52 万元入股阿坝县光伏电站和

砂石场作为集体经济收入，从而每

年为全村带来4.2万元的利益分红。

此外，医院切实抓好“四好村”

建设工作，以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为

抓手，由公益性岗位人员当先锋，全

村42户成立4个清洁小组负责哈木

措村的公共清洁卫生，驻村干部到

村民家中进行内务教学，设定标准，

每月每户开展卫生评比活动，设立

了 9 面“文明户流动红旗”，并且设

立了评比标准，由乡政府参与评比

打分。医院还为所有贫困户添置了

衣柜、棉被、炒锅、电饭锅等，张贴悬

挂了和谐、礼貌、友爱、奋斗等宣传

横幅和文明标语，并在垮沙乡开展

了厨艺技能培训。

经过建设，哈木措村基础设施

配套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宣传内容在重点路段随处可见，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养成了自觉

整理内务、叠衣叠被、爱护环境等

好习惯。“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成为全村最大的亮点，得到了

阿坝县委的高度赞扬并在全县复

制推广。2018 年，哈木措村获评阿

坝县“四好村”。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供稿）

44 天，行驶 6414 公里，帮助

村民销售草莓 4020 斤，村民直接

收益达12万元……

今年25岁的刘海川已经被成

都轨道集团派驻简阳市雷家镇石

岩寺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两年

了。2019年，他牵头建成了村级农

业产业园，带领贫困户种上了高

品质大棚草莓。可新冠肺炎疫情

来袭，村民出不去，经销商进不

来，上千斤草莓就要烂到棚里，

“致富果”要变成“赔钱果”。于是，

刘海川充当起了园区草莓的销售

员、快递员和售后员。

大年初四，一直在负责园区

草莓销售的刘海川从巴中老家急

急忙忙开车回到村里，一边组织

防疫工作，一边当起了全村草莓

的“销售员”。他发挥设计特长，把

草莓销售信息制作成精美海报，

发到社交平台上，吸引广大网友

关注。顾客线上下单付款，他线下

逐一进行“无接触”配送。

由于前期草莓销售积累了良

好的口碑，这次线上带货效果也

出奇的好，订单不断增长。他又充

当起“快递员”，每天奔波在成都

的大街小巷。

那段时间，他白天收单，晚上

整理订单，第二天凌晨摘草莓装

箱，从白天一直送货到晚上，再整

理订单、处理售后，每天只能睡四

五个小时。他送货全程不与人直

接接触，草莓也只是放在小区门

口，一日三餐全部在车上吃面包

和饼干。最多的一天，他送了 67

个小区。

为了把控草莓质量，实现售

后管理，他给每户种植户都建立

了“溯源系统”，并形成了二维码，

收购草莓时，哪一户交草莓给他，

他就贴哪户的“码”，实现质量可

追溯。按照售后原则，1箱质量有

问题，要赔偿 2箱。他一方面教育

种植户要“珍惜爱心，把控质量”，

另一方面，又把自己为了学习种

植技术而种的 3 棚草莓拿去赔

偿。目前其他种植户每个棚至少

赚了5000元，他却亏了本。

草莓种植初期，种植户大多

都是贫困户，一时拿不出钱买草

莓苗和肥料，此时刘海川的母亲

刚做完肝脏移植手术，吃抗排异

药物需要很大一笔钱，家里房子

已经抵押了，车子扶贫工作还需

要用，都不能卖……他的手里也

捉襟见肘。最后，他把东拼西凑借

来的 11万元，全部转手借给种植

户买种苗、营养土和肥料。为了让

贫困户安心种植草莓，他还和贫

困户签了“只赔不赚”的借条。但

“出手阔绰”的他，每次去石岩寺

村宁可开 3 个半小时的小路，也

为了节约过路费不走高速路。

在他驻村的两年时间里，共

争取扶贫资金 1000余万元，硬化

村组道路 32.8 公里，新建蓄水池

101 口，建成了现代农业示范园、

现代化村小学和提灌泵站，让

“交通不便、靠天吃饭”的石岩寺

村蜕变为全镇产业强村；他志愿

奉献，在村小学长期支教，并设

立奖学金、建设图书室、开展公

益游学，全方位助力孩子们健康

成长。他说，希望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好。

2020年深度贫困县
“科技扶贫万里行”活动
在四川启动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2020年深度贫困县“科技扶贫

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四川成

都举行。此次活动共组建 72 个专家

服务团，将为 45 个深度贫困县提供

235个团次的服务。

这是四川省连续第三年开展深

度贫困县“科技扶贫万里行”活动。

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已吹响总攻号，要坚决贯彻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毫不动摇地向攻

克深度贫困堡垒发起冲刺，以人才和

科技支撑助力夺取脱贫攻坚收官之

战的全面胜利。要扶持传统优势产

业，发展“短平快”种植养殖业，推进

工程项目建设，确保帮到点上、扶到

根上。

据悉，为集智聚力服务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四川省人才办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省林

草局等部门，统筹筛选了 45 个深度

贫困县255项需求作为帮扶项目，其

中，蔬菜、水果、核桃、畜禽养殖等24

个农林产品需求173项，住建、水利、

环保、自然资源、文旅等 5 个综合领

域需求 82项。启动仪式结束后，7个

专家服务团立即前往凉山州布拖、昭

觉、金阳等7个未摘帽贫困县展开对

口帮扶。

四川
多家博物馆有序开放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3 月 18 日，在闭馆 53 天以

后，四川博物院恢复对公众开放，开

放时间为9点至17点，当日限流共计

2000 人次。3 月 18 日上午 9 点，第一

批观众在经过提交预约码、健康码和

现场体温监测流程后，有序地步入展

厅参观。

除了四川博物院，连日来，四川

多家博物馆相继开放，包括成都武侯

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

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以及成都博物馆

等。据了解，为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多

家博物馆发出公告称参观观众入馆

时必须佩戴口罩，并需要出示本人身

份证或户口本等有效证件，以及健康

码等相关健康证明，还需进行体温测

量和实名登记。游览过程中，须与他

人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

与此同时，多家博物馆表示将暂

不提供人工讲解服务。为保障参观观

众的安全，营造文明、清洁、舒适的参

观环境，多家博物馆每日都会对展厅

和公共区域进行消毒、清洁维护。四

川博物院宣传营销部负责人介绍：

“我们每天定时打开展厅通风系统，

全院公共区域及展厅重点区域每天

坚持消毒三次。”

四川省总工会
就业创业服务月
招聘上线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为进一步

满足受疫情影响就业人员以及失业

人员、农民工、困难职工及家庭成员

等群体的就业需求，3 月 18 日，四川

省总工会整合资源，联合专业招聘渠

道和宣传平台，开通了 2020 年就业

创业服务月线上招聘服务。截至目

前，已吸引上千家企业参与，提供招

聘岗位数 1 万余个，用工需求量近 5

万人。

记者了解到，本次线上就业服务

平台支持同时在线沟通千人次以上，

管理简历数万份，企业可利用电脑+

网络环境在线管理简历，云端操作面

试结果，随时查看招聘进程，并自动

生成分析报告。求职者可获得在线求

职咨询服务，随时查看应聘进程。同

时，针对工会重点就业援助对象、受

疫情影响的就业困难群体，总工会会

组织专门工作人员，提供求职辅导、

简历定制和修改优化、岗位匹配、岗

位对接、政策咨询等各项就业创业服

务。此外，该线上就业服务平台24小

时（人工 12 小时在线咨询）在线服

务 ，打 破 了 线 下 招 聘 会 时 效 短 的

问题。

据悉，求职者可以通过关注“四

川工会”微信公众号、川工之家 APP

及合作平台等，在线浏览关注招聘信

息，省总工会也将根据企业与求职者

对接情况积极协助并提供点对点的

就业直通车服务，进一步满足受疫情

影响就业人员以及失业人员、农民

工、困难职工及家庭成员等群体的就

业需求，助力职工平安有序复工，企

业快速安全复产。省总工会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就业创业服务月线上招

聘服务将实现常态化，为失业人员、

农民工、困难职工及家庭成员等群体

的就业需求提供持续服务。

成都
不得对餐饮企业
恢复营业设置障碍

本报讯（记者 赵青）3月 18日，记

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关于一手抓防疫、一手

抓经济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成都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17条措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该局就支持食品经营

企业复工复产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出台了系列措施。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得对

餐饮单位恢复营业设置障碍，不得

擅自增加影响正常经营的限制性措

施！”该局食品经营处相关负责人明

确表示，将继续加强对餐饮单位日

常监管和恢复营业的政策指导，“一

是配合行政审批部门做好食品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补办延期申请、

换发证照的相关工作；同时，还将多

部门联动，指导、督促企业做好复工

复产期间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工作，

确保从业人员健康证延期使用政策

惠及企业。”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市场监管系

统将收集、汇总辖区餐饮单位反映的

困难和问题，加强相关政策指导和协

调解决工作，全力帮助餐饮企业恢复

营业。

邛崃
开展使用公勺公筷
宣传推广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使用公勺公筷，无论对于

疫情的控制，还是自身健康，都非常

重要，这个宣传活动非常有意义。”3

月 17 日，在四川省邛崃市瑞云欣广

场，市民杨女士拿到志愿者递过来的

宣传单后说。为倡导居民养成健康的

用餐习惯，当天，邛崃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在瑞云欣广场组织开展使

用公勺公筷宣传推广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过往行人、餐

饮店发放了使用公勺公筷宣传单，倡

导市民转变观念，养成良好用餐习

惯，在家庭聚餐时设置公勺公筷，并

提醒商家自觉树立健康服务理念。廖

秋萍是邛崃市瑞云欣广场某西餐厅

的运营经理，她表示：“使用公勺公

筷，无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疫情过

后，都是非常必要的举措。我们餐厅

在复工之前就提前准备好1000套公

勺公筷供顾客使用，当顾客用餐时，

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使用公勺公筷。”

据悉，邛崃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还将走进社区、学校，开展公勺公

筷使用宣传推广活动，为形成健康安

全用餐、文明用餐的良好氛围打下坚

实的基础。

脱贫攻坚·定点帮扶

近日，江西省峡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科技特派员送技下乡”服务活动，组织农业、气象等部门的科技志愿者来到田间地头，及时解

决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脱贫攻坚和春耕生产提供科技支撑和保障。图为 3 月 19 日，在该县金坪民族乡新民村，科技志愿者在向

村民传授水蜜桃管理技术。 陈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