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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不沾泥 阡陌连坡地
——“云南第一坝”春日见闻

青春闪耀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理念创新

“党建+扶贫”凸显堡垒作用

为了以党的建设推动脱贫

攻坚，团省委联合 7家省级帮扶

部门，专门成立帮扶工作一线临

时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利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契机，前

往巴塘县给基层党员和帮扶干

部上党课，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定期开展“三会一课”，加强

援藏干部思想教育；定期开展谈

心谈话，了解干部思想状况；定

期开展文体活动，让干部保持良

好身心状态。大家都说，自从有

了临时党支部，感觉有了依靠，

倍感温暖。

建立完善帮扶单位联席会

议制度，年初定期会商制定全年

帮扶计划，每季度对项目开展情

况进行汇总分析，每月组织专人

到帮扶地督导项目实施进度，为

一线临时党支部统筹推进各项

帮扶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临时党支部发挥组织优势，

邀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标兵吴艳、赵海伶、宁伟等，到巴

塘实地培养党员生产示范户，带

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致富。联

合其他党支部共同开展“互联

网+乡村振兴”“争做文明卫生

户”等主题活动，实现基层党建

与脱贫攻坚“双促双赢”。

机制创新
“团组织+扶贫”凸显青年作用

团省委把团的品牌工作与

定点帮扶紧密结合，注重持续

化、精准化、项目化推动帮扶

工作。

实行“团省委班子成员+支

部+贫困户”结对帮扶模式，每

年制定实施机关干部全员参与

的年度帮扶方案。在机构改革

中，机关专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

“脱贫攻坚项目组”。

为每户贫困户量体裁衣制

定针对性帮扶措施，比如，为非

异地搬迁无房户争取安家补助、

帮助住进廉租房，彻底解决了住

房难题；为因公致残的村民最大

化的争取补偿款、为返乡待业的

青年在县城找到工作、为村里的

第一位大学生发放奖学金；帮助

党巴村左眼失明的丁真正光小

朋友安上了义眼。

新建成的党巴共青文化广

场国旗高高飘扬，国道 318线上

“青年诚信超市”游客如织，“童

伴之家”为藏区留守儿童带来温

暖，“免费车票”解决了贫困学生

的上下学难题，一系列“青”字号

品牌项目在高原上成为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

模式创新
“社会力量+扶贫”凸显纽带作用

团省委注重发挥组织优势，

广泛协同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

建 立“ 政 府 引 导 + 社 会 参

与+市场运作+公益发动”机

制，帮助制定《消费扶贫产业振

兴帮扶规划》，推行先富带后富

引导措施。2016 年，引导党巴村

村民格绒志玛尝试种植雪菊，

年增收 5万元，成为全县致富明

星。2019 年，又帮助郎翁村民扩

种雪菊 3.3 公顷，产值近百万

元，促进户均增收 700 余元。在

做强产业的基础上，团省委采

取“帮扶单位+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通过“青创计划”招

引优秀创业青年到巴塘，成功

孵化全县第一家电商农业公

司，打造了“五彩藏乡”特色农

业品牌，并邀请其入驻“四川青

创商城”。同时，引入多家卫视

拍摄农产品专题片，联合京东

开展线上众筹，仅 30 分钟就销

售农产品20余万元。

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和个人

助力民生改善，建起了第一家

公益协会格桑梅朵，围绕助学、

助残、助农等公益活动，面向社

会筹集爱心资金 200余万元，惠

及群众2000余人。2019年，组织

动员省青联委员捐赠总价值 53

万元的资金和物资，专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大排查中发现

的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群体实

际困难。

站在为党争取人心的战略

高度，帮扶工作中紧盯全县控

辍保学重点目标。逢年过节，团

省委挨家逐户排查并搞好慰问

走访工作，传递党委、政府关

怀。针对家中有学生和老人的

贫困户，团省委积极协同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在各方面给予倾

斜。藏族老乡很多都患有高血

压、关节炎等疾病，又发动省青

联医药卫生界别委员开展爱心

义诊和业务培训，发放价值 40

余万元的医疗卫生器材和药

品，为老乡们提供了有效的医

疗卫生帮助，藏区老百姓为帮

扶干部端上的那碗酥油茶就是

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共青团四川省委供稿）

28岁的顾月娥以前没干过庄稼

活，从外乡嫁到陆良县大莫古镇以

后，最近跟着丈夫去蔬菜基地打工，

开始了她的第一个“春耕”。

和传统的种地不同，顾月娥不

用翻地，也不弯腰施肥。她把一株株

菜苗从托盘里取出，放到管道的孔

径中。栽了半晌菜，她脚上的黑皮靴

也不见泥巴。

陆良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坝区

面积 770 余平方公里，是云岭高原

面积最大的坝区，盛产粮食、蔬菜和

花卉等。

近日，笔者走进这个“云南第一

坝”，从不沾泥的春耕，到阡陌连坡

地的期许，都让人感受到这个春天

的希望与活力。

顾月娥和丈夫打工的地方是云

南陆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培蔬菜

基地，这里 700 亩的现代化智能温

室整齐连片。

走进温室内，满园春色扑面而

来，立体搭架、管道栽培等让人眼

前一亮，一大排沙拉菜快到了采收

期，绿珊瑚青翠欲滴，红珊瑚紫里

透亮。

水培蔬菜，关键在水。一根根

PVC管道整齐排列。在这条白色“动

脉”上的孔径里，蔬菜从循环的营养

液中汲取养分。

“水培蔬菜用水用肥量比土壤

栽培节约 90%，用工量比土壤栽培

节约 70%，没有翻地、整地、施底肥

环节，每年能种植 12 茬，亩产值可

达 14 万多元。”陆航公司行政部经

理李伟林介绍。

春节过后，当地党委政府给陆

航公司开通复产绿色通道，一辆辆

蔬菜车开始启运，公司还向湖北捐

赠了92吨蔬菜。

陆良是云南坚持疫情防控和农

业生产两手抓的缩影。目前云南对

武汉、深圳、北京、上海等国内重要

消费市场的蔬菜供货，已基本恢复

去年同期水平。

2 月 1 日至今，陆良已外销蔬

菜 7.5 万多吨。“刚开始阻击新冠肺

炎疫情时种下的小菜苗，现在该采

收了。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好好干，

没 有 什 么 过 不 去 的 难 关 。”李 伟

林说。

和李伟林一样，53 岁的庄稼汉

苏祥中也对这个春天充满期待。最

近，他去山上的施工现场看了一圈

后，找到挂村帮扶的陆良县召夸镇

纪委书记朱浩沁说：“我要让老牛歇

着了，贷款也要买台拖拉机！”

苏祥中家在召夸镇大栗树村新

寨村民小组，这里的坡地常年干旱

缺水，远远望去，山上黄一块绿一

块，黄的是种烤烟后刚翻了田，绿的

是苜蓿和豌豆。

2 月 21 日，“疫情防控不松劲”

的喇叭声从村里传出来，挖掘机的

轰鸣声也回响在山间，大栗树村粮

食增收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山地的小路只能走牛车，坑坑洼

洼。一亩洋芋收两三吨，牛车至少得拉

五六趟，一半的洋芋都能颠破皮，商贩

都不收。”苏祥中说。

朱浩沁告诉笔者，这个投资900

万元的惠民工程建设规模 7500亩，

要修 18 条砂石路和 3 座交通桥，覆

盖 4 个自然村，5 月中旬就会完工，

不耽误春耕备耕，这不仅节约群众

的劳动力，还将为今后的土地流转

打下基础。

在大栗树村的施工现场，几台

挖掘机奋力开挖路基，不时有群众

来打听情况。山里风大，但议论的话

语依然清晰：“以后洋芋能在地头装

车了！”“今年可以多租几亩地！”

春光不负，农时不误。云岭大

地，只争朝夕。

(新华社 吉哲鹏)

四川普格县爱心专车
送82名农民工
赴广东务工

本报讯 (记 者 赵青 实 习 记 者

李林晅）日前，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

开通送农民工外出务工爱心专车，将

各乡镇的 82 名农民工分 2 批送至广

东省佛山市，帮助他们顺利复工。这

项活动也是普格县“春风行动”的系

列活动之一。

为确保农民工的旅途安全，该县

工作人员还给农民工发放了医用口

罩、消毒液，讲解了疫情防控知识，并

安排了相关工作人员随车护送。据

悉，从今年 1 月开始，普格县已通过

劳务输出输送 9772 名农民工外出务

工。此次行动是普格县首次举办的

“春风行动”的系列活动，由普格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

局、县交通运输局 3 家单位联合举

办，旨在进一步拓宽农民工就业渠

道，实现区域优势互补，鼓励广大农

民工，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走出

家门。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脱贫攻坚收官战，普格县在开展“春

风行动”过程中，着眼“务工意愿、企

业需求、民工能级”三个重点，通过

县、乡、村、组四级层层对接，入户走

访、问卷调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掌

握意愿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技术等方

面的信息，通过与企业对接交流等多

种方式，全面摸排了农民工的就业意

向和企业用人要求，积极组织引导疫

情期间外出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

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切实维

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四川省司法厅日前联合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台《妥善处理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旅游投诉、调解、诉讼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妥善处

理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投诉纠纷。

《意见》指出，各地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人民法院以及人民

调解组织应多措并举，积极稳妥

化解此类纠纷。要积极发挥职能

部门协调作用，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组织应

对纠纷进行分类，做出相应处置

方案，并根据实际通过微信、QQ、

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线上解决

旅游投诉及纠纷，力促纠纷双方

协商解决。要指导文旅企业有效

开展调处工作,倡议文化旅游企

业迅速开展线上处理投诉、制定

多种投诉协商方案，文旅行政部

门加强对投诉处理人员的指导，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应抽调熟悉旅

游纠纷处理规则的调解员进行调

处工作，引导纠纷当事人优先选择

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此外,要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引

导旅游者依法维权、合理维权。

成都市女知识分子联合会
以实际行动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王运秋）连日来，成都市

女知识分子联合会的会员们以各种

方式积极参与抗“疫”，在微信群里

宣传、讲解抗“疫”知识，树立对疫情

的科学认知，不信谣、不传谣，以实

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女知联党支部书记马晓蓉时常

及时地在微信群里转发官方数据，

协助大家强化对疫情的实时了解；

会长张虹带队慰问了坚守在一线的

基层干部和新闻工作者，关注他们

的身体健康；副会长王茄组织团队

为防控一线医院和医护人员捐赠防

疫药品和保障物资，截至2月 24日，

共募集 186661 元善款，并多方协调

采购 N95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

毒液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捐赠到甘

孜州等疫情重灾区及疫情防控一线

医疗机构；副会长杨继芬带领的心

理分会会员奔赴一线，送去了爱心

人士的捐资及由团队组织的口罩

226个、手套 40双；常务理事焦铃用

原创诗歌为武汉加油。

成都职工APP
发布3.3万个岗位
促就业助生产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成都

市总工会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对企业

和职工的影响。为了积极响应中央关

于复工复产的号召，落实春风行动，

成都市总工会依托成都职工 APP 于

2 月 17 日上线了招工就业的服务平

台，吸引了众多的成都本地企业和求

职者关注。截至目前，已有 620 家企

业注册使用平台，发布岗位类别1477

个，共计 3.3 万个用工需求，吸引了

4526名求职者注册投递简历，及时有

效地缓解了企业的招工难和求职者

的就业难问题，为促就业助生产提供

信心。

为了覆盖尽可能多的求职者，连

日来，成都市总工会积极对接企业，

充分利用好工会的资源，发挥好工会

的职能，精准对接用工者和求职者的

需求，为企业的复工保驾护航。据了

解，下一步，成都市总工会将进一步

对接企业资源，到时会有更多的企业

提供更多的岗位，另外一方面将通过

基数庞大的职工群体，为企业的复工

提供有力的支持。

疫情期间
广告监管不松劲

本报讯（记者 赵青）3月 3日，记

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为保持对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严管

态势，维护成都市广告市场的稳定有

序，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主动作为，持

续加强广告监管。

“我们第一时间捕捉当前广告市

场存在的问题，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机制，加强预警研判，促使监管关

口前移，提升监管工作效率。”该局广

告处相关负责人表示，1月 22日至 3

月 3 日，该局共监测传统媒体广告

130632 条次，监测互联网媒体广告

5453 条次，监测户外广告媒体 3068

条次，发现疫情有关广告线索 3 条

次。该局还向全市广告经营者发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市广告人在

行动倡议书》，倡议广告经营者守法

经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得到了公交、机场、电梯、

LED 屏等场所的广告经营者积极

响应。

该负责人提醒全市广告经营者

和发布单位，禁止发布含有涉及“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治疗、治愈、偏

方”等内容的虚假违法广告，禁止发

布未经审查或者擅自篡改审查批准

内容的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禁

止发布含有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出售、购买、转让”等内容的违法广

告，一经发现，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

时间责令停止发布，依法查处。

四川：妥善处理疫情期间旅游纠纷

本报讯（卢卿卿 邓晓川）3 月

4 日，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了一场特

殊的“好人故事会”。由于正处在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好人故

事会”的现场没有一位观众，但

这并没有影响宣讲人的热情，因

为直播和录播在同步进行。这也

是该区文明办创新“好人故事

会”的一幕。

宣讲中，第六届吉安市道德

模范提名奖、“青原好人志愿宣

讲团”成员曾繁军通过网络直播

向网友和当地群众讲述了自己

的平凡故事，并分享了自己的感

悟。2017 年 12 月 12 日，“90 后”

曾繁军在送快递时，因躲避迎面

的车辆，导致电动车冲上人行道

侧翻倒在停靠在路边的私家车

上，但他没有逃避，在小区里挨

家挨户地敲门寻找车主。他这种

敢于担当的可贵品质，不仅感动

了车主，而且也感动了社会。直

播中，曾繁军还分享了疫情防控

期间在他看来平常却让我们感

动的小故事。他的“线上”宣讲

分享，触动了网友和当地群众的

心弦，让大家感受到道德的力

量。宣讲分享视频在各大微信群

转发后，网友纷纷点赞留言，表

示要好好学习他的精神，把这些

美德传递下去。据统计，有近万

名网友和当地群众通过直播和

转发录播视频收看了此次好人

故事宣讲会。

据悉，为持续推动“好人故

事会”，青原区积极克服疫情防

控期间不便集中宣讲的实际情

况，以学雷锋日为契机，发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载体作用，邀

请本地道德模范以“好人故事

会 ”形 式 在“ 线 上 ”宣 讲 ，开 展

“学雷锋、讲文明、树新风”网络

文明传播活动，并转发录播视

频，向广大网友和当地群众分

享 、传 播 新 时 代 好 人 精 神 ，让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服务精神深入人心。

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要求，

共青团四川省委（以下简称“团省

委”）定点帮扶甘孜州巴塘县及党

巴村、郎翁村。2015 年以来，团省

委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要

求，把帮扶工作作为首要责任、第

一任务，坚持组织化帮扶与社会

化发动相结合，充分发挥社会扶

贫桥梁纽带作用，实施项目和资

金物资有效落地。

在团省委的帮扶下，2018 年，

郎翁村被评为县级“四好新村”，

党巴村被评为省级“四好村”“民

族团结示范村”；2019 年郎翁村被

评为省级“文化扶贫示范村”、州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党巴村被

评为甘孜州“最美村寨”。

2019 年，实施项目 41 个，投入

资金物资 700 余万元，覆盖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医疗保

障等 10 余个方面；2015 年以来，

先后选派 5 名优秀机关干部、125

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接力扶贫，累

计实施项目 119 个，整合资金物资

3200 余万元。

江西青原：一场特殊的“好人故事会”

脱贫攻坚·定点帮扶

共青文化广场共青文化广场

““童伴计划童伴计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