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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是今年国
家“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安全生产这根弦一直
都得紧绷着。因为说到底，安全生产大于天，没
有实现“安全”，这样的“生产”就会大打折扣。

仔细想来，在我们的一切生产活动中，包括
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还有服务业的运转，它们
虽然行业门类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
这些生产，都是无差别的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的
过程，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价值和社会财
富。如果生产的过程中，以没有实现安全、以损
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那么，这样通
过生产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和社会财富，又有什么
意义呢？

从尊重生命、保障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安
全生产就被提到很高的高度，可以说，“安全”与

“生产”是相伴生的关系，自从有了“生产”，“安
全”就随之而来、必不可少，二者可谓如影随形，
须臾不可离。加之现代生产具有规模化、大型
化、分工日益精细化等特点，高度依赖于生产者
的科学素养、科技技能和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
稍有疏忽，就可能产生非常大的安全事故，损害
生产者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这种意义上
来说，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千万条，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条，一切的一切都
是围绕这一条而展开。

在“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这一最高安全生产
原则下，我们完善法律，建章立制，责任到人；我
们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安全具有否决权”，坚持“三同时”“四不放过”和
“三个同步”；我们强化追责，同时在预防为主和
综合治理上下功夫，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抓好安全生产，明确重点，也至关重要。煤
矿生产、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安全等重要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管理，尤其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
程。现在又处于汛期，对水上交通、水库水电站
和重点水利设施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疫情
防控期间，在人员密集场所也要多加防护。以上
这些都需要重点关照，倍加重视，以实现高效生
产下的安全、安全基础上的高质量生产。

安全生产大于天
■ 山野

本报讯（记者 周洁）为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法
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今年以来，夹
江县司法局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法治宣传活动，提
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营造浓厚的禁毒宣传
氛围。

今年以来，该局共印发《夹江县关于严厉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2万余份，以村（社区）
为单位张贴至全县公共区域，并将《通告》内容录制
为音频每日进行轮流播放。同时，通过LED滚动
播放禁毒法治宣传标语，在医院、银行、车站、大型
商场和娱乐场所等设置禁毒法治宣传图书角267
个，摆放宣传资料2.14万份。通过形式多样的宣
传，营造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物流行业对涉毒线索的敏感性，
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该局在法治宣传活动中

“精准投放”，提升物流行业禁毒意识。近日，该局
对县内5家主要物流行业开展“拒毒防毒安全寄
递”主题禁毒法治宣传活动。

加强对特殊群体的管控。今年以来，该局探索
建立县内涉毒社区矫正对象和涉毒刑满释放人员
的排查、管理和控制机制，重点加强对106名列管
社区矫正对象毒品知识教育活动。全县9个司法
所积极参与乡镇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累计开
展线上教育活动3次、群发短信100余条，走访3
次、重点对象谈话6次，特殊群体的禁毒意识和法
治意识显著提升。

夹江县司法局

多举措开展禁毒法治宣传

叶儿粑是乐山的传统美食，
直到今日，不少老乐山人一到春
节，依旧会包些叶儿粑作为年货，
或自己享用或赠亲送友，以表祝
福之意。香甜软糯的糯米粑外
皮，加上或甜或咸且充满油脂的
内馅儿，一口下去，满口都是在外
游子熟悉的家乡味。

除了原滋原味的白皮和香甜
可口的红皮，你能想到，这小小的
叶儿粑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吗？
在犍为县，改变正在发生。

让叶儿粑变出新花样的人名
叫叶国运，是土生土长的犍为
人。两年前，他在犍为县城内开
了一家粑店，卖起了叶儿粑、泡粑
和包谷粑等。

“我们这里老一辈都会做粑，
我想通过开粑店，将这份手艺传
承下去，让更多人吃到这个传统
美食。”叶国运认为，随着时代的
发展，会做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
吃粑的人却总会一代接着一代，
这关乎传承，也是商机。

在叶国运的粑店，每天都有
近 10名员工分组围坐在几个不
同的操作台前，他们用熟练的手
法不停地包制着各类美食。货架
上，已经蒸煮好的产品摆得满满
当当，这其中，几个色彩鲜艳的叶
儿粑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五彩叶儿粑’。”叶国
运边说，边递过一个黄色外皮的

叶儿粑，邀请记者尝试。
剥掉最外层的绿叶，一个冒

着热气、色泽黄润的叶儿粑完全
呈现，直勾勾地激起人的食欲。
吹散几分热气，小口咬下一部分
外皮仔细咀嚼，一股混合了粑叶
清香和南瓜香甜的美味顿时充满
口腔，让人倍感新奇。顺势继续
轻咬，满是油脂的肉馅儿与软糯

的外皮在口中相遇，叶香、瓜香、
肉香与咸甜口味深度融合，带来
立体味蕾的多重享受。

“这个黄皮是用南瓜与糯米
混合而成，我们还推出了混合有
菠菜汁叶的绿皮和混有紫薯的紫
皮，加上原来传统的原味白皮和
红糖红皮，一共是五种颜色。”说
着，叶国运将记者带进了后厨。

突破创新传统美食搞出新花样

“五彩叶儿粑”带来好销量
■ 记者 马锐 文/图 打汁、和粉、揉搓、放馅、包叶、

上笼、蒸煮……经过员工们一系列
的熟练操作，一笼五彩缤纷的叶儿
粑带着热气，新鲜出炉，引得过往
食客争相购买。

聊起给叶儿粑变花样的初衷，
叶国运表示，他就是想通过一些创
新尝试，让传统的叶儿粑能够在外
形和口感上有所突破，从而吸引更
多的人爱上这道美食。

“现在是在外皮上有改变，下
一步我还想尝试在馅儿上做文章，
比如加入五仁、海鲜等。”叶国运
说，现如今，“五彩叶儿粑”已经占
据了他店里各种粑食销量的70%
以上，“这充分说明，有生命力的传
承、紧跟时代的创新必不可少。”

6月中旬，犍为县罗城镇铁
岭村九组村民张建成和张奎兄
弟俩的百亩果园，即将迎来李子
丰收的季节。

近日，笔者在百亩果园看
到，一排排李子树青翠欲滴，迎
风招展，或青或紫的李子挂在枝
头，即将成熟，长势喜人。

2017年下半年，在西藏等地
跑长途运输的张建成回到家乡，
和兄弟张奎一起，以每亩300至
400元不等的价格，从附近村民
手中成片流转土地110多亩，全
部用于水果种植。3年来，他们
始终坚持健康、环保、高品质的
水果种植理念，采取以生态为主

的管理模式打造绿色果品，采用
割草机除草，不打除草剂，施农
家肥、有机肥等，让每一个消费
者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每年农忙期间，每天都有
附近二三十名村民进场务工，
负责在果园内除草松土、施肥
灌溉、修枝剪丫、疏花疏果和
采摘果子等。仅此一项，兄弟
俩每年都要支出20多万元，带
动村民增收。

现在，经过张建成、张奎
兄弟俩的精心管护，他们的农
场里种植的蜂糖李、五月脆李
等长势良好，今年试挂果5000
公斤左右，丰收在望。明年正
式投产，预计产量可达 5万公
斤。

俩兄弟创业
生态李子初投产

本报讯（贾首健 文/图）金银花
开，金银满钵。近日，笔者走进峨边
彝族自治县新林镇黄泥村金银花种
植基地，漫山遍野的金银花株上，一
根根饱满的花蕾如“银针”般挂满枝
头。来自该镇黄泥村、茗新村的村民
们正忙着采摘，一个个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在一株70厘米左右的金银花株
前，黄泥村村民介来洛子熟练地采摘
着，不一会儿就摘下一大把金银花，
斜挎胸前的竹篓被装得满满的。“在
这儿采摘金银花，一天能挣百十来块
钱，还能照顾家里的小孩，挺不错的
……”介来洛子高兴地说。金银花的
花期分两季，每季都有丰产期和非丰
产期。在非丰产期，鲜金银花的务工
费高达每公斤30元，丰产期每公斤
最少也有16元左右，一个成年人一
天下来，基本上能收入120元左右。

“像我们这样一没技术二没特
长，年龄又老大不小的了，外出打工
根本没人要。没想到现在家门口就
能挣钱……”正在采摘的敖提阿星说
道。据悉，为了吸引附近农户、贫困
户参与金银花采摘，该基地用工不限
年龄和时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每
天有近30人在基地上务工挣钱。

“为了保障群众能就近务工增
收，黄泥村‘两委’通过村民大会，
整合160万元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东西部扶贫资金，流转250亩土地
发展金银花种植，壮大集体经济，
这样群众既能在土地流转、基地务
工方面实现增收，同时村集体经济也
得到长足发展。”新林镇党委书记徐
现明介绍。

据悉，为了依托产业助农增收，

新林镇整合主导产业资金在金星、水
井等9个村同时发展种植金银花907
亩，同时引进峨边彝族自治县惠康农
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该镇楠木村
和金星村共种植金银花2500亩，实
现了全镇金银花种植产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在这一主导产业发展过
程中，峨边彝族自治县惠康农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统一提供技
术支持、统一采摘、统一收购、统一加
工和统一销售，金银花名副其实成了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之花”。

■ 刘开全 王文明

新林镇 金银花开幸福来

采摘金银花，务工收入多。

员工们正在包制各色叶儿粑

““五彩叶儿粑五彩叶儿粑””引人注目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