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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推进项目“挂图
作战”等中心工作中忠于职
守、无私奉献；在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等急难
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不辱
使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和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等重
大突发事件面前挺身而出、
奋勇争先……近日，市委决
定授予立克拢拢等 10 名同
志第七届“乐山好干部”称
号。为激励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争当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干
部，本报从即日起开设“第
七届‘乐山好干部’”专栏，
报道“乐山好干部”的先进
事迹。敬请关注。

编者按

■ 记者 张波 文/图

2021 年春节假期，位于犍为县清溪镇的

世界茉莉博览园推出“白+黑”的游览模式，

白天快乐游园，晚上品赏花灯，成为市民、游

客就地出游好去处。

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居民收入

的增加。“要感谢杨书记，没有他的强力推

动，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走进群众当

中，大家纷纷为清溪镇党委书记杨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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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工作多年的杨周，与群众感情深厚，他深知群众缺什
么、想什么、盼什么。他致力于群众的腰包更鼓，聚焦脱贫攻坚，
下足绣花功夫。近年来，全镇实施危房改造76户，易地扶贫搬迁
20户，解决饮水困难110户，兑现产业扶贫专项资金173万元，
小额信贷户数和总额均位居全县前列；建档立卡贫困户416户
1165人全部如期实现脱贫目标，确保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杨周还致力于群众生活环境更优。清
溪镇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保护传统村落与新建聚居点相结
合，宜聚则聚，宜散则散，建成和平、盐坪、龙门3个聚居点，推进
桫椤大道两侧190余户农房庭院风貌提升改造。投入资金780
余万元，硬化盐坪村等11个村共计30.859公里村组道路。智仁
外国语学校、清溪高中、帅家沟小学、清溪卫生院等民生工程得
以落地、落实。

杨周

赢民心 在服务中践行治理理念创模式 在发展中做好先锋表率

清溪镇的茉莉花种植历史悠久，
被称为全国四大茉莉花基地之一。
但多年来受制于鲜花产量与质量下
降、种植品种单一、市场开发力度不
足等因素，当地茉莉花产业发展受
到影响。

面对严峻形势，杨周立足产业实
际，积极探索把支部建在产业上，牵
头成立茉莉花党委，下设种植、劳务、
销售、体验、项目5个党支部，依托农
民夜校，定期聘请农技专家为群众免
费传授种植技术，组织镇种植能手和
一般农户开展结对帮扶，主动与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川农大等科研院所对
接合作，开展技术培训 25期，新引
进、培育优质茉莉花70种，建成集茉
莉鲜花市场、茉莉茶加工示范园区、
茶叶冷藏专用库、农村电商孵化中心

为一体的区域性茶叶专业集散中心
市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力促
进花、茶产业整体提升。

目前，清溪镇种植茉莉花面积超
2万亩，品种147种，2020年产值达
2.24亿元，加工生产茉莉花茶1800
余吨。

“产业要强，还得在附加值上下
功夫，一定要把清溪茉莉这张名片
递出市、传出省！”2018年，一门心思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的杨周终于盼来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投资5亿元，
核心区面积 1300 亩、拓展区 5000
亩、辐射区范围1.2万亩的“世界茉
莉博览园”田园综合体项目，即将落
户清溪镇。这让杨周心动不已。

为让项目尽快落地，杨周根据镇
村干部能力特点，合理分配工作任

务，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政策宣讲、纠
纷调解、土地丈量、法律咨询4个工
作组，坚持白天带头进村入户做工
作，晚上组织集中召开碰头会，收集
意见、研判问题、科学决策。最终，仅
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核心区1300亩
的土地交地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年5月，
世界茉莉博览园在清溪镇顺利开
园。这个春节，博览园集研学、观赏、
游乐、购物、餐饮于一体的文旅项目
惊艳各地游客，成功为“茉莉之乡”
开启“闻香之旅”。世界茉莉博览园
获评川台文旅交流合作示范基地、
2020乐山文化旅游“新十景”、成渝
潮流新地标、省级花卉产业园区、省
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国家3A级旅
游景区等多项荣誉。

本报讯（记者 宋雪 文/图）吹响“集
结号”、冲刺“开门红”，记者从市中区
交通运输局获悉，连日来，在部分交通
项目春节不停工的基础上，市中区多
个交通项目有序复工复产，掀起新一
轮建设高潮。

2月23日，省道215线大件过境公
路工程项目建设正火热推进。记者在
位于市中区水口镇的施工现场看到，
装载车辆、挖掘机、压路机等往来穿
梭，进行路基填筑，多名施工人员在旁
指挥配合，现场忙碌而有序。

“我们已有 180 多名施工人员返
岗，预计这几天全员到齐。”省道215线
大件过境公路工程项目安全总监朱晓
辉告诉记者，该项目起于夹江县，经市
中区苏稽、水口等镇后止于乐山高新
区，建成后将成为中心城区过境环线
的交通大通道。“目前，我们多点位同
时施工，其中重要控制性工程大渡河
特大桥正进行主桥挂篮施工，预计将
在11月贯通。”朱晓辉说。

记者在市中区牟子镇看到，省道
103线青五路已完成3.6公里提前通车
段的路基施工，施工人员正忙着做防

护排水、绿化等工作，为接下来的路面
施工做准备。

“项目2月19日复工，目前已到岗
120多人，其余施工人员正陆续到岗，
即将开展沥青铺筑工作。”项目二分部
经理任传平告诉记者，预计今年6月，
连接牟子片区和全福片区的3.6公里
提前通车段将全面完工；项目全线竣
工通车后，将成为乐山、眉山两地的快
速干道，有利于实现区域交通和城市
交通综合协调发展。

按下复工建设“快捷键”的，不仅
是“挂图作战”重点交通项目，在市中
区通江街道敖坝社区宋中坝处，便民
漫水桥工程现场也是一片繁忙。

“作为岷江的江心岛，宋中坝四面
环水，坝上140多名群众平时就靠临时
填筑的漫水路基过江，每到涨水就出
行难，大家对这座桥盼了很久。”市中
区公路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凌告诉
记者，2月20日，连接宋中坝的便民漫
水桥全面开工，该桥长173米、桥梁宽
度5米，力争在5月汛期来临前完工投
用，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

省道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火热推进，省道103线青五路完成3.6公里提前通车段路基施工，通江街道敖坝社区宋中坝便民漫水
桥工程现场一片繁忙——

市中区交通项目复工建设掀高潮

省道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建设现场

本报讯（胡丽君）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如何补
齐农村治安防控短板？为此，井研县公安局启动

“一村一辅警”三年规划建设。近日，该县首批招录
的50名驻村兼职辅警全部上岗，打通农村社会治
理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井研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农村散居、留守情况
较为普遍，农村矛盾纠纷调解与治理力量短缺、基
层警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井研县公安局抢抓
市域社会治理机遇，从基层视角谋划，率先推行

“一村一辅警”工作机制，积极破解当前农村社会
治理难题，有效推动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转变。

据悉，井研县公安局以“专职辅警”和“兼职辅
警”相结合的方式，分3年（2020年、2021年、2022
年）逐步实施完成。2020年在21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和17个重点村（社区）先行试点；2021年“一村
一辅警”覆盖全县村（社区）70%；2022年实现全面
覆盖。

“一村一辅警”作为乡村警务改革的新途径，开
创了乡村警务治理新格局。1月24日，周坡镇石马
村七组一村民家中起火，该村驻村辅警徐杰迅速
赶到现场参与救火，最终成功控制火势、扑灭大
火。周坡派出所所长陈荣繁表示：“派出所出警半
个小时才能到达火灾现场，而驻村辅警仅在5分钟
内就来到现场参与救火，真正做到了‘防患未
然’。”

井研“一村一辅警”运行以来，驻村辅警共走访
群众1万余户，登记维护实有人口信息5万余条，
开展反诈、禁毒等法治宣传500余次，调解矛盾纠
纷127起，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40余件，协助破获
盗窃案件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为群众挽回
损失2.3万元，实现了警务触角前移，大大提升了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井研率先推行
“一村一辅警”

杨周在工作中杨周在工作中

（紧接第1版）村村有特色产业基地，打造“微田园”
“微菜园”。今年1月，高笋乡成功创建为乐山市乡
村振兴先进乡镇，市级茶—李现代农业园区，为乡
村振兴起好头、开好局。

第三件事情：疫情防控能担当。面临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师玉容不畏惧不退缩，迅速建立
指挥部，成立联合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突击队，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送粮送油上门服务，从下到上筑
牢疫情防控网，维护一方百姓平安。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很是考验干部。为了工作，她
曾经有两个月不回家，能吃苦、舍得干。

去年1月，担任沐川县委书记的余斌具体联系
高笋乡。今年1月13日，在全县经济工作暨农村
工作会议前一天，余斌忙中抽空来到高笋乡，督导
疫情防控、村级换届、安全维稳和森林防火等工作，
交待一定要把这几项工作抓牢抓实，深入细致摸
排，反复研判风险点，及时掌控化解，绝不能掉以轻
心，有一丝马虎。

1月26日，记者在高笋乡采访时，师玉容马不
停蹄，走村入户，将各项工作牢牢地“盯”在一线。

她把人民放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