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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市中区苏稽镇永和村，田间地头到处可见耕地、下种、施肥景

象。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市中区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各种农事活动，

确保今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作为插花贫困地区，市中区于 2018 年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累计减

贫达 1.4 万余人。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该区全面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用“五个着力”，全力以赴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衔接。

市中区

■ 伍桂明 记者 赵径 文/图

发展产业 培养人才

一张蓝图绘到底，乡村振兴正当时。市中
区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园区建设提升
年”工作要求，成立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三区”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组建8
个专业园区指挥部，吹响了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号角。

“我们将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全力
推动嘉州现代畜牧水产园区建设，以园区高
质量发展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嘉
州现代畜牧水产园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主
任张松强说道。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帮扶政策怎么
办？”这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今年，
我们依然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扶贫惠民

政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脱贫
致富。”市中区茅桥镇李家村村民李学彬说，

“帮扶干部每个月都来看我，让我感到无比
温馨。”几年来的帮扶工作，让市中区党员干
部和脱贫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

按照“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的
要求，市中区坚持“先进后退”，严格保持过
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在中央和省
上新的政策出台实施前，现有政策一律不
退，力度不减。始终把防止致贫返贫工作作
为扶贫的重心，持续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目前，该区筹集设立防止致贫返贫基
金 500万元，切实解决脱贫群众的实际问
题，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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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镇曾经是市中区最偏远的乡镇，
贫困人口最聚集，得益于脱贫攻坚的好政
策，让白马镇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区农业
经济大镇。”白马镇党委书记兰雪峰无比自
豪。近年来，得益于脱贫攻坚政策，该镇逐
渐成长为水产养殖面积达3万亩、年水产品
产量达3.4万吨、渔业年产值达6.5亿元的养
殖大镇。

在原有扶贫产业基础上，市中区制定了
“6+3”农业产业体系，集中打造“粮食、蔬
菜、水果、畜牧、水产、茶叶”六大主导产业，
推进“加工、物流、休闲度假”三大重点关联
产业建设，突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全力
探索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路。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市中区坚持党
管人才，牢牢抓住年轻干部、技术专家、乡土

人才“三支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涵养源头
活水。

“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对担任村‘第一书
记’、从事脱贫攻坚工作的经历倍感珍惜。
在走上乡镇领导岗位后，我将用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助力乡村振
兴。”在前不久市中区举行的“竞职演讲”上，
剑峰镇群团村“第一书记”、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方园讲道。

据了解，市中区坚持“内育”和“外引”相
结合，选派3名来自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领
导干部担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开展“乡土
人才素质提升”行动，柔性引进四川农业大学
12名专家教授组成“智囊团”，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1529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
动力。

做好规划 完善政策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立春过后，气温回升，井
研县全力开展春耕工作。连日来，井研县农业农村
局的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春耕保驾护航。

在马踏镇南河村，种植户朱永华流转了400亩
土地，在大棚里种植玉米。他跟重庆一家公司签订
了合同，必须按时按量供应玉米。最近气候干燥，
担心影响玉米生长，他有些忐忑。为此，井研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彭惠容等人来到南河村，指导
玉米种植。“问题不大，只要水分足了，还是长得起
来。”彭惠容等人一边查看玉米生长情况，一边向朱
永华传授种植技巧。随后，农技人员又前往农田，
向农户介绍整平秧田窍门。“整秧田的时候一定要
翻挖，翻挖后把它整平，整平后根据育秧的数量来
确定秧田的面积。”彭惠容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把粮食作物种满。

彭惠容告诉记者，今年气温回升较早，井研县
农业农村局围绕春耕备耕工作，一边开展春耕物资
准备，一边做好技术培训。与此同时，他们组建了
3个技术指导组，分片包干到乡镇进行春耕备耕技
术指导，把技术交到农户手中。

井研
技术下乡助春耕

1. 鸡毛菜：鸡毛菜喜欢土壤疏松、透气、保
水，阳台种植鸡毛菜可以将盆置于阳光充足的
地方，否则易徒长倒伏。鸡毛菜生长比较快，
保持盆土湿润即可，长真叶3-4片时，可以每
周施用1-2次尿素或者液肥，薄肥勤施。播种
温度宜保持在18℃-25℃，适宜生长温度为
15℃-38℃。

2.豆芽：将豆子放在水里浸泡8个小时，绿
豆、黄豆、黑豆都可以，然后过滤掉多余的水，
将豆子放到一个大的玻璃瓶里，高度以到玻璃
瓶的1/3为宜。用橡皮筋将棉纱布包裹在玻
璃瓶口，每天透过棉纱布细孔换两次水,当瓶
中有粘液时要及时用清水冲洗出来。

3.菠菜：菠菜喜欢碱性土壤，对光照要求
不严，半日照或全日照都行。可以用园土掺配
一些腐殖土和沙土使用，发芽前需要大量水
分，发芽后保持盆土湿润，可使产量高、品质
好。菠菜为叶菜，需要较多的氮肥及适当的
磷、钾肥，可用液体肥料追肥两次，长到20-25
厘米时即可采收。

4.空心菜：种植空心菜以疏松、透气、保水
的土壤为宜，且整个生长期需要充足的光照。
空心菜生长快，需肥量大，耐肥力强，对氮、磷
肥的需要量较大，可每周施肥1次，同时保持
土壤湿润，土壤水分不足，易导致空心菜纤维
增多。

5.樱桃萝卜：种植樱桃萝卜以土层深厚、保
排水良好、疏松透气的砂质壤土为宜，并将盆
置于光照充足的地方。樱桃萝卜发芽和幼苗期
需水不多，生长旺盛期保持盆土湿润。萝卜喜
钾肥，增施钾肥，配合氮、磷肥，可优质增产。

6.西红柿：西红柿种植时浇一次水，浇透，
之后3-5天浇一次水。结果之前控制浇水，结
果后要保持盆土湿润，在开花之前施入腐熟的
鸡粪。

7.生姜：若生姜已发芽，从发芽处切开，可
多切一点姜肉;若没有发芽，则将生姜放入水
中，等待生姜发芽。将发芽的生姜种植在花盆
里，用土盖住一大半姜身，一次性浇水浇透，到
芽冒出来前都不用再浇水。

（编辑 邓秀英 综合）

常见阳台蔬菜
种植管理要点

村民忙春耕村民忙春耕

白马镇水产园区白马镇水产园区

（上接第1版）
知识产权再谱新篇。聚焦“中国绿色硅

谷”建设，成立四川省多晶硅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川南五市签订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协
议。“峨眉山茶”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协定
第一批保护名录。峨眉山市、五通桥区的专
利实施产业化项目获四川省专利创新创业奖
2项。全市3家企业进入四川省企业创新活
力百强榜。3家企业进入2020年四川省自主
创新企业品牌价值50强。

市场安全稳中向好。全年没有重大安全
事故发生，市中区、峨眉山市、五通桥区、夹江
县成功创建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
犍为县顺利通过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复审。

消费环境持续优化。乐山消费环境评价
结果位居全省前列。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
成为“十三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全省文
旅“三会”的典型案例。

脱贫攻坚取得实效。坚持抓党建促脱
贫，市市场监管局的6个帮扶村和3个联系村
均实现提前脱贫，被表扬为“四川省脱贫攻坚

‘五个一’帮扶先进集体”、“乐山市驻村帮扶
工作先进集体”。

防控疫情有力推进。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突
出禁止群体性聚餐、禁止活禽宰杀和野生动物
交易，加强食品、药品、民生必需品的价格和质
量监管，开展“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行动，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市检查市场主体15
万家，查处案件293起，曝光“发疫情财”典型
案件6件。突出抓好冷链食品等常态化疫情防
控，建成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11个，市中区、
井研县、峨眉山市率先实体化运行，全市899
个冻库全部建立库长制并挂牌运行，核酸检测
食品从业人员、包装及环境样品等均为阴性。

2021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围绕市委、
市政府“园区建设提升年”经济工作主题，推
动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实施市场安全守
护工程、准入环境优化工程、质量强市提升工
程、创新驱动支撑工程、民营经济发展工程、
竞争秩序维护工程、消费环境建设工程、自身
建设提升工程，为服务乐山“旅游兴市、产业
强市”贡献更多市场监管动能。

服务乐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
（紧接第1版）“为了拿出满意的规划图，她
常常自己拿着地图在办公室一遍一遍‘画
圈’。”王崇平说。

起初，村集体将土地预流转后，引进业
主并不顺利。后来，师玉容看中一家常年
在高笋乡做农业技术服务的公司。师玉容
了解到，这家公司负责人既懂技术又熟悉
政策，觉得靠谱。往后，但凡公司负责人来
到乡上，师玉容便主动给对方介绍项目规
划和后续服务。一次次“软磨硬泡”后，对
方感受到师玉容的诚意，决定投资500万
元建设光明村柑橘园。

园区建设过程也是磕磕绊绊，特别是
园区主干道计划在2020年9月开工，但因
为招标不顺利、入秋雨水多等原因，直到当
年11月才正式动工。为了赶在向业主承
诺的时限内交付，师玉容一有时间就穿着
筒靴扎进园区。路修得怎么样？栏杆修多
高合适？瓷砖选什么样式？……每个细节
她都要一一过问。高笋乡政府的司机张良
军每天跟着她跑园区，“一整天下来，光是

在园区都要走一万多步！”
2020年12月初，师玉容发现园区公路

施工进度太慢，为了督促施工方保质保量
完成建设，她干脆周末不回家，白天守着现
场督促，晚上也闲不下来，甚至一晚跑三趟
工地，对方干到几点，她就守到几点。师玉
容说：“向业主承诺了就要守诚信，到期完
不成，咋向人家交代？”

如今，规划图上的光明柑橘园已初具
雏形，师玉容还“画”出了一张更大的蓝
图——高笋乡万亩富硒茶果现代农业园
区。

“转岗乡党委书记后，她要思考的问题
更多，往往是白天蹲田坎，晚上坐办公室。
办公区晚上最后一个熄灯的肯定是她。”高
笋乡副乡长徐溯斌曾在浙江省江山市挂
职，江山市的同事得知沐川出了个全国“最
美公务员”，纷纷向他打听。徐溯斌总自豪
地向大家介绍师玉容的事迹。

“说她是‘最美’，我看就美在实干。”徐
溯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