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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侠克

本报讯（曹瑾 记者 鲁倩文）连日来，夹江县
华头镇的茶农们正忙着抢收春茶。为给茶农提
供便利，增强党组织服务能力，近日，华头镇福
兴村党总支组织26名党员成立志愿服务队，在
茶叶交易市场设立“红色驿站”，开展志愿服
务。

“红色驿站”主要为茶农提供歇脚、喝水、纳
凉场所，并免费提供热水、纸杯、纸巾、风油精、
创可贴、计算器等物品，帮助维护茶叶交易市场
秩序，同时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有了这个驿站和志愿者的帮助，我们在茶
园里也能喝上热水了，非常方便。”一位正在

“红色驿站”休息的茶农笑着说。据悉，“红色
驿站”成立以来，已为茶农提供便民服务、帮助
残疾家庭采茶、宣传防疫知识、开展茶园巡逻等
志愿服务60余次，得到了茶农的一致好评。

华头镇福兴村党总支坚持以“为民、惠民、
利民、便民”为行动指南，着力优化便民服务体
系，从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出发，强化党员干部
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探索出一条“党建＋
服务”的惠民、亲民道路。目前，“红色驿站”已
成为福兴村与群众沟通和服务群众的重要载
体，通过“红色驿站”收集到村级发展建议 13
条、群众期盼解决民生实事5件。

夹江县华头镇

“红色驿站”党旗飘
志愿服务进茶园

我中心于2021年3月5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成交结果如下：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1年3月14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412399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1年3月8日

成 交 公 示
乐市土矿交示〔2021〕6号

序号

2021-拍-11号

2021-拍-12号

2021-拍-13号

2021-拍-14号

2021-拍-15号

2021-拍-16号

2021-拍-17号

地块位置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08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10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11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21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23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24号]

峨眉山市高桥镇[2021-25号]

土地面积(㎡)

18551.67
（合27.83亩）

15144.40
（合22.72亩）

15340.96
（合23.01亩）

16083.89
（合24.13亩）

33527.78
（合50.29亩）

25247.90
（合37.87亩）

19313.97
（合28.97亩）

宗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用地）﹞70年
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40年

起叫价(万元)

1750

1420

1440

1510

3165

2380

1820

成交价(万元)

1750

1420

1440

1510

3165

2380

1820

楼面地价（元/㎡)

858

852

853

853

858

857

857

竞得人

峨眉山恒邦嘉骏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林汇盛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林汇盛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和盛林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恒邦卓逸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恒邦卓逸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峨眉山恒邦卓逸康养产业
有限公司

“别小看这张《牛》的蝶翅
画，它可是从上百只蝴蝶中挑
出的翅膀拼贴而成的。”3 月 4
日，在峨眉山市峨洪路黄湾小
镇，“峨眉山蝶翅画”传承人袁
秀萍一边埋头创作，一边对记
者说。

带动农民养殖蝴蝶、教留守
妇女加工制作蝶翅画、创办蝴蝶
生态园、发展集科普研学、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蝴蝶产业链……
30多年来，袁秀萍坚守匠心，带
着这些造型新颖、色彩丰富、富
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蝴蝶工艺
品，振翅高飞。

取材自然
彰显浓郁民族文化特色

走进袁秀萍的蝶舞萤飞昆
虫馆，便走进了色彩斑斓的世
界。墙上、案头，小至手掌大小
的川剧脸谱，大到一米多长的繁
花似锦图，以及梅兰竹菊、十二
生肖等，蝶羽翩翩，光影流转。

这些画作利用蝶翅绢绸丝绒般
的质感、不同角度泛出的光泽和
自然天成的图案纹理拼贴而成，
至于亮处，光彩夺目。

据袁秀萍介绍，蝶翅画是中
国独有的画种，画材为蝴蝶的翅
膀，利用其独特的花纹，经过裱
纸、烘干、防腐、挑选、色彩搭配、
剪裁、粘贴、装框等数十道全手
工工序，拼贴成有油画、国画、水
粉画效果的工艺画。

蝶翅画取材于自然，全为饲
养蝴蝶。制作者选择不同外形
的蝶翅巧妙组合，彰显了浓郁的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蝶翅
画被列为第一批乐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袁秀萍也成为了

“峨眉山蝶翅画”传承人。

留住美丽
纯手工制作精益求精

袁秀萍今年 56 岁，是峨眉
山市绥山镇人。从小，花花绿绿
的蝴蝶在她的眼里就是美丽的

精灵。
蝶，从破茧到陨落，美到极

致，却又短暂绚烂。袁秀萍懂得
珍惜它的美。上世纪八十年代，
袁秀萍便开始将蝴蝶制作成标
本。2010 年，袁秀萍结识了夹
江蝶翅画创作者吴泽全，并拜他
为师，开始系统学习蝶翅画创作
的相关知识。

“制作蝶翅画必须要轻，动
作轻、呼吸轻，蝶翅上有鳞粉，
所以在粘贴到纸上时，必须准
确，不然鳞粉脱离，会污染到卷
面的洁净。”在工作室里，袁秀
萍用剪刀、镊子、棉签等工具，
展示着这纯手工技艺。

一幅《繁花似锦》图，不仅
要线条分明、色调鲜艳，还要有
层次感。“丝带凤蝶最能表现衣
物丝质飘带的质感，迁粉蝶的
蝶翅最适合做底色。”说起蝶翅
画，袁秀萍如数家珍。她告诉
记者，制作蝶翅画时，要把翅膀
粘上去并不容易，一定要一片
片粘，一幅作品往往要粘几个

月，她创造性地改进了制作工
艺，制作出了具有3D立体效果
的蝶翅画图案。

产教融合
蝴蝶产业振翅高飞

做蝴蝶标本和蝶翅画，首
先要解决蝴蝶来源问题。袁秀
萍告诉记者，过去是靠野外采
集 ，现 在 主 要 靠 人 工 养 殖 。
2014 年，袁秀萍的女儿大学毕
业后，她便和女儿一起成立了
公司，并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新
场乡星星村发展了 8 户农户，
人工养殖蝴蝶。每年由公司发
放蝴蝶虫卵，进行技术培训，养
出蝴蝶后付费回收，确保了农
户的收益。

“在家养蝴蝶，还能照顾家
人，所以村民很欢迎。”袁秀萍
说，蝴蝶回收回来后，她会按照
女儿设计的图案，和峨眉当地
留守妇女一起进行加工，制作
成蝶翅画，通过网店、直播带
货、实体展示等平台，销售到世
界各地。

如今，在她的蝶舞萤飞昆虫
馆内，还设置了蝴蝶研学体验
区、声光电昆虫仿生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区，并建设了蝴蝶
活体观光园，实现了农民养殖、
留守妇女加工制作、研学体验、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产业融合链
条，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妇女就
业，助力乡村振兴。袁秀萍希望
能将蝶翅画这项技艺发扬光大，
留住蝴蝶之美。

袁秀萍

记者 张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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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采摘春茶正当时。3月3日，记者来
到井研县镇阳镇石牛坝村扇子坝茶叶专业合
作社的种植生产基地，采茶工人正在阳光下兴
致高昂地采摘嫩芽。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会儿正是我们最忙
的时候，生产基地里平均每天有50多个人。”
站在生机盎然、茶香四溢的茶林中，合作社理
事长廖轲高兴地说。约350亩的生产基地分
布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中，周围林木环绕、
土质肥沃，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记者走在
茶林中，一片茂绿映入眼帘，采茶工人错落分
布其中，身穿围裙、头戴遮阳帽、斜挎竹篼，悉
心将嫩芽采下，轻轻放入篼中。

今年60岁的采茶工人刘桂群有着30多年的
采茶经验。“采茶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能挣钱还
快乐！”刘桂群笑着告诉记者，“平均采一斤茶能挣
60元，有时候采得多，一天就有100多元收入，老
板还给我们包午餐，我觉得挺好的。”

对于茶叶，廖轲心中有着一套严格的标
准。2015年，廖轲通过实地察看种植环境，研
究市场，在生产基地引种中茶108、302，并邀
请种植专家提供技术指导。经过几年的发展，
生产基地效益良好，茶叶远销全国各地，增收
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茶叶卖得好不好，包装、宣传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看品质。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位
要做高端茶，所以外观、汤色、滋味、叶底，样样
都得高标准、严要求。”廖轲说，“我们的生产基
地用秸秆做底肥，全是人工除草，并且要求绝
不用动物粪便做肥料，因为容易重金属超标，
破坏土质。”

经权威机构检测，扇子坝茶叶目前已获得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基地生产的茶叶氨基酸
含量 4.2%，茶多酚含量 23.9%，咖啡碱含量
4.26%。第二届亚太茶茗大奖峨眉山国际评
比大赛金奖、井研县首届“老百姓最喜欢的十
大农产品”、“恒峰杯”绿茶类茶叶评比特别金
奖……扇子坝茶叶连续多年获奖无数，销售成
绩喜人，市场供不应求。“去年我们增产约
30%，产量总计 500 公斤，今年预计再增产
20%。”对于未来，廖轲信心满满。

2019年8月，四川井茗轩生态茶叶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扇子坝茶叶销路进一步打开。“经
过几年的发展，我们的茶叶生产、销售已经步上
正轨，现在我们准备扩大电商销售渠道，继续提
高销量。”廖轲说。

“扇子坝茶叶的发展，仅是镇阳镇茶叶发展
的一个缩影。接下来，镇阳镇将整合石牛坝村、
云峰村、两河村的3000亩茶园，扩大茶叶产业规
模，紧扣‘一长一短一补充’产业发展战略，打造
优质茶园，同时培育林竹、椪柑、青菜、榨菜、彩
薯、生猪、山羊、跑山鸡等产业，擦亮农业金字招
牌，助力乡村振兴。”镇阳镇党委书记吴涛说。

井研县镇阳镇

擦亮茶字招牌 助力乡村振兴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龄化进程将明显加
快。“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特别
是以专栏形式，提出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
养老机构服务提升、普惠托育服务扩容等五大服
务项目，旨在完善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人口
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上有老下有小是绝大多数家庭面对的责任，
怎么解决好家政服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儿童入
园难、普惠养老机构紧缺、失能老人护理压力
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问
题，不仅关乎个体家庭幸福和睦，更是涉及国家
利益和民生福祉的社会性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未富先老、未
备先老逐渐成为对全生命周期美好生活向往的难
题。对此，全社会要积极应对，从大力发展普惠性
养老机构、构建社区居家养老网络、强化对特困老
人兜底保障等各个方面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同
时，摸底、盘活现有及可转化的养老资源，提高老
年人健康素养，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努力在实现健
康老龄化的同时，争取让老年人成为持续创造社
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银发力量”。

当前，不论是养老，还是托育，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供需矛盾和失衡。托育服务既要解决“托育
难”，也要防止“托育贵”，才能充分体现普惠
性。学前教育对人生轨迹有着重要影响，实现幼
有所育，不仅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关系
党和国家的未来。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
与其中，拿下这块短板，让孩子们能入园、入好
园。

“一老一小”问题是阶段性、系统性和结构性
问题。目前，养老和托育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但
短期回报率普遍较低。对此，要勇于打破壁垒、
创新模式，探索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在其中的深度应用，努力让这两个市场发
展得快、发展得好，把“普惠”二字落到实处，扎
扎实实地变成“一老一小”的福利。

照顾好“一老一小”
是篇大文章

本报讯（黄琦 吴茂蕾）3月 5日上午，
犍为县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期）中
式烹调师班在犍为县石溪镇开班，正式拉
开犍为县2021年退捕渔民技能轮训的帷
幕。

“我报名参加培训，就是想学点实用知
识，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听说可以免费参
加培训，还推荐工作，我马上就报了
名。”……面对授课老师的询问，第一期参
训的31位退捕渔民纷纷表达了内心的想
法。

长江流域全面禁捕以来，犍为县坚决
贯彻中央、省、市关于禁捕退捕的工作要
求，在长江流域犍为县段全面实施十年禁
捕工作。犍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
极响应，立足职能，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引
导鼓励退捕渔民自主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开展退捕渔民技能轮训行动，就是要
让该县退捕渔民真正“掌握一项技能、谋得
一条出路”，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
住、能小康”的目标。

据悉，此次退捕渔民技能轮训是犍为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前期充分调查
摸底和充分尊重渔民意愿的基础上举办
的，务求培训渔民“不落一人”。截至目前，
已有270余名退捕渔民报名参加培训。为
丰富渔民选择，培训设置了中式烹调师、家
政、水产养殖等十余种技能培训项目和创
业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应证书后，
将全部推荐就近就业。

犍为县

开展2021年
退捕渔民技能轮训

村民在采茶村民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