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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路灯暖民心，辟荒栽树育优果，技术改良提业态，扶植能手谋发展……回乡数载，
乐山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四川民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绍洪扎根故土，
以民营企业家的担当，和当地群众一起点亮市中区水口镇的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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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路灯 发展产业助振兴

潘绍洪：扎根故土促振兴
■谢睿菡 记者 唐诗敏

疫情防控、走村入户，靠路；产
业发展、生活出行，也靠路。然而，
水口镇华光村、龙窝村、罗汉村多属
丘陵地带，靠山的村组道路面陡峭、
雨天泥泞，给村民夜间出行带来不
便和隐患。“以前村里要么没路灯，
要么路灯年久失修，根本没法照明，
特别对老人和小孩而言，非常不方
便。”华光村党支部书记吴祥金说，

“是潘绍洪利用自己的资源，于去年
底为3个村捐赠、安装太阳能路灯
110套，价值23万多元，惠及群众
百余人。”

疫情期间，潘绍洪怀着浓浓的
乡情，付出从未停止。2021年，市中
区工商联召开“万企兴万村”行动启
动大会，组织引导10家民营企业点
对点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作为企业
代表之一，潘绍洪积极响应号召，主
动联系华光村，承包260余亩土地、
投资400余万元，大力发展高端水果
产业，不仅生产优质的耙耙柑，还率
先尝试育种特种桃品种——黑桃。

在华光村六组的乐山民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区外，记者目光
所及，各类果树正肆意汲取春光，长

势繁茂。潘绍洪告诉记者：“我早在
2020年就注册‘民源果’商标，这
里的农产品全部通过‘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品质有保证。”

为了持续提高市场认可度，潘
绍洪不惜成本坚持“三不”原则，大
力树立品牌形象，立志要走高质量
发展道路。“所有果树不打除草剂，
采用人工除草；不施化学肥，采用牛
粪、锯木面等有机肥；水果不套袋、
自然成熟，口味更佳。”潘绍洪表示，
正好因为这样，他的耙耙柑从来不
愁销路。

受疫情影响，村民的大范围流
动受到一定限制。为破解大家“留
守无收入，外出难顾家”的困境，潘
绍洪再为村民谋出路。他在华光村
承包土地后，在充分了解村民种植
本领的基础上，从周边每个家庭中
挑选出精干力量进入公司，从事剪
草、搬运、摘果等工作，为村民增加
了收入。

在提升农产品品质的过程中，
潘绍洪费尽心思。“去年和华光村村

民攀谈中了解到，他们种植的‘五月
红’柑橘销路不畅、价格低，我觉得
很可惜，决定帮一帮大家。”后来经
过分析，潘绍洪发现该品种的柑橘
口感和品质都不错，但苦于缺乏良
好的技术支撑，其卖相、口感和品质
都未达到理想状态。

于是，潘绍洪在该村指导当地
20多户农户按“无公害生态果”标
准化种植，同时希望通过“民源果”
的品牌效应，形成产销一体化产业

链，规避单个农户单打独斗的市场
风险，实现种植户增收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潘绍
洪持续发挥自身物力、技术等优势，
建立村企人才互聘、互学、互培机
制，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扶
持培养有潜力的村民成为农业职业
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新农民
等，现已形成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
跟、发展有路径的干事创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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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关 为村民柑橘谋出路

潘绍洪（右）和村民一起采摘柑橘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倩 文/图）4
月 20日上午，井研县“‘云上’观
春·劳动最美”第二届插秧节在该
县千佛镇瓦子坝村粮油基地热闹
举行。活动共组织30名务农能
手6支参赛队伍，现场开展人工
插秧比赛、机械插秧比赛，将该县
的新农人新气象与现代农业科技
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秧盘，开秧门咯！”比赛现
场，记者只听一声号令，捆捆秧苗
落入水中，选手们卷起裤腿和衣
袖，争先恐后踏入秧田。大家两
手一抬一升、脚下一步一退，手中
秧苗精准落下，一捆捆秧苗顷刻
间就在稻田排成了整齐队列。田
埂边围观的村民和游客纷纷为选
手们加油鼓劲。人工插秧比赛
后，机械插秧比赛又拉开序幕。6
组队伍驾驭着插秧机器在田间穿
梭，片刻就“铺开”一大片整齐划
一的秧苗。“非常高兴参加插秧
节，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多多了
解插秧这种传统的农业技能。”参
赛选手程志伟说道。他以9分55
秒的速度打败对手，获得人工插
秧比赛第一名。

在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桑葚、
蜂蜜、米酒、菜籽油、井研有机生
态大米……各种特色农产品陈列

整齐，吸引不少游客和村民前来
品尝、购买。

“我们举办插秧节，既是积极
融入全省‘10+3’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具体
行动，又是建设成渝地区优质农
产品供应基地和全省农产品主产
区先进县的有力举措。”井研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县作

为全国产粮大县，大力实施“北柑
南粮”战略，以粮油产业为主导，
强力推进百里粮油走廊建设，覆
盖千佛、宝五、三江、王村、马踏5

个镇32个村、长88公里，着力打
造“粮经渔统筹、产加销一体、农
文旅结合、一二三融合发展”的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

人工插秧比赛机械插秧比赛特色农产品展示

井研县第二届插秧节火热举行

本报讯（张稳 记者 何思源）四川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龙舟系列赛将于5月下旬在青衣江望峨楼
附近水域举行。届时，夹江县龙舟队将参加男子
组200米、500米直道竞速，女子组100米、200米
直道竞速，混合组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的比赛。

为积极备战比赛，近日，夹江县龙舟队在该县
青衣江流域刻苦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
备。训练现场，记者看到，在节奏有力的鼓声号子
下，龙舟上的队员合着鼓点配合默契、奋力划桨，
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河面上劈波斩浪。据
悉，这些队员有的来自消防救援大队、有的来自学
校，有的是运动员爱好者、有的是个体工商户。队
员陈凤玲今年56岁，是所有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大
的。她说：“参加比赛，就是让大家看到夹江人永
不服输、力争上游、精诚团结的‘龙舟精神’，让人
看到‘娘子军’也能顶起半边天。”

“我们训练时间一般都在9点到12点，星期一
到星期五都要训练，每天都来，风雨无阻。龙舟赛
很多年都没有举办过了，这次在家门口举办，一定
要为夹江人民争光，取得好的名次。”夹江县龙舟
队男队队员段伟说道。

蛟龙出水争上游
夹江龙舟队备战忙

本报讯（记者 罗曦）4月20日，记者从市医保
局获悉，国家组织集采的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
于当日正式落地乐山。本次集采人工髋关节平均
价格从3.5万元下降至0.7万元，人工膝关节平均
价格从3.2万元下降至0.5万元，平均降幅82%。

集采人工关节落地，是今年我市继集采冠脉药
物球囊、心脏起搏器以及人工晶体落地后，又一重
磅医保福利，将有效减轻我市关节疾病患者就医
负担。

据了解，目前全市共有21家医院参与人工关
节带量采购，患者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医院进行
手术预约。医院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假体特点，
选择所需要置换的人工关节产品类型，确定手术
日期并提前备货。

市医保局将按照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相关规
定，组织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签署三方
购销协议，确保满足医疗机构采购需求，确保生产
企业按时保质保量供货，确保乐我市患者及时用
上质优价廉的产品。

集采人工关节落地
平均降幅达82%

本报讯（姚理强 杨常元）连日
来，在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
后，犍为县铁炉镇一边抓实防疫

“不松劲”，一边快速按下复工复产
“快进键”，不误农时，铆足干劲抓生
产。

正值春耕大忙时节，铁炉镇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魏晓刚每天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如何高
效栽种和加强后期管理。今年，
该镇计划完成玉米大豆带状种植
2000 亩，以此为先导和引领，进一
步激发农民种地积极性，初步解决
农村土地复耕复垦的问题，提高闲
置土地利用率，确保粮食安全。该
镇安南村种植茶叶2000亩，年产值
约600万元。村民正在地里采摘晚
春茶，力争把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
来。目前，全村已采摘5000多公斤
春茶鲜叶，预计可实现纯利润50多
万元。

为进一步抓好农业生产，铁炉镇
念好“服务经”、下好“先手棋”，积极
调配，保证农资满足供应，同时进一
步加强对种子、化肥等农资的监管，
防止哄抬价格和假冒农资现象发
生。该镇号召全镇广大党员主动亮
身份、当先锋，成立春耕保障志愿服
务小队，配合“土专家”、农技专家帮
助群众开展选种育苗、施肥除害等方
面的技术指导。

犍为铁炉镇：

不误农时抓生产

人工插秧比赛

（紧接第1版）指挥部综合运行“9支队伍”建设，
进一步完善设施设备和隔离场所，加快推进方舱
医院建设，细化落实极端条件下生活物资保障、
大规模核酸检测等应急预案。统筹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企业减负纾困
力度，千方百计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持续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积极
备战“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

全面落实核酸“入川即检”工作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