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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土主镇土主场社区的邮电
小苑小区，只见这里干净整洁，停车规
范，还有鲜花装饰的墙面，跟城市规范管
理的小区无异。但在从前，这里却是当
地典型的脏乱差“三无”小区。

“小区以前没有门卫，也没有绿植，
墙上到处贴着‘牛皮癣’广告，垃圾随处
可见，又脏又乱。现在我们小区种上了
鲜花，墙面也干净，大家也不乱扔垃圾，
自觉爱护小区环境，住起也舒服。”邮电
小苑居民陈淑群说，这样的改变，得益于
小区自管会的成立。

据土主场社区居民小组长王珑洁介
绍，土主镇“三无”小区较多，一直以来环
境卫生问题都是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重点
和难点，单靠社区的力量不是长久之
计。于是，社区党组便想到了通过“微治
理”的方式，成立小区自管会，让居民自

己担当小区“管理员”，让大家更有归属
感和认同感，有利于小区的规范管理。

刚开始，工作推进得并不太顺利。
记者了解到，为获得居民的理解，社区积
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动党员干部挨
家挨户做工作，经过社区党员干部及居
民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小区自管会顺利
成立。他们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凑齐
资金，对小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同时
还在每栋楼选出了一名楼栋长负责打理
日常事务。现在，邮电小苑小区已成为
土主镇的示范小区。

王珑洁说：“我们希望通过‘微治
理’，让居民积极参与或者组建小区自管
会，将自己居住的小区创建得更加干净、
整洁、和谐，也希望通过以点带面，把这
个工作方式推广开来，更好地解决环境
卫生整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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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治理“三无”小区上下功
夫，土主镇还致力于乡村道路的绿
化升级，努力提升村居“颜值”。

如今，在土主镇的条条村道上，
处处可见鲜花绿植，俨然一幅舒适
恬淡的乡村美景图。

村道变美了，更重要的是如何
长久地保持下去。为此，土主镇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发动沿线村民成为乡村“美容师”，
共同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大家有
了参与感，更能自觉维护来之不易
的整治成果。

“美化村道我也参与了，其实并
不麻烦、也不复杂，以前我们村上

的道路两旁都是杂草和稀稀拉拉
的作物，经过整治之后现在整个面
貌都变了，大家都很喜欢、很支
持。”土主镇土门子村村民毛光元
说。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中，土主镇紧盯人
居环境整治“顽疾”，积极探索推广

“微治理”工作法，依法治村、以德
树风、以“约”睦邻。截至目前，该
镇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处，7个
村完成村道美化80公里。下一步，
将启动包括场镇风貌提升、场镇绿
化提升、路灯亮化等在内的风貌改
造提升工程。

本报讯（刘颖瑞 记者 赵
径 文/图）5月 20日，犍为县罗
城镇 2022 年农村家庭能人示
范培训班在该镇团结村柑橘产
业园实训基地开班，村（社区）
常职干部、家庭农场主、种养能
手等50余人参训。

此次培训采用“专家理论
教学+能人实践课堂+人才互
动交流”的方式开展，重点围绕
柑橘种植、管护技术以及病虫
害防治等进行培训。

犍为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
艺师胡月瑛现场为学员耐心讲
解病虫害防治、用药等知识；罗
城镇团结村党支部书记、柑橘
种植“土专家”谢召礼在柑橘林
里做疏果示范，帮助种植户解
决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参训人

员纷纷分享了种养经验。
据了解，罗城镇自实施“农

村家庭能人”培养计划以来，围
绕建设团结村晚熟柑橘产业、
白鹤村种养循环产业、大同村
栀子花农旅产业、铁岭村茶旅
融合产业4个实训基地，不断
深化举措，结合群众多元化技
能需求，实施精准培训。同时，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中，进一步选优配强
三农工作帮扶队，建立“党员师
资库”，采取“1+1”“1+N”等方
式与培养对象结对，采用“理论
课堂+能人课堂+实训基地”模
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乡村治
理、法治讲堂、就业创业等各类
培训20场次，累计培训农村家
庭能人1000余人。

罗城镇

农村家庭能人集中农村家庭能人集中““充电蓄能充电蓄能””

﹃
三
无
﹄
小
区
﹃
蜕
变
﹄
幸
福
家
园

共
同
参
与
齐
心
扮
靓
村
道

““微治理微治理””
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土主镇

本报讯（邹平）5月 20日，乐山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乐山分院）
生姜项目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生姜专家深入五通桥区稻姜产业园区，为园
区生姜智能大棚建设提供技术咨询，及时解
决园区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在五通桥区冠英镇稻姜产业核心种植
区，专家们实地考察了生姜智能大棚场地及
周边环境条件，与业主交流意见。专家们提
出，要对周边环境进行规划整治，科学合理
布局排水沟，适当增高大棚高度，增加夏季
降温和冬季升温设施，提高大棚产出率和经
济效益。

随后，专家们实地考察了当前生姜冲洗
场地，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合理布局并扩大冲洗场地，满足当地生姜粗
加工需要；尽快完善污水处理和排放设施；
抓紧研究和解决当前冲洗中心如何与冷链
和物流系统高效对接。

为充分发挥省院合作的技术优势,近年
来，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通过组织农业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同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农业主体共同创新发展，更好地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兴 。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发挥技术优势
助力稻姜产业园区建设

柑橘树林间疏果现场教学柑橘树林间疏果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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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土主镇政府提供）

■ 祝谦 记者 赵径

（上接第1版）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市上

下一心、同舟共济，抗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月21日6时起，夹江县生产生活秩序有序

恢复，该县提前谋划、科学研判，组织能源要素保
障单位做好安全排查工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迅速制定《夹江县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六必
须”“六坚持”》，从制度机制、人员管控、核酸检
测、防疫物资储备、厂区消杀、就餐管理等明确
要求；制定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绿色“六通
道”》，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运输保障、要素
保障、物资保障和核酸采集、防疫指导、信息
报送等服务……

截至5月23日24时，夹江全县132家规模
工业企业除14家疫情期间连续生产企业外，118
家停产企业已复工复产95家，复产率达80.5%，
预计到5月底复工复产企业将达到111家。

（上接第1版）
回来至今，杨国川切身感受到了犍为引进人

才的诚意与力度，医院的安家补贴和岗位津贴每
月都按时到账，每年申请的人才补贴，在县卫健
系统最高可达5.6万元。

“2020年，县委、县政府对人才补贴政策作了
进一步完善，我拿到了人才联姻奖，真切感受到了
犍为人才政策的暖心。”2021年5月，杨国川与同
在犍为工作的杨林莉相识相爱并结婚。不久，在他
的申请下，很快便领到了人才联姻奖1.2万元。

让人才来得了，发展好，更要留得住。对此，
犍为县建立完善人才资金逐年递增和多元投入
机制，按照引进优秀人才考核管理办法，对引进
人才发放安居补助、岗位补贴；对新引进优秀人
才与在犍为工作生活的对象登记结婚的，发放
一次性人才联姻奖 1.2 万元—2.4 万元。出台
《犍为县服务优秀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制发
“金犍菁英卡”，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免费健康体
检、免费乘坐城区公交车、户籍管理、出入境管
理、车辆上户等8大类15项暖心绿色通道服务。

厚植人才发展沃土，提供最有利政策支持
和最便利条件，加速打造创新者的蓝海、创业者
的沃土、企业家的摇篮、就业者的乐园，蓬勃发展
的犍为将以丰厚优惠的政策待遇吸引人才，以良
好的干事创业平台培养人才，以对待家人朋友的
态度留住人才，让犍为成为各类人才大显身手、
实现价值的理想热土。

犍为：

厚植人才“沃土” 赋能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