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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小芦笋带他走上致富路

达州居民自治楼院
谱写和谐乐章

楼长、院长，对不少达州
市民来说，如今已不再陌生。
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拿工资的
热心人，更是居民小区里的

“贴心人”。“小区（楼院）基层
自治是推动依法治区的重要
途径。”达州市通川区区委副
书记翟朝晖说，通过党组织统
筹协调小区楼院自治，他们成
功探索出了基层自治的先进
经验。这也是达州推动民主
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在达州城区东城街道办
凉水井社区的四合院，经常能
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楼院间
穿梭，无论是下水道被堵、停
车位被占、路灯不亮，还是物
管与业主闹矛盾，都要找他出
面调解。他叫肖润平，在这里
住了几十年，去年10月被推选
为四合院的院长。无论大事
小事，只要“肖院长”出面，大
家都“买账”。肖润平说，如今
有了居民自治组织，小区治理
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在东城街道办
辖区内，北岩寺社区“凰城 1
号”小区、凉水井社区“四合
院”、凤翎社区吉昌大院、文江
祠社区文明大院等四个小区
楼院，还成了通川区小区（楼
院）基层自治的成功试点。

据了解，2016 年，达州全
市共组建专业性、行业性调解
组织15个，成功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 23471 件；深化网格化管
理体系建设，组建 4203 名专
兼职网格员队伍，办理网格事
件 21 万余件。达州市依法治
市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达州将继续在基层深入开展
依法治理示范创建活动，通过
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工
作。同时，指导完善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行业规章等社会公
约，提高群众学法、用法、守法
自觉行为，逐步形成依法自治、
依约治理的社会良序。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业

李启中，巴中恩阳区众旺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2010年，尝试种植绿芦笋，是当地首批种植专业户，
因为技术和管理问题遭遇失败。2014年他从头再来，流
转土地150余亩，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2016年，恩阳
区举办首届恩阳芦笋节，李启中的芦笋，以优良的品相
摘得“芦笋王”桂冠。

在福善镇莲花村的白茶基
地，成片的白茶茶树沿着山地
走势依次铺展开去，在阳光的
照射下，远处望去泛着一阵阵
青绿，近处细看时，嫩白色的茶
树又泛着白光。这是达州市达
川区福善镇发展集体经济的一
个缩影，也是助推群众脱贫致
富的重要措施。近年来，该镇
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最终明
确了以项目建设为主体加快经
济转型升级，以民富村美为目标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以及以便民
惠民为导向提升社会服务管理
水平的三条路径，通过三条路径
走出福善镇的新未来。

以项目建设为主体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除了莲花村的白茶外，福
善镇还大力发展水产养殖、生
猪养殖等产业，不断调整产业
结构，全面升级产业体系建
设。据福善镇党委书记冉小伟
介绍，养殖是该镇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特色产业，仅生猪养殖
方面，一年出栏在几百头生猪
的养殖场就有十几个，还要继
续壮大和优化养殖产业。

同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
基础设施的强化，该镇计划组
织实施一批标准化山坪塘除险
加固、农田水利设施项目、灌区
节水配套、河道清淤及农村饮
水安全等农业水利设施项目，

提升防灾抗灾能力。并继续抓
好各村规划，依法依规管好村
镇建设，结合富美乡村建设，全
面实施美化、亮化、绿化工程。
基础设施的强化，是为了给产
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产
业引进更具吸引力和优势。

另外，在福善镇辖区内的
真佛山是达州市一张靓丽的文
化旅游名片，随着近年来旅游
业的兴盛，该镇同样紧紧抓住
真佛山的旅游资源优势，以“孝
善”文化为特色，以生态旅游为
基调，挖掘、整合、包装和推介
全镇旅游资源，全力提升真佛
山景区和周边景点。

以民富村美为目标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

“经济要发展，但民生工程
更重要，这是关系到每一个老

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冉小伟
说，因此，我们将从多个方面夯
实民生保障基础，最终大道民
富村美的目标。

据了解，首先要进一步完
善场镇及农村饮水安全项目，
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个老百姓的
身体健康，通过饮水安全项目
的实施，将实际解决目前11个
行政村和街道社区存在不安全
饮水人口达4500人。其次，将
大力实施“亭百”公路两侧的

“美化、绿化、亮化”工程，并进
一步加强村内主要道路硬化建
设，完善水泥路网，通过这些工
程的实施，大力改善福善镇的
镇容镇貌、村容村貌。再次，坚
决守住并发展壮大传统的农业
优势项目，抓好八庙村千亿斤
粮食高标准农田建设。

以便民惠民为导向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走在福善镇的街道上，一
排排具有川东特色的民居沿道
路两旁伸展开去，街面干净整
洁。近年来，随着福善镇经济
的不断发展，以及当地居民素
质的不断提升，对当地政府的
社会服务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
要求，特别是该镇正在创建国
家级卫生场镇的大背景下，社
会服务管理尤为重要。

据介绍，福善镇的社会服
务管理以便民惠民为导向，一
切以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为中
心。强化平安建设，以镇村队
伍建设为重点，积极发挥福善
镇综合应急队伍作用，维护全
镇平安稳定；继续深入开展倾
听群众诉求工作，确实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认真落实各项
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全镇社
会事业的投入力度。

另外，还不断完善卫生院
医疗设施配套建设，提高医疗
保障水平；继续做好民政、新农
合、新农保等工作；加大教育事
业投入，进一步推进完善中心
学校安全工程建设；加大宣传
力度做好企业、道路安全、食品
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其
他社会事业的管理。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罗轩
摄影报道

5月23日早晨，记者前往恩阳区上八庙镇，“芦笋之乡”
的广告牌十分醒目。经过头天晚上的大雨洗礼，田间地头，
半人高的芦笋苗迎风摇曳格外精神。地面上，拇指粗的笋
头已长到20多公分，正值收获的最佳时节，李启中和十多
位村民忙着挥镰采割。

三条路径达川区福善镇走出新未来

福善镇党委书记冉小伟介绍白茶基地情况。

恩阳区有种植芦笋的传
统。李启中幼年时，就迷恋上
了芦笋脆嫩的口感和特殊的清
香味。2010年，李启中试着种
植芦笋，却以失败告终，忙活三
年几乎颗粒无收。后来他才弄
明白，芦笋有白、绿之分，二者
技术和管理有差别。

经历这次失败，李启中到
湖南学习，湖南的专家也来恩阳
授课。2014年，李启中决定从头
再来，他在自家房前屋后全部种
上芦笋，后来又陆续流转土地
150余亩，带领9户村民，成立众
旺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

就在李启中田间忙活时，

公路边已陆续停了好几辆三轮
车，他们都是城里来的收购商。

新鲜采割的芦笋，断面上
还流着汁液，几位商户就过来
争抢。“别急、别急，明天再来
嘛。”李启中不停劝解。中午11
点，李启中又接到一位上海客户
的电话，对方开口就要200斤，但
货已卖断了，他在电话里连连道
歉，并表示第二天一定想办法。

芦笋作为富含多种氨基
酸、蛋白质、维生素的绿色食
品，口感脆嫩，可生吃或炖炒，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追捧。李
启中经常面对客户争抢的窘
境，“没办法，有时候还得罪人”

芦笋铺出致富路

芦笋产业大发展
“一亩地可收获1600斤左

右，保守估计收入 8000 元，经
济效益远远超过传统的农作
物。”李启中算了一笔账。他的
成功，在村里产生了示范效应，
当地百姓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
家纷纷加入合作社，那些撂荒多
年的土地，全都种上了芦笋。

从登文村、上八庙镇，再到

恩阳全境，芦笋种植规模在不
断扩大。一根小小的芦笋，已
成长为恩阳区的农业主导产
业。2017年，恩阳区计划新植
芦笋 5 万亩，最终形成 10 万亩
的种植规模。有嗅觉灵敏的企
业看到其中巨大的商机，抢滩
恩阳从事芦笋的深加工。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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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中对刚收割的芦笋进行初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