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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双将 通讯员
左启国）“高丽梅同志在重要岗位上履
职，您是她的爱人，希望您多关心她
的生活情况和工作状态，遇事多提
醒，常吹廉政风。”近日，达川区米城
乡纪委书记来到米城乡综合办公室
工作人员高丽梅家中开展“廉政家
访”。面对家访提醒，高丽梅的丈夫
表示：“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的工
作，把好‘家门’，筑牢家庭防线，树立
良好家风。”

为有效发挥家庭助廉作用，引导
家属当好“廉内助”，今年，达川区米城
乡制定廉政家访实施方案，按照立足
教育、着眼防范、主动监督、关口前移
的要求，规范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

的行为，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合力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我们组织乡纪委委员、乡妇联干
部联合开展干部家访工作。乡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带头到班子成员家中

‘做客’，与干部家属交谈；其他班子成
员根据工作分工，逐一上门与其分管
联系的干部的家属谈心。”米城乡纪委
负责人介绍。

家访中，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家访人员围绕家访对象承担的主要工
作、工作中的廉政风险点、工作表现、
家庭与工作关系等方面，与家访对象
家属进行拉家常式的交心谈心，深入
了解干部的家庭成员情况、思想状况、
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等，并认真倾听家

属的意见建议，力所能及帮助干部解
决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引导家属当
好“廉内助”，形成对党员干部“八小
时”内外监督的闭环链条。

米城乡纪委对家访了解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把问
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家访情况进行
统筹分析研判，向乡党委推荐作为年
度考核的重要参考；广泛宣传家风家
教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选树一批
正面典型，做好“廉政家访”“后半篇文
章”。

据统计，2024年米城乡对全乡党
员干部开展“廉政家访”50余人次，收
集意见建议10余条，帮助解决困难和
问题5个。

本报讯（记者 何双将）岁末年初，
是达川区巴河流域百里优质晚熟柑橘
产业带柑橘陆续成熟的时节。眼下，
沿线各乡镇正全面采摘柑橘，产业带
迎来全线丰收。

达川区巴河流域百里优质晚熟
柑橘产业带是达川区依托巴河流域
沿线柑橘种植资源，以石桥、石梯、桥
湾、管村、龙会、渡市、虎让 7 个乡镇
为主要种植基地，打造的一条柑橘产
业带。

日前，桥湾晚熟柑橘现代农业园
区迎来大量客人上门采摘。桥湾上连
虎让，下接石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便大面积发展柑橘产业。近年来，
该镇坚持产业发展先行战略，通过向
上争取项目和资金，大力发展柑橘，在
倒虹、钟山、陈余等村大面积种植爱媛
38号、春见、长叶香橙、血橙等品种柑
橘，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桥湾晚
熟柑橘现代农业园区。2023年，该园
区成功创建区级现代农业园区。目
前，桥湾镇种植柑橘8000亩，预计产
量8000吨。

眼下，达川区龙会乡沿溪口村的
柑橘陆续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商

家采摘和采购。
近年来，经过多次品改，龙会乡柑

橘在市场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
牌。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
的农民通过种植柑橘实现了增收致
富。目前，龙会乡种植柑橘 4200 余
亩，主要分布在沿溪口村、张家山村、
谢家坝村等地，全乡柑橘挂果 1500
亩，预计产量1800吨。

近段时间，渡市镇低基坪村琯溪
蜜柚全面成熟，进入集中采摘期。一
部分村民将柚子采摘下来自己销售，
一部分村民将柚子采摘后交给村上
统一销售。同时，村镇两级干部积极
对接达州部分超市、批发市场，进一
步拓宽柚子销路，解决村民后顾之
忧。

低基坪村曾是典型的贫困村，如
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过上好日子是
低基坪村“两委”以及渡市镇党委、政
府焦心的一件事。2017年，低基坪村
从福建省平和县引进了琯溪蜜柚，发
动村民广泛种植，并进行规模化产业
化打造。如今，低基坪村全村种植琯
溪蜜柚 1327 亩，带动该村果农 1000
余人，年产值约1200万元。

除了琯溪蜜柚，渡市镇南岩村、白
腊坪村、金盘村还规模化种植了美国
糖桔、春见等品种柑橘，全镇种植柑橘
2300余亩，预计产量5000吨。

管村镇是达川区巴河流域百里
优质晚熟柑橘产业带柑橘种植规模
最大的乡镇，种植了塔罗科血橙、爱
媛 38 号、春见、砂糖橘、哈姆林等 10
余个品种，共计2万余亩，预计产量3
万吨。

近年来，达川区将柑橘产业作为
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之一，高质量发展
柑橘产业。采取“政府引导、业主主
导、多元投入、群众参与”模式，打造
柑橘等产业示范带，建设现代农业园
区，完善产业路及配套设施，提升机
械化水平。深入开展品改、栽培等技
术攻关，对重点环节实施常态化技术
指导。通过财政补贴，培育柑橘品
牌，指导企业、专合社等建强线上线
下销售网络。今年，达川区全区柑橘
种植面积 10.56 万亩，预计总产量
11.84万吨、产值6.6亿元。其中达川
区巴河流域百里优质晚熟柑橘产业
带柑橘种植面积5.09万亩，预计产量
6.1万吨、产值3.56亿元。

达冠家具厂的发展不仅带动了
当地村民的就业和增收，也对区域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
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动了上
下游相关产业发展，如原材料采购、
物流运输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条，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也吸引
了更多的人才和资源向达川区聚
集，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据了解，当地周边乡镇在外从事
过编藤工作的高达3万人，其中有两
三千人因年龄和家庭原因返乡，达冠

家具厂优先吸纳这部分员工，让他们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既解决了他
们的生计问题，又照顾了家庭，实现
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对于未来的发展，公司负责人
胡友文表示，下一步将把发展重心
放在研发和营销上，不断提升产品
的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相信在达川区政府的持续支持和引
导下，在金融机构的有力保障下，达
冠家具厂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
势，为达川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大巴山区的未来也将
更加美好。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欢）近日，达
川区管村镇积极行动，深入开展反诈
宣传活动，致力于提升群众安全防范
意识，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全力营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群众的财
产安全保驾护航。

活动中，镇工作人员和网格员
组成反诈宣传小组，深入辖区人流
聚集场所，通过张贴防诈海报和发

放宣传单，吸引居民关注。宣传人
员面对面向居民详细介绍了刷单返
利、“杀猪盘”、AI 换脸诈骗等常见
诈骗类型的作案手法、特点及防范
要点，着重讲解了提供金融支付工
具类、通信技术支持类诈骗的隐蔽
套路，让居民深刻认识到电信诈骗
的复杂性和危害性。

工作人员不仅提醒居民时刻保持

警惕，做到“不轻信、不汇款”，拒绝成为
电诈“工具人”，还反复强调“贪小便宜
吃大亏”的道理，并告知居民要谨记接
听“96110”预警劝阻专线电话，遇到可
疑情况及时求助，从源头上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居民李先生表示：“这次宣
传活动让我对电信网络诈骗有了全新
的认识，也学到了实用的防范方法，以
后肯定会更加小心，避免上当受骗。”

常态化开展“廉政家访”合力推进反腐倡廉

反诈宣传“零距离”守护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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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编产业让乡亲们富起来藤编产业让乡亲们富起来

□文/图 见习记者 刘欢 通讯员 曾源源

在达川区万家镇迎风村，一家从沿海城市转移而来的藤编家
具厂——四川达冠家具有限公司，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达川区一直致力于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2024年12月17日
召开的工业政银企对接座谈会，为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之间搭建
起沟通的桥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达冠
家具厂等企业得以茁壮成长。

走进达冠家具厂，冬日暖阳下
机器轰鸣，出货口搬运工人正娴熟
地忙着装车，一派繁忙景象。行政
经理刘晓霞介绍说：“这批60万元的
产品是运往宁波、临海那边，我们所
有产品都是直接出口。”当下正值生
产旺季，工厂订单不断，工人们干劲
十足。

达冠家具厂的发展可谓迅速。
2020年9月，通过达川区招商引资，
公司负责人胡友文投资1250万元成
立了该公司，在老家万家镇建厂，生
产以人工编制为主的户外休闲家
具。2022 年 7 月新建厂房正式投
产，2023 年产值就实现了 6000 万

元，2024年订单更是过亿，产品远销
德国、荷兰、美国等7个欧美国家，累
计出口额达人民币3000万元。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其过
硬的生产团队。包装车间主管袁顺
斌就是厂里花高薪从浙江挖回来的
技术骨干，他表示，厂里不仅待遇
好，而且离家近，比起在外面打工，
每个月纯收入还能多2000元，干起
来自然更有劲头。而生产线上的其
他工人也多是技术熟练、经验丰富
的老师傅，他们的精湛技艺是产品
品质的有力保障，也使得达冠家具
在市场上迅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
广阔的市场份额。

达冠家具厂的崛起之路

胡友文是达川区万家镇溜滩村
人，18岁外出务工，2008年开始从事
户外休闲家具行业，在沿海打拼多
年，始终心系家乡。了解到很多编藤
工人都来自大巴山区，家中的空巢老
人和留守儿童无人照顾，年龄大了又
被迫赋闲在家，于是决定回乡办厂，
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也为老乡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达冠家具厂的建成，确实给当地
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目前，工厂在职
工人 1050 人，其中编藤工人 800 余

人，大多将近 60 岁，年龄最大的 66
岁.。万家镇迎风村村民唐开英今年
59 岁，工厂一开工她就进来当了喷
塑工人，儿媳也在厂里做质检，旺季
的时候，娘俩每月能挣上万元工资，
同时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孙子，一
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在农
忙时节，她们还可以兼顾种庄稼。今
年唐开英家种植了50余亩玉米和水
稻。她开心地说：“这个厂开在家门
口太好了。我们都想把质量做好，一
直做下去。”

回乡办厂的家乡情结

达川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达冠
家具厂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2024年9月达川区开展“走企业、
查实情、解难题、促发展”活动以来，
达冠家具厂喜讯不断。扩建二期厂
房用地手续报批进展顺利，招商引
资奖补资金新到账 46 万元，这为企
业的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有
力保障。同时，企业还在上海成立
了新的贸易公司，组建了新的业务
营销团队，新建了2000平方米的多
功能产品展示厅，不断提升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

此外，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也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前期土地的规划与沟通，到后来

的水电气以及厂前道路的硬化，都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相关部门还积
极落实惠企政策，严格执行“四级联
动”服务重点企业制度，采取“首问
责任制”，全力解决企业用工、资金、
运输等实际难题，为企业生产经营
创造了良好条件。

金融机构也在达冠家具厂的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达川区的
工业政银企对接座谈会等活动中，
金融机构与企业深入交流，了解企
业的资金需求，积极提供支持。如
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保障，助力企业扩大生产、提升
技术、拓展市场。

政银企合力助推企业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就业

四川达冠家具有限公司新厂址四川达冠家具有限公司新厂址。。

成型车间工人在切割家具骨架成型车间工人在切割家具骨架。。

包装车间工人在组装藤编家具包装车间工人在组装藤编家具。。

藤编家具出口样品展示藤编家具出口样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