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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一、拍卖标的：位于绵竹市滨河路宏建花园的3套住房，有产权证，其中：
住房①:一栋三单元5层左，二室二厅，建筑面积89.28㎡，起拍价17.36万元；
住房②：一栋三单元5层右，二室二厅，建筑面积89.28㎡，起拍价17.71万元；
住房③：二栋5层左，四室二厅，建筑面积190.65㎡，起拍价35.99万元。
二、拍卖的时间和地点：2022年 3月22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
三、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四、竞买报名时间和地点：竞买人到本公司领取拍卖资料后，持有效证件并交纳

竞买保证金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3月18日17:00时。
咨询电话：0838-2311599 ；13908100093
本公司地址：德阳市旌阳区翠湖街1号

德阳市长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7日

拍 卖 公 告

公 告
本公司将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

下午 170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
paimai.caa123.org.cn)对一批设备进
行拍卖。

联系电话：18628233382
四川米芮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3月7日

遗失公告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2015级，金融学专业，学生：

高婉婷；报到证：201913903202655 号遗失，特此登报声

明。

●成都安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代码：91510124MA6CPYKEXD，声明作废。

价格可观 茶农忙不停

翠绿茶园吐舌着淡黄的嫩叶，茶农们穿梭
于茶林间，一幅幅抢抓丰收的美丽乡村画卷映
入眼帘。

“天刚亮，我就来地里摘茶了，现在鲜叶单
价 120元一斤，比去年高出了 30元，时间就是票
子……”3月3日，屏山镇缸坪村黄瑞祥一家已是
忙得不可开交，5个劳动力全部投入到采收鲜叶
中。“鲜叶价格可观，现摘现卖，昨天在茶地里就
卖了 10多斤给专合社，收入 1000多元！”黄瑞祥
把喜悦写在脸上。

据了解，屏山县的 21.5 万亩茶园全部开
园采摘，截至 2 月底，全县鲜叶产量 2520 吨，
均价每斤 100 元；干茶产量 560 吨，均价每斤
620 元。预计在 3 月底，鲜叶产量能达到 26470
吨，同比增长 70％，单价每斤最高达 130 元，
实现产值 7.26 亿元，农民人均增收 1441 元。
预计 2022 年，该县茶叶综合产值可达 45 亿元
以上。

茶叶走俏 订单接不赢

在中都镇永清白茶专合社，该社负责人钟永
清电话持续不断，一边指导茶农采摘技术，确保
鲜叶质量。一边处理来自全国各地客商预购“屏
山炒青”的订单。“专合社对白茶鲜叶进行保护价
收购，每斤在 130元以上，产品主要销往江浙一
带。就在3月2日晚，制作好的200斤茶叶，刚运到
雅安市名山交易市场，还未来得及卸货，就被外
地茶商相中而‘抢’空！”钟永清一脸幸福的烦恼。

同样，在屏山县屏山镇永康村5组的雪中翠茶
厂，从早上八点开始，制茶机器声就嗡嗡响。该厂
负责人雷毅一边把关茶叶质量，一边接待来自湖
北恩施茶商代表杨武等人。“我关注屏山茶叶20多
年了！因为屏山临江，硒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特殊，
昼夜温差大，茶叶色泽翠绿，叶质柔软，香气醇厚，
只要质量好，有多少我就收购多少。”杨武说。在上
个月，杨武的技术团队从湖北“飞”到这里，从采茶
到加工各环节，都是严格按照“毛尖”技术生产的。
与此同时，雷毅还接到了来自河南、浙江、陕西以

及省内等地2000多万元茶叶订单。

以茶惠农 政策用不尽

为进一步壮大全县茶叶产业，2020年以来，
该县先后出台了《屏山县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茶产业发展十条》，重点对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和有机茶发展、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等制定出
一揽子扶持政策。

雷毅介绍，2021年自己新建了 4条生产线，
面积4500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政府从用地、车
间建设、生产设备、用电用气等方面给予补助，
资金约200万元，一系列的助农惠农政策一时半
会儿雷毅也讲不完。同样，在2020年新建的天仙
玉叶茶厂，根据相关政策，政府补助了154万元。

据了解，林艺茶叶农民专合社的成立，实行
鲜叶价格兜底，还按照比市场价每斤高5元进行
收购，160余户茶农争先入社，带动了 2000余户
发展茶叶积极性，实现每户均增收8000元。中都
镇雪花村村民廖昌权是第一批加入永清茶叶专
合社的，入社学到茶叶技术，就立刻把撂荒的10

多亩土地全部栽上茶叶，现在成了当地茶叶大
户，年收入10多万元，2021年还获得专合社分红
金500多元。

为提升茶产业发展水平，2021年，该县聘邀
请了省农业农村厅、西南大学、中国茶叶研究所
的茶叶专家学者到屏山集中授课，县农技人员
不定期到各乡镇的茶农地里巡视纠正管理错
误，“手把手”教茶农管理技能等。

与此同时，该县一方面加大对基地建设投
入力度，2021年新建茶园 8608.21亩补助资金约
500万元，为 3000余户茶农提供优质茶苗、充足
肥料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提质增效茶园 7000
余亩兑现资金 300余万元。同时，还以东西部协
作为契机，共计投入106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
助力屏山茶产业发展。

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舒世平介绍，2022年屏
山茶产业快速发展，名优茶采摘时间可提前3—4
个月，全县新建了10个年产300-500吨干茶加工
企业全部运营，极大带动了产业发展。通过推广，

“屏山炒青”产品供不应求，茶农增收实现了新成
效。 刘波 胡姜伟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侯云春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胡利梅 记者 杨
琦 文/图）近日，在丹巴县半扇门镇团结村，
丹巴县宏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蔬菜大棚成
排而立。大棚里，各类蔬菜长势良好，村民们
正忙着给番茄苗吊绳、整枝。

据丹巴县宏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廷文介绍，在丹巴搞蔬菜标准化种植，是多
方面考虑认证的结果。丹巴土质松软且无污
染，适合蔬菜种植，并且昼夜温差大，光照强，
蔬菜口感好，一年能种两季。

今年 51岁的团结村村民杨平蓝，以前自
家地里一直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不但田间
管理工作繁琐，效益还低。直到去年，丹巴县
宏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流转了她家 3亩多土
地，还给她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杨平蓝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每年每亩地给我们
1300元租金，一年还是有几千块钱，我们在地

里做活路，80块钱一天，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块
钱，比我们种地划算多了。”

“去年，我们在丹巴发展蔬菜800多亩，辣
椒平均亩产3-4吨，番茄亩产10吨以上，去年
的毛收入达到了一千多万元，总共销售接近
3000吨。今年，我们预计产量可能会增加。”杨
廷文告诉记者,该公司不仅自己流转土地种植
蔬菜，还带动丹巴农户自己种植，并与他们签
订收购协议，增加了群众发展蔬菜标准化种
植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今年，丹巴县因地制宜，大力推
进蔬菜产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着力打
造具有丹巴特色的品牌蔬菜。在此基础上，今
年丹巴还力争将小金河流域果蔬现代农业园
区打造为州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为全
县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叶强平 叶任伟 记
者 杨琦）3月5日，理塘县村戈乡芒康村“石榴籽”
群众工作小分队入户更换有隐患的电线，引导牧
民做好卫生，帮助有身体残疾的小孩登记上报相
关信息……像他们一样，当天全乡有43个“石榴
籽”群众工作小分队活跃在广阔的牧区。

村戈乡地处高寒纯牧业地区，点多面广，
最远的定居点离乡政府60多公里。村戈乡党委
政府结合“村戈马背宣讲队”伴随式服务的基
础，2月底建立了乡一级“石榴籽”群众工作指
挥中心，7个村级“石榴籽”群众服务工作站以
及43个“石榴籽”群众工作小分队，共计500余
名工作人员，为全乡群众提供政策宣讲、护林
防火、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乡村振兴、基层组
织建设等方面的宣传。

截至目前，“石榴籽”工作小分队入户督查
卫生环境 600 余次，发放卫生流动红旗 50 余

面，督查疫情防控、护林防火卡点 200余次，走
访群众600余户，分批次、分群体宣讲50余次，
解群众困难诉求34件，进校园开展疫情防控教
育50余人次。

“以前村戈乡‘马背宣讲队’经常到我们远
牧点宣讲党和国家最新政策，帮助偏远牧区解
决了离党委政府远的问题。现在，‘石榴籽’群
众服务工作小分队又挨个走村入户，帮我们解
决了很多急难愁盼的诉求，让我们时刻都能感
受到党的温暖和恩情。”芒康村村民降央无比
激动地说。

村戈乡党委书记黄勇说：“‘石榴籽’群众
服务工作是顺应民意并且得到群众拥护的，解
决了牧区离乡政府远、办事难的现实问题，打
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拉进了干群关
系，推进群众服务工作走深走实，更是夯实了
党在涉藏地区的执政根基。”

白玉县
全力保障春耕备耕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夏露 记者 杨
琦）3月5日，记者从白玉县获悉，高原春耕春
种季节即将到来，该县早行动、早准备，多措
并举，加强农资供应和监管，为春耕备耕工作
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在白玉县农牧农村科技局的仓库里，记
者看到各类蔬菜种子、化肥堆积如山，工作人
员忙着将种子和化肥分类堆放，静待春天的
到来。白玉县农牧农村科技局曹春林告诉记
者，“春耕马上开始，我们积极配合政府部门
做好物资储备，确保今年春耕备耕工作有序
推进。”

据悉，白玉县已储备物资青稞种子 3万
斤、油菜种子 500斤、蔬菜大棚膜 12件、喷雾
器50台、复合肥7吨、蔬菜种子4000余袋、各
类农药 30件。今年还将陆续购买青稞种子 8
万斤、油菜种子1000斤、蔬菜大棚膜20件、复
合肥5吨、蔬菜种子8000袋，以保证白玉县保
障春耕生产需求。

目前，储备的物资将于春耕生产开始
前全部运抵到县内，并发放到部分缺少农
资的农户手中，充分保障农户们春耕生产
的需求。

理塘县村戈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丹巴县：标准化种植蔬菜助力乡村振兴

茶香飘万里 屏山建起“绿色银行”
阳春三月，茶香四溢，又是一年采摘春茶好时节。眼下，宜宾屏山县的茶叶进入采摘旺季，“屏山炒青”已在全国各地

火热上市。

乐山市市中区教育系统
启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祝谦 记者 蒋
培路）发扬雷锋精神，倡导文明新风。3月4日
下午，乐山市市中区教育系统“践行十爱·创
建文明城市”学雷锋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仪式在县街小学举行。

在经典童谣《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旋律声
中，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孩子们载歌载
舞，用歌声和舞蹈传唱雷锋精神，展示了新时
代好少年的精神风貌。随后，乐山市市中区委
宣传部、区教育局向县街小学学雷锋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践行中队授旗，并希望小志愿者
们时刻用雷锋精神激励自己，把雷锋精神融
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

“我是嘉州公民，我是雷锋精神的传人，
面对旗帜，我庄严宣誓：像雷锋同志学习，艰
苦朴素……”活动中，县街小学全体师生面对
旗帜庄严宣誓。

孩子们也在这满满的仪式感中对如何践
行雷锋精神有了自己的理解。县街小学六年
级七班学生杜欣莹说：“平常放学的时间，我
们会跟随党员老师，到学校附近的公交站维
持上车秩序；平时的生活中，我也会参与到小
手拉大手的活动中，带动我的家人和朋友一
起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村民忙着蔬菜管理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杨黎明 记者 侯
东）近日，中国西部（广元昭化）绿色家居产业城
木工专班培训开班，此举标志着广元市昭化区
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正式营运。

据悉，昭化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总投
资 2500万元，是集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鉴
定、企业孵化、课程研发于一体的职业技能实训
基地，其示范性强、辐射面广。培训项目涵盖开
料、打磨、油漆、冲压、电焊、模具等 10余个职业
工种，营运后，预计年实训可达8000人次以上。

“昭化区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是广元市第一
个获得国家支持的实训基地项目，我区根据实
际情况，结合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
公共配套设施，为昭化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
技能技术服务。”昭化区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昭化区将立足广元区位优
势和毗邻地区产业、人才需求实际，加强实训
学科建设，竭力为川陕甘结合部培育大批技能
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做靓做响广元技能实
训品牌。

广元昭化区公共实训基地正式营运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胥翱翔 记者 杨
琦）“从游客借宿到特色民宿兴办，再到全村增
收致富，在头道桥村民宿业发展的路上，变化
的是办税方式，不变的是税务部门的贴心服
务。”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
定市头道桥村党支部书记郑建英对前来走访
的国家税务总局甘孜州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桦说。

“尤其是藏汉双语服务，为我们建设美丽
藏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郑建英详细介绍了
头道桥村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高度评价甘
孜税务一直以来对村级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小
微企业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对税务机关积极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出“藏汉双语服务”、打
造个性化税收宣传形式、推广便捷贴心的社保
医保征缴服务给予充分肯定。她表示，下一步，
头道桥村将着力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打造民
宿特色品牌；同时依托康新高速、318国道康定

过境段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据了解，头道桥村位于康定市郊，紧邻木
格措风景区、二道桥温泉养生圣地和正在规划
的雅拉神山旅游、中谷红温泉小寨，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旅游
资源，民宿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对解决旅游
旺季游客住宿难题、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推动
全域旅游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更好服务少数民族纳税人的个性化涉
税需求，近年来，甘孜税务推出藏汉双语服务，
设置藏汉双语办税窗口、制作藏汉双语税宣资
料，制定“一户一策”税费优惠政策清单，确保
纳税人应享尽享政策红利。

杨桦表示，甘孜税务将锚定全州“一二三
四五”总体工作格局，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为全州各族群众做好税费服务。

甘孜税务：积极打造个性化税费服务
宜宾南溪区
推广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罗平 记者 侯
云春 严易程）“一个种植单位包括两个 100
厘米宽的种植带，按照行距 50厘米，相邻栽
种两行玉米（高粱）和两行大豆。”近日，在宜
宾南溪区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农技专家正在
为村社干部、种植大户讲解大豆玉米（高粱）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2022年，南溪区计划粮食播种面积约 42
万亩，大豆播种面积5.25万亩，其中大豆玉米
（高粱）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 2万亩，净扩
种面积 0.65万亩以上，在抓好春耕生产的同
时，力争打造一批大豆玉米（高粱）带状复合
种植绿色高质量发展样板。

“为抓好春耕生产，确保粮食扩面增产，
我们迅速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到各镇、街道，并
抢抓农资备耕及市场监管、强化技术培训指
导。”南溪区农林牧渔科技推广站站长梁勇
说，“同时我们还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确保‘良田粮用’，确保全年丰产
丰收。”

今年，南溪区把大豆玉米（高粱）带状复
合种植示范推广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攻坚克
难扩面积，千方百计提单产，推动大豆玉米
（高粱）兼容发展、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全区大
豆产能和供给水平，确保全面粮食生产任务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