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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用爱谱写敬老爱亲赞歌乐山
好人

■ 记者 赵径

二十年如一日
全心全意付出

张英的婆婆和小叔子是智力二级
残疾，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丈夫王
云每天起早贪黑地做生意，家里的大
小事务都落在张英身上。

张英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句话
自幼便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里。每天早
上5点，张英会准时起床做早饭，为婆
婆和小叔子整理床铺，给婆婆梳头，
帮小叔子换衣服，督促婆婆吃药；每
隔两三天为婆婆洗头洗澡；每个月定
期去医院为婆婆拿治疗高血压和糖尿
病的药；定期为小叔子理发……枯燥

如流水线般的生活流程，张英不知不
觉已经坚持了20多年。

20多年来，不管再忙，张英都把
照顾家人的事摆在第一位，保证家人
吃好穿暖。张英与婆婆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有一次，张英外出办事耽误了
两天才回家，婆婆看到张英，竟像个
小孩子似地抱着张英哭着说想她了。

好妻子好妈妈
家人为她自豪

有人问张英，当初为何选择这样
的家庭？她总是笑着回答：“公公走
得早，我婆婆智力有问题，还带着两
个孩子，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
少罪，我觉得挺心疼的，就想着不能
让她年老了还不能安享晚年。”

正因为有这样的好媳妇、好妻子，
丈夫王云近几年的生意也越做越红
火，接着开了好几家分店。张英不仅
在家是贤惠能干的好妻子、好媳妇，
在外也是丈夫的得力帮手。空闲的时
候，经常帮丈夫管理店铺生意，夫妻
同心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我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很多福，这
辈子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谈及
妻子，王云感动地说。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
妈妈做表率，张英的女儿王丹非常懂
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还经常帮张英

做家务。19岁的王丹已经是一名大学
生了，每次放假，她总是早早回到家
里，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奶奶和叔叔。

“我妈妈很好也很不容易，我为她自
豪，也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王丹说。

好邻居好帮手
邻里为她点赞

张英不仅是能干的好媳妇，还是
热心助人的好邻居。村里人提起张
英，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

有一年冬天，邻居家小孩半夜突

然发高烧，但小孩父母都在外打工，
只有爷爷奶奶在家照顾。老人焦急地
找到张英，张英二话没说，立刻抱着
孩子往医院赶。到了医院，医生说：

“幸好来得及时，不然孩子可能会烧
成肺炎。”等孩子稳定下来，张英才稍
微松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脚上
竟然还穿着拖鞋。面对邻居的感谢，
张英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邻
居，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张英，就是这么一位普通的农家
妇女，她始终用赤诚之心温暖着身边
的人。

张英，一个平凡朴实的农村
妇女，20多年如一日，不辞辛苦、
起早贪黑，悉心照顾智力残疾、
生活无法自理的婆婆和小叔子，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孝与爱，谱写
出一曲敬老爱亲的赞歌。

近日，我市发布了“践行十
爱·德耀嘉州”——2023 年第二
季度“乐山好人榜”名单，市中区
牟子镇雷沟村村民张英榜上有
名。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昨（5）日，
市政协在深入调研和考察学习的基
础上，组织召开了“培育壮大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 加快建设数字乐山”对口
协商会。副市长张国清，市政协副主
席袁仕伦出席会议。

协商会上，市委网信办通报了我
市数字经济工作情况，市政协科技
委、市中区政协、沙湾区政协、峨眉山
市政协、乐山高新区管委会，以及科
协界别、市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建言献
策，建议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乐山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进一步强化数
字经济发展意识，以实施《乐山市“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抓手，制
定高位推进的考评机制，突出重点、
发挥优势，数字赋能、融合发展，努力
将乐山打造成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高地。
近年来，我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作
用，着力建体系、夯基础、抓创新、求
突破，数字产业快速聚集，园区建设
不断提速，产业赋能有序推进，“数字
乐山”创新建设，构建起乐山特色的
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数字经济整体水
平处于全省第一方阵。2022年，全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2.7亿元，
增速10.6%，高于全省4.1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省第一。

据悉，市政协于6月28日邀请了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高级专家解文斌，
为市级相关部门、区县政协、市政协
委员代表进行“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 加快建设数字乐山”专题辅
导。

市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
助力乐山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宋雪）近日，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表扬
2023年全省春运工作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的通报》，对全省7个市（州）
春运工作专班、8个省直部门（单位）、
42个基层单位、25个相关企业以及
199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乐山多个
集体和个人“榜上有名”。

根据通报，乐山市春运工作专班、
乐山市交通运输局、乐山市市中区交通
运输局、峨眉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获评

“表现突出的集体”；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峨眉车务段客运值班主任
肖雪、乐山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一
级科员段炼、井研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李松霖获评“表现突出的个人”。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
春运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的首个
春运，人民群众走亲访友、旅游观光
等需求加速释放。春运40天时间里，
全市累计发送旅客1739.24万人次，
打造“便捷春运、畅通春运、安康春
运、温馨春运”，向人民群众交上了一
份合格的答卷。

全省春运工作表彰

我市多个集体和个人上榜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佛国仙
山，清凉入“厦”。近日，由市政府
主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峨眉山
市政府、峨眉山景区管委员会共同
承办的2023乐山旅游全球营销活
动·厦门站在厦门市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以“佛系峨眉，清凉入
‘厦’”为主题，乐山旅游推荐官精
彩呈现“逍遥乐山清凉游”夏季旅
游攻略，推荐遗产探秘、清凉避暑、
非遗体验、网红美食等八大攻略，
带来夏日的一缕清凉；峨眉山推荐
官化身“郭襄女侠”，从“五妙共品”
礼佛静心、“六度清凉”避暑度假等

维度推介峨眉山夏季旅游产品；乐
山大佛旅游推荐官带来乐山大佛
景区夏季旅游产品，解锁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的神奇密码。

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开启与美团
合作新篇章，发布《峨眉山景区
2023年下半年推动团队旅游加快
恢复若干措施》。2023年下半年，
峨眉山景区将针对团队旅游实施
全山游、大型团、入境游、研学游以
及《只有峨眉山》演艺、直属酒店商
务会议等六大方面优惠措施。

推介现场一改传统模式，采用
当下最时尚的露营形式，现场设置

网红爆款“峨眉雪芽”围炉冰茶，两
地文旅行业代表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就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促进
跨区域交流合作、多举措激发旅游
市场活力、推进文旅消费业态提质
增效等方面交流心声，进一步推动
乐山与厦门“山海情”向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拓展。

同时，来自乐山和峨眉山的文
创好物、非遗美食，通过视觉、听
觉、感觉、触觉等多维度，让现场观
众感受到“佛国仙山·人间烟火”的
独特魅力，实力“圈粉”众多厦门市
民和游客。

乐山旅游全球营销清凉入“厦” 本报讯（杜益 记者 鲁倩文）近
日，市中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市中区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市中区分公
司以“市场调研+座谈会”形式联合开
展了主题党日活动。

烟草、邮政、电信三方反复磋商，
精心制定市场调研方案，选择烟酒
店、便利店、小超市、“烟火火”便民服
务点、数字门店等涵盖多种业态烟草
零售客户作为调研对象，结合三方工
作部署确定调研主题，扎实开展市场
调研，了解群众诉求，掌握市场情
况。调研走访多业态客户38户次，收
集问题建议10条，办理“烟邮信”现代
零售终端15户。

随后，三方开展座谈会，复盘调
研情况，收集汇总零售客户诉求困难

及意见建议，分析问题产生原因，讨
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三方负
责人表示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梳理
解决客户在“烟火火”平台推广使用、

“烟邮信”终端需求、基层微治理、宽
带网络及金融等方面的难堵点，切实
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烟草、邮政、电信三方一致认为，
以具体业务“烟邮信”现代零售终端
市场调研推广为抓手强化党建工作
的新模式，为党业融合提供新思路、
新举措，成效明显。同时，活动过程
中三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客户
服务、市场推广、资源整合等方面碰
撞出更多的思路和做法。三方表示
要固化“党建引领、业务搭台、联盟唱
戏”模式，建立健全联盟合作长效机
制，实现共赢。

党建引领“烟邮信”联盟“唱戏”聚合力

本报讯（记者 黄曦）为进一步弘扬
沫若文化，更好地呈现红色研学工作成
果，近日，沙湾区举办“沫若故里·红色
研学”成果发布仪式，集中发布6个红
色研学现场教学点位，分别为郭沫若故
居纪念馆+沫若戏剧文创园现场教学
点、沙湾经开区产业园区现场教学点、
德胜钒钛产业循环经济园区现场教学
点、沙湾区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现场教
学点、牛石社区+铜街子电站现场教学
点、成昆铁路+寨子村现场教学点。

当天，与会人员共同观看“沫若故
里·红色研学”专题片。发布现场通过
情景剧演绎的方式，对6个红色研学现
场教学点位进行了推介，带领大家“沉
浸式”体验红色旅程，接受精神洗礼，汲
取奋进力量。

发布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们前往
牛石社区+铜街子电站现场教学点和
沙湾区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现场教学
点体验课程，身临其境感受沫若文化，
感悟红色精神。

近年来，沙湾区扎实推进“沫若故
里·红色研学”一县一品党建领航载体
培育，形成以“一核一廊六点”为主体的
区域特色党建品牌。此次举办“沫若故
里·红色研学”成果发布仪式，不仅是贯
彻落实市委“345”工作思路的一项有
效举措，也是在红色研学中找准经济发
展突破口的一次有益尝试。

沙湾：

发布6个红色研学
现场教学点位

本报讯（刘书杰 记者 赵径）仲夏
时节，正是冬瓜播种的时候。连日
来，在井研县王村镇磨池村的研驰农
业专业合作社冬瓜种植基地里，村民
们抢抓晴好天气，积极开展黑皮冬瓜
播种工作。

记者走进冬瓜种植基地，几十名
村民忙着耕地、除草、翻土、铺膜、下
种、灌溉……旋犁机来回穿梭，机械
轰鸣声阵阵传来，一排排整齐的田垄
犹如一行行五线谱，让这片良田沃土
焕发出勃勃生机，谱写着希望田野的

“交响曲”。

为确保今年黑皮冬瓜有个好收
成，专合社负责人深入田间地头进行
技术指导。“今年天气比较好，这块地
原来种的玉米也顺利收割，销售完
毕。接下来，省外的老板订购了黑皮
冬瓜，我们准备了200亩基地，每天
50多人进行种植。”井研县研驰农业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严虎说。

严虎告诉记者，黑皮冬瓜目前市
场销售行情比较可观，前期种的小部
分销售价达到1.8元/公斤，产量每亩
能达到6吨左右。这批播种的黑皮冬
瓜预计10月前后收获。

井研县王村镇：200亩黑皮冬瓜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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