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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颖）12
月8日，巴中市政府收到一封题为

“十万火急，求助市委仲彬书记，
市政府喜安市长帮助我们讨回民
工工资”的信函后，巴中市委书记
李仲彬、市长周喜安立即批示责
成相关部门出面维权。昨日，在
内蒙古打工的 390 名巴中籍民工
已全部领到拖欠工钱，顺利返乡。

向巴中市政府写信的张建
军，是巴州区凤溪乡莲花石村村
民。自 1995 年以来，带领巴中大
量民工在北京、内蒙古等地从事
建筑劳务承包工程。

去年9月，张建军承接了鄂尔
多斯市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学校
主体工程，民工随即进入工地施工。

该工程系鄂尔多斯市政重点
工程，由河南泰宏公司承建。由
于双方结算产生分歧，致使 390
名巴中籍民工 1568 万元工资拖
欠达一个月之久。

此时，内蒙古天寒地冻，农民
工的遭遇牵动着“娘家人”的心。
接到求助信函后，巴中市委书记
李仲彬、市长周喜安高度重视并
迅速作出批示，责成巴中市农办
民工维权中心前往内蒙古维权。

据前往内蒙古维权的巴中市
民工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介

绍，维权小组到达鄂尔多斯市后，
立即和当地政府进行了沟通。

本次欠薪原因系张建军和
承建方——泰宏公司结算争议
引起。施工期间，泰宏公司负责
人陈某违反合同约定，不按约定
单价进行结算，再加上今年 4 月
至 6 月期间，业主方因变更设计
图纸，致使民工停工达两个月之
久，泰宏公司和张建军双方为此
损失巨大，泰宏公司始终不予结
算，390 名巴中籍民工总计拖欠
工资 1500 多万元，长达一个月都
拿不到手。

这起欠薪事件引起了鄂尔多
斯市的高度重视，该市专门成立
了“欠薪事件处理小组”。12 月 9
日至11日，泰宏公司迫于压力，先
后组织1300余万元现金，由“欠薪
事件处理小组”在鄂尔多斯市综
合执法支队会议室现场发放。

由于涉及民工人数众多，通
过5天现场发放，尚有100余民工
因资金不足未拿到工钱，12 月 14
日，鄂尔多斯市政府作出决定，由
政府先行垫资200余万元，全额兑
现390名农民工工资。

截至昨日，领到被拖欠工钱
的390名民工及70余名工地管理
人员已全部返回巴中。

华西都市报讯（文/图 记者
李罡）“达县”写成“这县”，这广告
错得太离谱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在位于达州
市南城一个十字路口，看到这块
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广告牌上，
落款处的“达县人民政府”成了“这
县人民政府”。因地处交通要道，
上百平方米的广告牌非常醒目。

“同学们早就看出来写了个错
别字。”旁边的逸夫小学三年级的
小朋友看到记者拍照，称同学们
都看到好几天了，只是大家不明
白，政府怎么会把“达”字写成“这”
字，有同学到学校后还问了老师，
老师回答说这个字肯定写错了。

达县政府办副主任郭先生
说，“广告是县政府打的，委托一
家广告公司在做，问题应该是出
在广告公司制作粗心，郭表示立
即改正过来。”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返回原
地看到，先前错误的字已被改正
过来。

千年古树 树根可做板凳
昨日上午，记者在涵水镇庆

丰村一山脊上见到了这棵古树，
树冠展开足有 100 多平米，树干
遒劲，需七八个成年人才能合
抱，树根延伸出30米开外。

在距离大树200多米远的地
方，住有 30 多户人家，一位姓冯
的村民说，前些年，大树树根串
到了他家厨房，在灶下挖出的树
根，直径达 60 多厘米，他用树根
做了一条板凳。

历经千年风雨，世世代代的
村民和古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他们亲切地叫它“父亲树”。当地
流传着这样一个习俗，很多村民
将自家孩子领到树下放鞭炮、磕
头，将孩子“拜寄”给古树，孩子从
此就会无病无痛健康成长。每逢
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古树下鞭
炮声不断，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

进行着这个古老而庄严的仪式。

让道铁路 25万搬新家
据平昌县林业局白衣天保站

站长陈大志介绍，经考证，古树树
龄已上千年，树干直径达7.5米。

上世纪60年代，古树树冠展
开面积近 2 亩，上百人在树下开
会都淋不着雨，后来树冠被砍掉
了一部分，小孩子在树下玩火引
发火灾，虽经及时扑救，但一部
分树干中间还是被烧空了。

近年来，古树重新焕发生
机，2000 年 10 月，平昌县政府对
其登记挂牌保护。

如今，在建的巴达铁路正由
远及近直逼古树。陈大志说，古
树不偏不倚，正好位于铁路线
上，如果要避开它，铁路必须在
20公里外的地方改道。

因此最终方案是对古树进
行移植，当地村民十分难舍，不

想其离开故土，但为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最后在50米外给它找了
一个新家。

“移植的难度很大，一是古
树体量太大，总重量130多吨；二
是生长在页岩之上，增添了难
度。”陈大志说。

平昌县林业部门经过多次
现场勘察后，制定了两套方案：
一是将古树从头到脚纵向分割
成三块，然后再合到一起栽植；
二是架设轨道，树干的中空部分
用药物处理，然后用钢筋固定，
大型吊装机械将树身固定后，在
轨道上平移。

两相比较，前者操作难度太
大，后者较为可行。整个工程估
计耗资近25万元。目前，林业部
门已将移植方案报与铁路施工
方，待两方会商之后便可施行。

文/图 华西都市报 记者 谢颖

巴中书记市长批示维权 民工讨回欠薪 万

让道巴达铁路千年古树要搬家

“达县”写成“这县”
学生娃搞不懂

“达县”写成了“这县”

千年黄桷树面临搬家

平昌县涵水镇庆丰村，屹立着一棵树龄上千年的黄桷树。虽然历经千年风吹雨打，但它
依旧枝繁叶茂，生机勃发，当地居民亲切地称它为“父亲树”。如今，在建中的巴（中）达（州）
铁路要途经此处，古树被迫搬家。华西都市报记者昨日从平昌林业部门获悉，古树移植已通
过上级审批，现制定了两套移植方案，整个工程需耗资约2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