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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 镇远地委在答复余庆县委关于租佃问
题请示的文中作出如下规定：1、互助组佃耕公有的
田。除向田的所有者交租外，按最多不超过收益的
15%的税率纳税，其余组内分配，不与农户原产量合
并计算；2、农户佃耕私人的田因精耕细作实收超过
常年产量，按租佃双方原约定租额交租，如开始没有
明确，以实际收益交租为原则；3、群众包耕军属的
田，收益全部交给军属，对包耕群众给予表扬。

10月初 镇远全地区第二期普选工作开始。
11月中旬 镇远地委在镇远县大菜园村进行建

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经过群众充分讨论，余
明镜、杨昌培两个互助组自愿组建成大菜园农业初级
社。自此以后，全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开始由互助组向
初级合作社发展。

12月 26日至31日 镇远地委召开县书会议，讨
论布置统购统销任务。会议提出要认真搞好粮食统
购统销工作，对破坏统购统销的人，要视其情节轻重
予以打击；要克服干部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强迫命令的
作风。

（选自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黔东南州
历史大事记》）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海波）今年来，
天 柱 县 坚 持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通 过 采 取

“强村+弱村”联建、“机关+村”联帮、
“干部+群众”联心的方式，有效破解乡
村振兴中发展难题，全面激发乡村振兴
活力。

“跨村联建”抱团发展。 按照地域相
近、产业相似、以强带弱的原则，开展强
村带弱村结对活动，将产业规模大、基层
组织强、乡风文明好的 41 村作为先进村，
重点围绕产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乡村
治理等方面结对帮扶 41 个弱村，通过相
互交流学习、互派村干部挂职、组建产业
联盟等形式，开展帮扶共建，累计开展考
察交流 1520 余人次，互派村干部跟岗或
蹲点指导 27 人次，帮助发展产业 4217

亩，组建食用菌、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同盟
10 个，覆盖群众 1068 户 3557 人。

“ 结 对 联 帮 ”补 齐 短 板 。 采 取“ 机
关+村”的方式，明确 1 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至少联系帮扶 1 个村，充分发挥机关
单位在资源、信息、人才、项目等方面的
优势，帮助理清发展思路、开辟致富门
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建强村级组织
等。各单位组织班子成员到村开展调查
研究 90 余次，办成好事实事 380 余件；同
时定期组织机关党员开展送培训、送科
技、送项目、送服务等活动，帮助群众发
展烤烟、油茶、辣椒等近 4000 亩，通过院
坝会、凉亭会、板凳会等开展政策宣讲
760 余次，实现组织共建、党员共管、发
展共谋、困难共帮、乡村共治。

“干群联心”凝聚合力。充分总结运
用脱贫攻坚工作经验，按照“摘帽不摘
责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
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摘”要求，组织
7600 余名干部结对联系 2.9 万户群众，明
确每月到户走访不少于 2 次，至少落实 1
件以上帮扶实事。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建立领导干部
联系民生实事制度，聚焦就业、教育、医
疗等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建立实
事台账 110 个，认领民生实事项目 621
个。选派 270 名干部组成 90 支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到村服务群众。开展专家服
务“三农”行动，145 名农技专家到田间
地 头 服 务 2926 次 ，帮 助 群 众 解 决 问 题
2923 个。

天柱县：

“三联”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赵学丽）近日，在镇远县报京乡报
京村火焰山花椒种植基地，一排排蜂箱随处可见，一群
群勤劳的蜜蜂在花丛中来回穿梭。

6 月 12 日，报京乡将 100 箱中华蜂分发给 13 户有养
殖经验和养殖意愿的农户后，及时组织养蜂技术员到现
场给蜂农讲解病虫防治、分箱、取蜜、繁殖等技术知识，
实现“鱼、渔”双授。

“政府免不仅免费给我们蜂箱，还现场组织学习养
蜂技术，又让我们老百姓多了一个好‘钱’景。”报京乡
报京村蜂农田仁富说到。

这是报京乡通过党建引领，积极带动群众种植花椒、
油茶等经济作物，探索“以短养长”的立体林业发展模
式，提高全乡群众发展产业积极性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乡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花椒基地发展养蜂和套种
花生、小米等作物。

目前，养蜂 206 箱，群众也陆续在花椒地种植花生、
辣椒等作物。放眼望去，一株株花椒树已经挂了果，丰
收在望，让群众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出一大步。

镇远县报京乡：

花 椒 基 地 采 蜜 忙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先型 龙玉梅）2020
年 6 至 8 月期间，黔东南州连续遭遇暴雨等
极端天气，给我州黎平、榕江、从江等县市
造成不少地质灾害，部分国省道路出现大
面积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给地方群众的出
行造成了极大不便。黔东南州交旅集团得
知情况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时间安
排下属贵州中凯交通公司投入大量人力、
机械参与道路抢修工作。

2021 年春节过后，贵州中凯交通公司
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科学部署、快节奏、严
要求，有序组织迅速到位，承建的贵州省凯
里公路管理局 2020 年灾毁重建恢复项目第
一标段按期实现复工复产。

为了尽快将满是黄土的道路变成美丽
的沥青路，将这项人民群众期盼的民生工
程建好，州交旅集团党委向中凯交通公司
发出“学党史、办实事”的号召，从年初起加
强对该项目的调度，督促中凯交通公司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加快工程项目推
进，并将其列为 2021 年集团为群众办实事
工作计划之一。在建设过程中，为尽可能
减少对沿线企业和民生的影响，主动与各
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突发状况，将矛盾化解
在一线。

中凯交通公司党支部组织了以公司党
员、副总工程师王杰、工程部部长陈洁丽及
项目负责人刘先型为主的攻坚团队，发扬

“严细深实快”作风，提高标准、快推快干，
对工程建设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做到三保五到位，压实工作责任，上足人力
机械，以开工即决战、开局即冲刺的决心和
干劲，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发扬“白+黑”

“5+2”的交通铁军精神，经过两个多月抢天
夺时地施工，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该 2020
年 灾 毁 重 建 恢 复 项 目 累 计 完 成 金 额
1470.51 万元，项目预计 10 月底建设完工。

州 交 旅 集 团 全 力 抢 修 灾 毁 公 路

本报讯（通讯员 杨礼鹏）为支持岑巩县水库建设，解
决人民群众生活用水问题，岑巩县政府决定对库区群众进
行易地搬迁。贵州银行岑巩支行积极响应县政府的号召，
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落到实处，近日派员前往岑巩县大有
镇黄泥寨开展易地搬迁工作，并承担了搬迁户周某一家的
搬迁任务。

据了解，周某一家常年在外务工，目前仅有年迈的周
大爷一人在家生活，无力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搬迁。再加上
周家居住环境特殊，给搬运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为尽快帮
助群众实施搬迁，贵州银行岑巩支行由领导赵锦松带领 4
名员工，自费租用搬运车辆，不辞辛劳地将周某一家等贵
重物件搬到了公路上。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周某一家已
顺利实现搬迁。

帮助库区群众移民搬迁，是贵州银行岑巩支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该行将始终践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展现贵银风
采，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贵州银行岑巩支行
为易地搬迁户分忧

●6月16日，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会议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州
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副组长潘亮，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周代军，
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州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
雷勇，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州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副组长金亦贱在我州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记者 康莉 彭熠）

本报讯（通讯员 谢官梅）炎炎夏日，走进丹
寨县兴仁镇城江村，一排排西瓜大棚首尾相接、
错落有序地排列田间。棚内，一个个圆滚滚的
西瓜在蒲叶的遮蔽下，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公路边，前来“尝鲜”的游客络绎不绝，尽情地享
受着休闲的假日时光。

在瓜农蒙炳文的瓜地里，收购西瓜的客商
是一批接着一批，一家人整天在西瓜地里打转，
采摘、贴标、过磅、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城江西瓜皮薄、口感好，又脆又甜，今天我
要了 300 斤。”批发商李道梅已连续 5 年在城江
村批发西瓜，对城江西瓜情有独钟。

近年来，城江村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
“西瓜”种植为主导产业，通过“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以强带弱、以先带后、以富带贫等措
施，将西瓜培育成该村的“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城江村从 2004 年就开始种植西瓜，如今，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西瓜。”谈到西瓜给村里带
来的变化，村党支部书记潘坤莲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西瓜给城江带来了财富，全村 360 户，
建起了 120 栋‘西瓜楼房’，购置了 50 多辆‘西
瓜小车’。”

据了解，目前全村共有 132 户种植西瓜，种
植面积达 2900 亩，按亩均纯收入 0.7 万元计算，
今年预计总产值可达 2030 万左右，户均收入 15
万元，西瓜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瓜”。

近年来，该村立足村情实际，在种植西瓜的
基础上，还大力发展草莓、橘子、葡萄等精品水
果种植，种植面积达 700 多亩，不仅丰富了产业
形态，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也让城江村成了名副其实的

“水果村”。

丹寨县城江村：

党建引领结硕果

富了群众强了村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良）连日来 ，
在黄平县旧州镇的农户家中，随处可见
党员干部积极在给老年人拍照。为确保
每个老年人都能顺利享受养老保险，旧
州镇组织了 116 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
为 60 岁以上老人开展“人脸识别”认证
工作。

据了解，旧州镇共辖 18 个村、社区。
其中，个别村地处偏僻，网络信号差，留
守老人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加之他们

的脚腿行走又不当方便，无法按时到村
委会来进行“人脸识别”认证。针对这一
情况，旧州镇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认真走
好群众路线，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开
展了“解民忧、排民难，社保认证送上门”
活动。党员干部们按照活动宗旨，积极
走村串寨、主动跑到百姓家中，为老年人
做好“人脸识别”认证工作，的的确确把
实事做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我们老年人行动不方便，这些年轻

党员干部上门来给我们认证，在家门口
就能刷脸，不用再跑到镇政府、村委会认
证，真好。”寨碧村 86 岁老人杨再英说出
了大家的心声。

连日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旧州
镇养老保险认证工作进展顺利，党员干
部们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确保老年人认
证不漏一人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广大群
众的一致好评，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认
证 5103 人，占认证人数的 73.55%。

黄平县旧州镇：

为老年人开展养老保险认证工作

近 日 ，笔 者 走 进 素 有“ 茶 叶 之 乡 ”的
雷 山 县 望 丰 三 角 田 ，看 到 该 村 五 岔 路 几
个山坡满坡满岭绿油油的“金叶子”，到
处 都 是 茶 叶 基 地 ，山 坡 无 闲 处 ，财 源 滚
滚 来 。 预 计 今 年 全 村 茶 叶 总 收 入 可 达
630 万元，户均收入可达 2.53 万元。

三 角 田 村 位 于 雷 山 县 城 西 部 ，距 县
城 20 公 里 、望 丰 乡 政 府 7 公 里 ，雷（山）
舟（溪）公 路 穿 寨 上 而 过 ，全 村 现 有 249
户、949 人，分居 6 个自然寨，辖 9 个村民
小 组 ，有 党 员 32 名（其 中 女 党 员 5 人），
全 是 苗 族 。 人 均 耕 地 不 足 七 分 ，曾 是 个
人多耕地少的一类贫困村。

三 角 田 村 平 均 海 拔 在 1160 米 ，年 平
均气温 15.5。高海拔、云雾缭绕、无污染

的 自 然 环 境 是 发 展 茶 叶 的 绝 佳 之 地 ，因
此 该 村 种 植 茶 叶 历 史 悠 久 ，早 在 1974 年
种有 380 多亩茶园地，是望丰乡种茶最早
的村。

2007 年以来，该县连续出台了发展茶
叶的相关补助政策，加大对用田、土种茶
农户的 补 助 力 度 ，除 了 在 整 地 环 节 补 助
外 ，还 在 种 苗 、专 用 肥 方 面 进 行 补 助 。
三 角 田 村 党 支 部 、村 民 委 员 会 紧 紧 抓 住
这 一 大 好 机 遇 ，积 极 发 动 村 民 把 部 分 熟
士 进 行 退 耕 还 林 种 植 茶 叶 。 同 时 利 用
本 地 自 然 优 势 ，带 领 全 村 农 民 向 荒 山 进
军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地 整 地 种 茶 。 特 别 是
2014 年 扶 贫 攻 坚 以 来 ，该 村 不 断 创 新 茶
叶 发 展 思 路 ，狠 抓 绿 色 产 业 革 命 ，使 种

茶 面 积 逐 年 扩 大 ，至 今 全 村 建 有 茶 园 地
2500 亩，户均 10 亩。

据了解，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针
对本村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和部分缺劳
力 ，对 茶 园 管 理 不 善 的 问 题 。 于 是 ，通
过 采 取“ 党 组 织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抱 团
发 展 模 式 ，整 合 当 地 茶 叶 产 业 ，优 化 茶
叶 产 业 结 构 ，积 极 引 导 村 民 群 众 加 入 合
作 社 ，致 富 带 头 人 和 村 民 小 组 集 体 将 老
茶 园 、低 产 茶 园 入 股 到 合 作 社 ，合 作 社
再 将 茶 园 按 片 分 包 给 村 管 理 ，并 对 其 进
行 茶 园 管 理 技 术 指 导 和 培 训 ，全 力 解 决
部 分 村 民 无 产 业 、无 技 术 的 问 题 。 通 过
这 一 措 施 ，茶 农 对 茶 叶 管 理 到 位 、施 足
底肥，茶园长势喜人。

目前，该村有三家茶叶加工厂，方便
茶 农 随 采 茶 随 交 售 ，全 村 240 多 户 茶 农
不 论 阴 雨 天 气 ，都 早 出 晚 归 采 摘 茶 青 。
据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立 杰 介 绍 ，截 至 2021
年 ，全 村 建 成 茶 叶 基 地 2500 亩 ，其 中 投
产 采 茶 面 积 1800 亩 ，预 计 每 亩 收 入（平
均）3500 元 计 ，今 年 总 收 入 可 达 630 万
元，户均可来自 2.53 万元的茶青收入，人
均 收 入 可 达 6600 多 元 。 种 茶 、卖 茶 成 了
山村农民一条致富途径。

“ 近 年 来 ，我 村 立 足 本 地 资 源 优 势 ，
坚持党建引领助推茶叶产业发展。通过
努力，实现了茶园建设快、管理好，使茶
农‘ 钱 袋 子 ’逐 年 鼓 起 来 ，促 进 了 脱 贫 ，
村 民 摘 掉 了 贫‘ 穷 帽 子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受 到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的 充 分 肯 定 。
今 后 我 们 将 继 续 在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壮 大
绿 色 产 业 做 文 章 ，做 大 做 强 茶 叶 产 业 ，
全 力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以 规 模 化 种 植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把 三 角 田 村 建 设 得 更 加 美
好 ！”三 角 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立 杰 对 未
来充满了信心。

做强茶叶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 雷山县望丰乡三角田村发展绿色产业致富记

○ 通讯员 张希才

采摘游，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旅
游方式，近年来在各地异军突起，很
多城市郊区、村庄农户都建起了采
摘园，樱桃、草莓、桑椹、瓜果梨桃、
花生红薯等，不同的有不同的采摘
项目，吸引了不少城市的居民利用
周末自驾前往，体验乡村采摘乐趣。

然而，不论哪一种采摘项目，其
采摘时间注定不会太长，何况采摘
项目还有季节限制。因此，“采摘之
后干什么”“还有什么可看可玩的项
目”，这不仅是游客的需求，更是采
摘游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所以，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尤其是
旅游文化部门应该从全域旅游的理
念出发，针对采摘游新的发展趋势，
依托乡镇一级的人民政府指导果园
将吃、喝、玩、娱、购等旅游元素融入
单纯的瓜果蔬菜采摘活动，探索并
打造一批叫得响的采摘游品牌。

一般情况下，前来采摘的游客多是上午而来，时近
中午自然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不妨研究一下当地
具有传统的餐饮美食，在采制园内接地气地设置不同
主题的餐饮场所，烹饪出以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果蔬
为原材料的美味佳肴，并制定大从都能接受的价格，从
而使游客品尝到在其他地方品尝不到的果蔬全宴。

要针对前来采摘孩子较多的实际，开发适合不同
年龄段孩子的动手项目，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
到采摘的乐趣，还可以将手工小制作和知识带回去。

要针对果蔬成熟上市的不同季节，结合现代栽技
术，选择不同的果蔬品种错季种植，从春天的草莓到
夏季的瓜果，从秋天的花生红薯到冬天大棚的黄瓜番
茄等，使一年四季都有可供游客采摘的内容，确保游
客的采摘游活动充满着新乐趣、新选择、新味道。

让
采
摘
游
增
加
新
元
素

○
袁
文
良

连日来，剑河县岑松镇巫亮村的 1080 亩杨梅迎来采收

季，当地果农推出“鲜果采摘”和“直播带货”活动，吸引游客

前来体验。近年来，该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科技杨

梅，带动群众增收。

图为游客在采摘杨梅。 （通讯员 杨家孟 吴玲 摄）

●6月16日，全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会议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
会议通报全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
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总结提升环节有关工作。省
戒毒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省级第七指导组
副组长李海，贵州警察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省监委驻贵州警察学院监察专员、省级第七指导
组副组长袁虎出席会议。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
书记、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潘亮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州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代军主持会
议。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州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副组长雷勇，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州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副组长金亦贱出席会议。

（记者 康莉 彭熠）

图为技术人员在抢修公路图为技术人员在抢修公路。。

●不慎遗失黔东南州创金

工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601MA6DL0Y86D）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黔东南州创金工程劳

务派遣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

（货运）1 本，身份证号码：

522622199506150010，特 声

明作废。

蒋代书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5226220004381，特 声 明

作废。

黄平县孕婴坊超市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

（客运）1 本，身份证号码：

52263619810313321X，特 声

明作废。

杨 俊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

（客运）1 本，身份证号码：

522636198102163206，特 声

明作废。

胡向敏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

（押运员）1本，身份证号码：

522635197007240815，特 声

明作废。

吴明贵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房屋他项权

证》1 本，证号：凯房凯里市

他字第2013001033 号，特声

明作废。

陈振文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林权证》1 本，

证号：B121000091086，小班

号 ：522632090401MDrM-

Sr70180，坐 落 ：榕 江 县 崇

义乡富有村一组，特声明

作废。

张家发 张家富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226340010421，特 声 明

作废。

雷山县羊德山庄

2021年6月17日

●不慎遗失《房产证》1 本，

证号：施房产证城关镇字第

0001759号，房屋坐落：施秉

县城关镇白家塘东路，建筑

面积：120.49平方米，特声明

作废。

肖庆红

2021年6月17日

遗失声明

剑河县三合盛鞋业制造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629MAAL1XG28R）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减少至

贰拾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剑河县三合盛鞋业制

造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