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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潘虹）6 月
23 日，黄平县谷陇镇敬老院正式
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大早，敬老
院里就热闹了起来，20 多位老人
在家人的陪伴下陆陆续续前来办
理入住登记手续，在这里开启新
的晚年生活。

谷陇镇敬老院位于 2019 年 3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4 月完成附
属设施建设，占地面积 10 亩，建设
床位数 100 张。刚刚投用的谷陇
镇敬老院里，不仅配套有电梯、餐
厅、厨房、医护室、活动室等，为更
好地服务入住老人，还请来了专
业的服务机构负责敬老院的日常
运营，使养老服务水平更加人性
化、规范化。

在日常管理上，谷陇镇敬老
院从细微之处入手，定期安排医
护人员为老人进行义诊和组织
社会爱心人士给老人理发，用实
际行动积极为老人创造安逸舒
适的生活环境，使老人们健康快
乐。此外，为让老人们的晚年生
活更多姿多彩，敬老院今后还将

依托每年的节庆日策划开展老
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
如文艺汇演、广场舞演出、棋牌
活动等。

据敬老院院长龙丽介绍，谷
陇镇敬老院主要入住对象是谷
陇镇、翁坪乡、新州镇这几个乡
镇的老龄人群，据初步统计，6 月
23 日有 24 位老人入住，下一步，
敬老院将努力协调各乡镇，使有
需要的老人都能入住谷陇镇敬
老院，让敬老院成为老人们的幸
福家园。

尊老敬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更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近年来，黄平县高
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把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
程扎实推进，不断健全各项工作
机制，进一步完善养老基层设施，
着力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截至目
前，该县相继建成敬老院 5 座、养
护楼 1 座、老年活动中心 6 个，使
辖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了有
效保障。

黄平县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潘锋）今 年
以 来 ，黄 平 县 纪 委 县 监 委 立 足
监督第一职责、基本职责，发挥
派驻纪检监察组“派”的权威和

“ 驻 ”的 优 势 ，紧 盯 被 监 督 单 位
“ 三 重 一 大 ”事 项 ，不 断 释 放 近
距 离 全 天 候 常 态 化 具 体 化 的

“探头”功能。
具体工作中，被监督单位在

召开“三重一大”会议前 3 个工
作日内，主动与负责联系的派驻
纪检监察组联系，将会议议题报
给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纪检
监察组围绕被监督单位拟研究
的事项所涉及的系统行业业务
和相关政策，在查询有关信息资
料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分析、组
内讨论等方式对会议事项进行
综 合 研 判 ，做 到 监 督 事 项 底 数
清，监督决策情况明。同时就议
题存在的廉政风险点，拟定初步
的监督意见建议以及风险防控
措施。

派驻纪检监察组在列席被监
督单位“三重一大”会议决策过程
中，根据现场研究情况，结合事前
分析研判形成的初步监督建议，
对决策的程序性以及合法合规性
进行全程全面监督，同时兼顾决

策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存
在违反决策程序的果断叫停，对
存在违规违纪等倾向的现场直指
症结并纠正。

“为了防止‘一督了之’，我们
更加注重事后监督。”该县派驻纪
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通
过采取随机抽查、重点督查和听
取汇报、个别访谈等方式，对被监
督单位已会议通过的决策事项就
人员落实、任务推进、执行效果等
方面回头开展“嵌入式”跟踪和

“贴身式”监督，有效防止了“三重
一大”事项虚假执行、盲目执行、
替换执行、附加执行等变形走样
的情况发生。

截至目前，7 个派驻纪检监
察组共参加被监督单位“三重一
大 ”会 议 312 场 次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124 条，开展“回头看”监督检
查 31 次 ，督 促 建 立 健 全 相 关 制
度 14 个。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监督的意见》工作要求，凸显
派驻监督成效，通过‘三重一大’
事项监督强化权力制约，做到真
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该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紧盯“三重一大”事项强化派驻监督

本报讯 （通讯员 潘胜天）6
月 28 日，黄平县平溪镇大寨村党
总支部、平溪镇移民安置小区党支
部和乡村振兴驻村单位党支部联
合开展“壮丽 100 年、奋斗新征程”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华诞。从平溪镇易地扶贫安置
小区走出来的王婷慧和姐妹们，在
活动中表演《爱我中华》的舞蹈。

据悉，平溪镇移民安置小区
是黄平县 5 个易地扶贫集中安置
点之一，现居住 110 户 486 人。王
婷慧家 5 口人居住的是 100 多平
方米的面积，比原来山里的老家
好了很多，小区还设立服务中心，
小孩上学也近，生活十分便利。

“能住在干净舒适的安置小
区，真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在党的
百年华诞来临之际，我们小区的姐
妹要跳一曲《爱我中华》的舞蹈，表
达爱党之情。”王婷慧动情地说。

从内心感恩党的好政策，王

婷慧和姐妹们对表演《爱我中华》
的舞蹈作了精心的准备，除了练
好歌跳好舞外，还统一购置了印
制“爱我中国”的红色文化衫，个
个显得精神十足。

“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星座五
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
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嘹亮歌声响彻云
霄，王婷慧和姐妹们翩翩起舞，内
心充满了对党感恩之情。活动现
场，一首首激昂的红色歌曲，一支
支优美的舞蹈先后上演，群众用
歌舞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党的热
爱与祝福，更加坚定了人们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心。

“我们以歌舞的形式庆祝党
的百年华诞，对于移民小区来说
意义非凡。同时，我们选择《爱我
中华》这首歌来表演的目的是鼓
舞人心，激励大家热爱祖国。”演
出结束后王婷慧说。

平 溪 镇 新 市 民 欢 歌 载 舞 颂 党 恩

图为谷陇镇敬老院正式启用老人们很开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杨胜春）近年来，
黄平县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围绕“共育民族团结之花，促进
黄平高质量发展”主题，不断夯实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基础，全面提升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水平。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全镇加大宣传力度，摸清辖
区少数民族群众底数，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创建活动，使各族
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黄平
县谷陇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人员杨
梅花说。

为切实推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创建工作，该县成立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充实县创建专班，推进形成

“四个纳入”（纳入常委会、政府常务会
议和统战领导小组会研究议题，中心组
学习内容、党校培训、党史学习教育）长

效机制，以召开集中学习会、干部会、院
坝会、制作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和媒
体报道等方式开展专题宣传报道 12 次、
门户网站信息宣传 83 条、手机信息宣传
14.5 万余条、制作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横
幅 150 余幅、宣传栏 300 余块（面）；利用

“四月八”民族集会、赶场天开展民族政
策法规及创建知识宣传 43 场次，现场发
放《黄平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知识
100 问》等宣传资料 3 万余份；全县创建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2 个、全州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单位）50 个，逐步形
成以点串线、以线连片、以片带面的创
建格局。

民族团结让群众过上了好日子，各
族群众感恩党的好政策，把民族团结进
步挂在嘴上、记在心上。黄平县苗岭社
区 47 岁的苗族居民杨衣堂说：“现在我
家三口人每月定期能领到几百元低保

金。两个孩子，一个在读大学、一个在读
高中，都享受到了教育扶贫的好政策。
2019 年又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政
策好得很，我们很知足。”

为创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黄平县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以上率
下“学”、基层培训“讲”、新闻媒体“宣”、
重要节点“发”、多重媒介“传”等方式，
在全社会营造了支持创建、参与创建的
浓厚氛围。

为把创建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该县
积极实行“党建+民族团结+”创建模式，
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党的建设、教育
文化、乡村振兴等工作相结合，全县各部
门单位均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
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定期开展分析研判、
督查，形成了“党建+民族团结+”的民族
团结工作创建模式。

“我们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

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与为各族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相结合，及时解决各族群众
关心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让各族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平
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李家凡说，截至 6 月底，该县各
级各部门共完成县乡层面“我为群众办
实事”80 余件，建立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长效机制。

近年来，黄平县始终坚持创建成果
惠及各族群众，深入实施助推民族乡镇
同步建成小康社会，11 个民族乡镇 135
个贫困村 11 万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持
续落实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地区发展蹄
疾步稳。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在 黄 平 绽 放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艾）为 扎 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近日，黄平县农业农村局党支部深
入 结 对 帮 扶 村 ，联 合 仰 朵 村 开 展

“稳脱贫，促发展，现场发放鱼苗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活 动 ，将 稻 鱼 综 合
种 养 作 为 促 民 增 产 增 收“ 短 平 快 ”
项 目 来 发 展 ，免 费 向 农 户 发 放 鱼
苗 ，并 现 场 进 行 养 殖 技 术 培 训 ，让
农户“鱼渔双收”。

谷陇镇仰朵村村委会门口，农户
们正有序排着长队等待鱼苗发放。

“这育苗送来太及时了，现在放到田
里，待收稻谷成熟后就能带来收益
了。”仰朵村村民杨昌勇手里提起装
着鱼苗的桶对笔者说。

“你们拿到鱼后，要分放在多块田
里，控制好每块田鱼苗的数量，切忌直
接把人畜的粪便不经无害化处理直接
投喂鱼苗，不要把鱼苗投放在刚打除
草药的田里……”农技员吴明军正在
现场进行“稻花鱼”养殖技术培训，向
农户介绍养殖技术规程以及日常管理
需要注意事项，让农户在养殖鱼苗的
过程中尽量减少因技术不到位造成的
损失。

据 悉 ，此 次 黄 平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共计发放鱼苗 1.25 万公斤，价值 35
万元，涉及结对帮扶村 7 个，惠及农
户 800 余户，辐射带动全县农户稻田
养鱼 8.9 万亩。

县农业农村局：

力 促 农 户“ 鱼 渔 双 收 ”

图为仰朵村鱼苗发放现场

“小滕是我们的好女儿，我们了解
她，也信任她。”黄平县一碗水乡石坡村
雷国珍老人开心地对笔者说。

老人口中的“好女儿”名叫滕朝美，
现任石坡村党支部书记。这位个子不
高、扎着一条马尾辫、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的“80 后”，在石坡村已扎根 8 年，她带领
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把一个曾经落
后的贫困村，建设成一个环境宜居、产业
兴旺的脱贫先进村。她本人也相继获得
县三八红旗手、优秀村干部、致富女能手
等荣誉称号。

返乡务农，竞选村干部
滕朝美在石坡村出生长大，2013 年，

大学毕业后的她放弃县城的稳定工作，
回乡务农，并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加村
党支部书记竞选。

当时，石坡村还是一个贫困、落后村
庄。因为地处高山，大部分土地石漠化，
村民只能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收
益很低。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只
留下一些妇女、儿童和老人，贫困发生率
达14.96%。

“选择回村，主要是想带领群众改变
我们村的落后面貌，让村民实现致富梦。
我是石坡村土生土长的农家娃，又是一名
党员，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回家乡，就更难
指望外地大学生来石坡村了。”提起当年
回村的初衷，滕朝美笑着对笔者说。

回村后，滕朝美收起了自己喜欢穿的
花裙子和高跟鞋，换上了苗族服装和解
放鞋，每天在寨里穿梭，了解村民的生活
情况，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2013年5
月，由于雨水偏多，部分村民种植的中药
材受损。得知这一情况后，滕朝美马上
帮助他们申请保险理赔，让种植户们获
得了赔偿，减少了经济损失。

滕朝美一心为村民办实事，很快拉近了
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2013年11月，石坡村党支部换届，年
仅25岁的她全票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改电修路，点亮群众“心灯”
走马上任后，滕朝美做的第一件事便

是解决群众用电难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石坡村一直存在

电压低、电力弱的问题，常常连村民家里
的电灯都“点”不亮，碾米机更是带不动，
村民只得用马驮着米下山，到7公里外的
碾米厂去加工。

2014年1月，滕朝美组织村里的党员
干部东奔西跑，进行现场调研，促成有关
部门批准了石坡村电力改造项目。施工
过程中，村里缺少青壮年劳动力，滕朝美
便带领留守妇女，手拉肩扛，将电线、电
杆抬进村。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线路改
造和变压器安装顺利完成，石坡村村民

家里的灯光亮了，碾米厂的马达也欢快
地转动起来。

电力问题解决了，干部和群众心里更
亮堂了，干劲更足了。滕朝美趁热打铁，
带领村民修建、硬化通村路和通组路。她
一边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项目支持，一边
动员党员和群众捐款，自筹缺口资金。工
程启动后，身怀六甲的她每天到工地监
工，甚至抢着干脏活累活。当年，一条7公
里长的水泥通村路完工。第二年，“组组
通”公路也修到了村民的家门口。

“以前出村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泥巴
小路，遇到下雨天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
乡里。现在水泥路修好了，客运车辆直
达村寨，只要十几分钟就到了乡政府。”

村民潘开华激动地说道。
发展产业，让荒山生“金”

村民致富，关键要有产业。路修通
后，滕朝美的眼光瞄上了石坡村的数千
亩荒山。经过考察，村“两委”决定因地
制宜发展林下生态养鸡产业。

2019年5月，石坡村与黄平县一家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建成了年出栏232万羽
的原产土鸡林下养殖基地。村里将 400
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和4200亩集体山林入
股，分享公司经济收益的同时，带动 400
多名村民就业增收。

“为了照顾小孩读书，我去不了外面
打工，听说这里招养殖工人，我就来了。
现在我每天喂鸡、捡蛋，一个月有3000多
块钱的收入。”村民吴光亮开心地说。

除了林下养殖，近年来，滕朝美还引
导村民发展太子参种植、肉牛养殖、稻田
养鱼、蔬菜种植等“短平快”的优质产业，
贫困户产业覆盖率达100%。村里有了产
业，贫困户和村民增收致富有了奔头，许
多在外务工的青年也纷纷返乡创业。

“在滕书记的心目中，乡亲们的事再
小也是大事。”一位村民告诉笔者，村里
谁家有了困难，滕朝美总是最先伸出援
助之手。2018 年，她帮低保户潘老满申
请到了 2.3 万元的危房改造资金，但在改
造过程中仍然出现资金不足，滕朝美二
话没说就向潘老满捐款。在她带动下，
村里的党员干部纷纷捐款，村民们自发
到工地帮忙。很快，潘老满家的新房就
建成了。

“我把村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村民也
把我看成自家的孩子。”滕朝美说，石坡
村贫困户早已全部脱贫，村民的日子也
比以前好多了，她愿意继续扎根乡村，带
领村民把石坡村建设得更美，让村民过
上更幸福的日子。

做 村 民 贴 心“ 好 女 儿 ”
—— 记黄平县一碗水乡石坡村党支部书记滕朝美

○ 通讯员 曾昭松 杨晓松 梁文

图为滕朝美在地里察看蔬菜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