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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燕菊）近日，
岑巩县举行杂交水稻“育繁推”一体
化建设项目开工仪式。

据了解，岑巩县杂交水稻“育繁推”
一体化加工厂建设项目位于思旸镇石
灰窑，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项目规划
占地面积34062.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7450.48 平方米，绿化面积 5621.34 平
方米，建筑密度40.83% 。项目建成后

将实现年加工杂交水稻种子3万吨，可
满足5万亩生产基地的种子烘干、加工、
仓储需要，切实提高岑巩县制种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

同 时 项 目 投 入 运 营 后 可 带 动
4000 余人持续增收，不断促进全县从
制种大县向种业强县转变，并实现

“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益、农村增活
力”的强县富民乡村振兴工作目标。

岑巩县举行杂交水稻“育繁推”一体化建设项目开工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吴国明）“咚咚
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连
日 来 ，在 岑 巩 县 水 尾 镇 白 水 村 、长
坪村、新场村，各村的“战鼓”表演
代 表 队 齐 聚 一 堂 ，一 声 号 令 ，几 十
面鼓、锣、钵同频共振，气势恢宏、
振奋人心，铿锵的锣鼓声让人仿佛
穿越时空，一往无前的征战场面浮
现眼前。

“以前的战鼓主要是起到传递信
号的作用。”水尾镇鳌山战鼓队联络
员胡庆彪说，敲锣表示有敌人来了，
敲战鼓是让各寨马上传递信号，召集
村民准备迎敌。

岑 巩“ 思 州 战 鼓 ”发 展 历 史 悠
久，内容丰富，表达形式多样。在水
尾镇境内的龙鳌河畔，当地居民祖
辈传承一种激昂奋进的锣鼓表演文
化叫“鳌山战鼓”，就是“思州战鼓”
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这里如今
已形成“一人一锣、一人一鼓”的文
化爱好氛围 。

水尾镇境内的巍巍鳌山上，据
历史记载，于唐朝天宝年间就创建
了“鳌山寺”，在“鳌山寺”文化传播
的影响下，龙鳌河畔的群众每年都
要自发组织举行“龙鳌祭祀”活动，
起初原本用于练兵、号令、抗击入侵
的锣鼓声，逐渐在“龙鳌祭祀”活动
中成为丰富生动、催人奋进的民间
传统打击乐表演。据传“鳌山战鼓”
文化表演迄今已有 1260 年的传承历
史。随着时代发展，群众物质生活

向好、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鳌
山战鼓”表演便成为当地群众的一大
文化发展特色。

“现在全镇的战鼓队数量有100多
支了，每个寨子都有一两支战鼓队，各个
战鼓队人数几十人到一百人不等。”水尾
镇鳌山战鼓队联络员胡庆彪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逢节庆典礼、
节日活动，村村寨寨的锣鼓手们都会不
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哪里有战鼓声，
哪里就有群众簇拥观看，“鳌山战鼓”逐
步发展成为吸引群众、凝聚群众、组织
群众的文化载体。

“这是一种文化传统，敲鼓还锻
炼身体，大家也不愿在家打牌了，这
是一个相当好的文化交流活动。”鳌
山战鼓队队员黄运明说，“我们爱好
战鼓，小时候一看到老一辈在打鼓就
会凑过去看。”

以战鼓为纽带，各族群众团结奋
进一家亲。多年来，在“鳌山战鼓”影
响下，当地广大群众携手并肩，为建
设和谐美丽的家园增添了无穷的活
力。“战鼓对我们地区的民族团结有
很大意义。”胡庆彪说，大家以战鼓为
纽带，团结人心。

如今，水尾镇的“鳌山战鼓”文化
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大家向更加美
好而幸福的新生活前进。

“我们得空的时候就会把年轻人
邀拢来，让他们学一下战鼓，不能让这
个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搞丢了。”鳌
山战鼓队队员黄运明说。

“ 思 州 战 鼓 ”代 代 传 各 族 群 众 一 家 亲

本报讯（通讯员 曹勇）“纪检监
察机关是党的‘纪律部队’，是党纪国
法的‘忠诚卫士’，是惩恶扬善惩贪治
腐的‘尖兵利剑’，纪检监察干部要始
终保持自身正、自身硬，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推进纪律作风改进，以过硬
的工作作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近日，在岑巩县纪委监委党
史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大会上，该县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的讲话铿锵有力。

今年以来，岑巩县纪委监委坚持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从严从实加
强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强化自我监
督和自我约束，严防“灯下黑”，努力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为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
和监督，县纪委监委通过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警示教育大会，学习党的十九
大以来省州县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
部案例警示录，利用反面典型，用身
边人、身边事及活生生的案例，强化
以案示警、以案释纪、以案促教，教育
引导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始终牢记“忠
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
洁”的殷殷嘱托，永葆纪检监察干部
的政治本色。

同时，纪委机关、派驻纪检监察
组、巡察办全体干部和乡镇（街道）纪
委相关人员建立廉政档案和政治监

督活页，廉政档案实行“一人一档”，
实现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精准“画像”，
建档全覆盖。为保障廉政档案和政
治监督活页及时更新，县纪委监委建
立委机关建管协作机制，干部室、党
风政风室、案管室等部门及时向干监
室提供、移交廉政档案相关资料，有
效形成廉政档案管理合力，持续巩固
廉政档案建设成果，切实加强管理维
护，加强安全保密工作，严格规范使
用，不断提高廉政档案建设的规范化
水平。

此外，县纪委监委还制定实施了
《纪检监察干部履职量化考核管理实
施办法》，针对不服从组织工作安排、
违反纪律、工作滞后等情况量化减
分，对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等实
行量化加分，并对量化考核优秀者进
行表彰，对挂末的作表态发言，视情
况给予批评教育、约谈或组织处理。

截至目前，岑巩县纪委监委共建
廉政档案 80 人，给予警示约谈 4 人，
党纪处分 2 人。“下一步，要加强自我
监督，健全内控机制，扎紧织密制度
的笼子，不断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监
督的本领，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
化、法制化，实现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该县纪委监委干部监督室
负责人说道。

县纪委监委：

强 化 内 部 监 督 守 住 廉 洁 自 律 底 线

本报讯（通讯员 岑轩）暑假开
始，天气炎热，为有效防范溺水事件
发生，岑巩县羊桥乡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采取“三举
措”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强化安排部署。高度重视，将
“防溺水”工作作为当前安全领域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主要领导亲自督
促，分管领导亲自安排部署，职能站
所具体落实，同时，凡会必安排部署

“防溺水”工作，目前，累计召开乡党
委会研究部署“防溺水”工作 2 场次，
召开乡村干部大会安排部署“防溺
水”工作 4 场次。

强化宣传教育。乡党委、政府始
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首位，严格按照“预防为主”的宗旨，

多形式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宣传，
如召开“防溺水”院坝会、对山塘水库
设立警示牌、悬挂安全横幅及上门宣
传等，进一步提高辖区人民群众的安
全防范意识，提醒学生家长强化对孩
子的“防溺水”教育，在暑假期间特别
注意对孩子加强管理与监督，防止孩
子溺水事件。截至目前，羊桥乡共召
开院坝会 65 场次，设立安全提示牌
55 块，悬挂标语 16 幅。

强化隐患排查。联合水利站、
应急管理、派出所等站所对全乡范
围内的山塘、水库、河流、临水临崖
路 段 的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做 到 横 到
边、纵到底的全面排查。截至目前
共开展检查 40 人次，发现隐患 8 起，
治理 8 起。

羊桥乡：

多 举 措 抓 实 防 溺 水 安 全 工 作

本报讯（通讯员 姚元辉）自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岑巩县紧扣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整合资源，
靶向发力，做实做细产业发展、基层
治理、民生福祉“三篇文章”，让人民
群众真正享受到高质量发展带来的
暖心硕果。

充 分 利 用 好 贵 州 省 唯 一 的“ 国
家 级 杂 交 水 稻 种 子 生 产 基 地 县 ”金
字招牌，成功争取了“国家级制种基
地奖补县”每年 5000 万元、连续 5 年
共 2.5 亿 元 的“ 硬 核 ”政 策 支 持 。 与
广 西 兆 和 等 专 业 市 场 主 体 建 立“ 育
繁推”一体化运营合作协议，订单实
施杂交水稻制种 2.2 万亩，覆盖 10 个
乡 镇 77 个 村 1.5 万 农 户 ，户 均 增 收
2.5 万元。采取“储备林+农户”“储

备林+林下经济”等模式，通过林地
流转、林木收储、参与项目建设等形
式 ，分 期 实 施 国 家 储 备 林 项 目 建 设
13.66 万 亩 ，目 前 已 完 成 林 地 流 转 、
林 木 收 储 1.47 万 亩 ，实 施 经 济 林 建
设 1400 亩，兑现经费 218.53 万元，初
步实现“为国储材、生态增绿、农民
增收”目标。

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
理机制，对各村驻村干部和 12 个乡镇
街道业务人员进行了全员业务培训，
明确了 11 个村开展示范创建，在氵舞
水街道天水平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
亚坝温泉社区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示
范创建工作。在基层挂牌设立法官
工 作 站 ，采 取 开 展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调
解、法律咨询、预约法官上门服务等

措施，为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提供法
律支持。

目前，共设立法官工作站 13 个，法
官工作点 45 个，累计化解矛盾纠纷
532 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包案督访、
带案下访制度，带头化解矛盾纠纷和
信访问题，架起群众与党委政府的连
心桥。今年以来，县级领导坐班接访
49 人次，化解信访案件 32 件。

坚持把就业摆在保民生首位，根
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特点对 2118 名缺
技术人员进行就业培训，有组织输送
1890 名劳动力返岗就业，在工业园区
举办“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帮助 900
余人就近解决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763 人。充分发挥
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认真落实

社会救助各项政策，巩固全县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成果，让党的惠民政策真
正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全县城乡低保、特困
补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扶养儿童生活
补助金等各类社会救助金共计 2191
万元，惠及 74054 人。针对群众反映
的“农村水价问题”深入基层调研，
建立问题台账，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农
村供水降价专题会议，将全县 88 处
高于城镇供水价格的供水点水价调
至 2.0 元至 2.4 元每吨，受益群众高达
22147 人。

岑巩多措并举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吴国明）近年
来，岑巩县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东
风，按照“以点带面、连片开发、整体
推进、巩固存量、扩大增量”的发展思
路，利用高标准桑蚕繁育、催青、烘烤
一体化的扶贫产业基地，持续推进蚕
桑产业规模化发展。目前，全县规划
种植基地 201 个，蚕桑面积 7070 亩，
年产茧 74 吨，可实现年综合产值 898
万余元。

眼下，正是夏蚕采收的好时节，在
岑巩县天星乡蚕茧养殖基地，村民们
正忙于将方格簇内的蚕茧摘下装栏，
动作麻溜娴熟，不到一会儿工夫，雪白
亮丽的蚕茧便装满了一箩筐，蚕茧的
丰收给村民们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天星乡力元村村民姚元珍是一
名建档立卡户，通过发展种桑养蚕产
业和在村里的蚕棚务工，姚元珍在家
也实现了持续稳定增收。“今年蚕茧
产量和售价都比较好，一张蚕种产量
在 110 斤以上，我们非常高兴。”姚元
珍高兴地说道。

天星乡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宜
人，得天独厚的种桑养蚕产业发展环
境，使得这里产出的蚕茧质量好、产
量高，让蚕农们实现了致富梦。

“今年气候很好，很适合养蚕，接
下来的秋蚕养殖，我们计划再养殖三
批。”天星乡小蚕共育中心负责人杨
绍洪信心满满地说，按照今年的发展
趋势和市场行情，全年出售 6 批次蚕

茧不是问题，接下来将继续把桑蚕养
好，把面积再扩大一点。

“采茧是个手上活，工钱计件，多做
多得，我已经来这里做工三天了。”天星
乡力元村村民向春娣说，种桑养蚕产业
发展得好，我们一年四季才有事做、有
钱赚，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做工。

近年来，岑巩县结合实际，在有
条件的乡镇发展建成一批 200 至 300
亩 的 蚕 桑 示 范 基 地 ，探 索 形 成“政
府+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通过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切实
将蚕桑产业推向了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促进百姓实现了多元化增
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基地务工有薪金、土地流转有

租金、自产统销收现金、利益联结领
分红金。”杨绍洪介绍，目前天星乡的
种桑养蚕产业发展规模逐渐壮大，老
百姓参与积极性越来越高，种桑养蚕
产业已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富民的
特色产业。

截至目前，岑巩县通过“反租倒
包”形式流转土地 7000 余亩，支付农
户 土 地 租 金 60 万 余 元 ，覆 盖 农 户
3000 余户，带动农户务工 20000 余人
次，实现务工收益 160 万余元，完成
利益联结分红 19.8 万元，覆盖群众
2109 人。农户自种自产蚕茧 26.8 吨，
公司以每公斤不低于 40 元的保底价
收购，蚕农实现人均年增收 4000 元，
户均年增收 20000 余元。

岑 巩：蚕 桑 产 业 发 展 织 出 乡 村 振 兴 蓝 图

本报讯（通讯员 张浩）7 月，正
是百合成熟的时节，在岑巩县水尾
镇老寨村百合种植基地，每天都有
20 多个村民在采挖百合，他们早上
6 点钟就来到基地，挖土、去泥、装
箱、上秤，村民们忙得满头大汗，脸
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老寨村百合种植面积 50 多
亩，按照当前的采挖情况估算，平
均一亩地可挖 900 公斤，务工的村
民平均每天有 100 多元的收入。”老
寨村支部书记舒越说，“今年百合
产业虽然受到雨情影响，但是我们
通过做好产业前期各方面的技术
管理，百合的品质不错。”目前，老
寨村产出的百合，不仅得到了客户
的一致认可，一棵棵小小的百合，

也成了老寨村富民强村、农民增收
的大产业，让老寨村展现出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

据了解，老寨村结合自身地域
优势，按照“企业引领+基地建设+
示范带动”的方式，积极引进百合
种植项目，流转 50 多亩土地进行种
植，带动 60 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
和在基地务工等模式增收，拓宽了
群众致富路子，让昔日的闲置土地
变成了增收致富金土地。

“接下来我们要着手扩大种植
规模，不断延伸百合种植产业链，
打造老寨村百合产业品牌，让更
多村民参与百合产业发展，实现
共同增收致富。”老寨村支部书记
舒越说。

水尾镇：

百合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陈敏 陈昆）
万物至繁时，莫负好时光 。七
月，是草莓苗的关键管护期，走进
岑巩县龙田镇胡家村草莓育苗基
地，碧绿的叶子如翡翠般，在阳光
的照射下格外夺目，十几名村民
穿梭田间忙着去老叶、摘除匍匐
茎，一幅美丽的劳作图映入眼帘。

“有 1 亩地租给老板种草莓
苗，500 块钱一亩，到这里干活几
十块钱一天。”村民王祖兰介绍，
在草莓基地干活不仅能挣生活
费，还照顾了家里。

据了解，草莓育苗产业是胡
家村依托资源优势，从草莓之乡
杭州建德市引进企业发展的新产
业。草莓育苗技术性强、要求高，
从栽种、管护到采挖都需要大量
劳动力。产业发展以来，基地通
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等形式，带
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在这里务工的群众最多的
时候一天有 100 来个人，半年算
下来最低都有 3000 余人次在基
地务工，每天每人 80 块钱，同时
老百姓将土地以 500 块钱一亩
的价格流转到基地，也可以增加
一笔收入。”胡家村党支部书记
龙秀刚告诉笔者，胡家村依托丰
富的水源优势，以“党支部+企

业+农户”的模式，发展了 60 亩
优质草莓育苗基地，农民以土地
入股，优先在基地务工，并在基
地学习草莓育苗技术，为今后发
展相关产业奠定技术基础。

草莓育苗基地的建设，不仅
给周边群众提供一定的就业岗
位，还能让全县对发展草莓产业
感兴趣的群众学到技术。杨平
珍是注溪镇周坪村草莓种植户，
发展草莓产业已有两年经验，这
段时间自家草莓大棚没活干，她
便到龙田镇草莓育苗基地继续

“进修”学习技术。“来育苗基地
边干活挣钱边学技术，把技术学

得更好，产业发展好了可以赚更
多的钱。”杨平珍说。

胡家村土壤肥沃、水源丰富，
是草莓育苗的好地方。目前，该
基地60亩优质草莓苗长势良好，
已接收到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草
莓种植企业和种植户的预购订
单，产量产值将获双丰收。

“8 月份开始挖苗，要持续
到 10 月份，大概每亩地可以挖
5 万棵苗左右，总共可以挖 300
来万棵苗，每棵苗的平均价格
在 0.55 元至 0.65 元钱之间。”胡
家村草莓育苗基地负责人洪莲
珍介绍。

龙田镇：

草 莓 育 苗 管 护 忙
本报讯（通讯员 岑轩）近日，艳阳高照，正

值太子参采挖时节。在岑巩县天马镇干塘村
太子参种植基地里，20 多位村民正在忙碌着，
他们挥锄深挖、刨去泥土、捡拾装袋，整个采挖
过程动作十分娴熟，丰收喜悦溢于言表，场面
十分热闹。

“大家挖的时候注意，要挖深点，刨干净点，
不要挖断和漏挖啊！”为确保太子参最大限度地
保持良好品相，种植大户吴俊良在地里细心向采
挖的村民交代。据了解，吴俊良种植太子参已有
20 年，今年种植面积 70 余亩，现在刚开始采挖，
采挖时间将持续半个多月。

“以前这里的地都是种玉米，收成再好也卖
不出几个钱，现在改种太子参，亩产鲜参 300 公
斤左右，每 4 公斤鲜参晒成 1 公斤干参，干参按
照 100 元每公斤的批发价出售，每亩产值在 7500
元，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干塘村党支部书记
介绍道。

发展产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方
案，选好产业是获得丰收的前提条件。天马镇气
候温和湿润，适合太子参生长气候，因地制宜地将
太子参种植在疏松富含有机质且利于排水的坡
土、梯土和林间，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现有土地资
源，让几乎撂荒的土地换发勃勃生机，促进了产业
高质量发展，群众增产增收。

今年，天马镇通过“党支部+农户”的产业发
展模式种植太子参 1000 亩，带动村民就近务工
1.5 万人次，预计产鲜参 30 万公斤、产值 750 万
元，所产鲜参将晒成干参销往安徽、福建、重庆
等地。

天马镇：

千亩太子参迎丰收

图为龙田镇胡家村草莓育苗基地，工人们正在开展管护工作。

图为水尾镇老寨村百合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挖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