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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潘妹）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共青团黄平县委深入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聚焦青年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先后开展组织
志愿者下地种植野菜、栽种油茶树、手工培训班进
社区、爱心助残等一系列活动，汇聚团员青少年在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正能量。

办实事，进田间，助农春耕生产。为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共青团黄平县委带领志
愿者来到黄平县野生蔬菜基地、林业特色产业油
茶示范基地，组织志愿者下地种植野菜、栽种油茶
树，助力帮助群众栽树种菜，通过系列活动助力乡
村振兴。

办实事，进社区，助民就业培训。为做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进一步推进“新市民·追梦
桥”工程深入实施，尽群团所能、急群众所需。共青
团把夜校办到农村去，把培训班开到搬迁群众家门
口，切实帮助青年群众提升专业技能，加强就业能
力，助力安置点群众从农民变市民、从贫穷走向富
裕。在旧州镇冷水河社区开办的手工钩织班，为35
名社区群众进行培训并全部解决就业问题，推进手
工培训进社区，激发青年创业就业新活力。

办实事，进校园，助学圆梦暖人心。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农业银行在金穗圆梦基础
上继续开展“10 万+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为大学生提供资助，经过共青团黄平县委的层层
筛选审核后，发放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手中，帮
助 40 名家庭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每人一次性获得
5000 元助学金。

办实事，进家庭，助力患儿战病魔。共青团黄
平县委党员干部带着“向阳花少儿医疗救助金”敲
响了一户居民的家门，为这个身患残疾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孩子，带来了 4900 元的医疗救助金，希望能
够让他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与关怀，进一步营造
社会理解、尊重、关爱患病青少年的良好氛围。

办实事，进团干之家，凝聚青年团干力量。为
让全县团干部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接受精神洗礼
的同时铸就个人强健体魄，增强身体素质，加强紧
密团结的团队精神，共青团黄平县委组织 11 乡镇
团委、15 所初高中团委、县直部门团支部负责人以
及团县委办公室全体干部，于 5 月 28 日开展以“追
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薪火·弘扬团结精神”为主
题的红色团建活动，让全县团干部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积极的精神姿态、昂扬的斗志投身于共青团
工作，积极为党培养优秀的后备军。

共青团黄平县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潘锋 刘彩微）今年以来，黄平
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第一职责，充分发挥约谈的
警醒功效，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通过勤打

“预防针”，常念“紧箍咒”，督促全县党员干部履职
尽责、担当作为。

在具体工作中，县纪委监委通过日常监督督促
指导各级党委（党组）在规范约谈程序的同时做实
落细“谈什么”“怎么谈”，使约谈事项更具针对性，
约谈内容更加具体化。

在约谈形式方面，充分突出“传达”中“约谈”、“约
谈”中“传达”的“传达谈”；运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
宣传先进典型，营造正能量“宣传谈”；聚焦关键节点，
强化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的“重点谈”。

同时，针对“关键少数”建立了领导班子成员全
覆盖个别访谈、部门领导和关键岗位干部定期提
醒谈话等机制，分级分层谈话进一步强化了对“关
键少数”的近距离、常态化监督。

另外，为了防止谈心谈话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县纪委监委实行约谈跟踪
督促机制，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严肃追责
问责，防止一谈了之，不断提升监督质效。

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约谈 2653 人次，其中预
防提醒约谈 2268 人次，询问示警约谈 289 人次，纠
错诫勉约谈 96 人次。

“下一步，将继续用足用活用好监督执纪第一
种形态，通过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强化党员干部的
监督管理，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消除在萌芽状
态。”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黄 平 约 谈 常 态 化 做 实 日 常 监 督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兰 龙江）7 月 25 日，黄平县
民间募捐的 5 万爱心资金和物资，已于当晚从黄平
出发，驰援河南。

洪灾无情，人间有爱。河南郑州等地近日持续
降水天气引发的内涝、洪水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该县爱心人士纷纷行动，自发捐
款捐物，支援河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前线最急需的物资是
食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在黄平发起了为河
南同胞的民间募捐后，很多人都在联系我们。现
在筹集到了矿泉水、方便面、药品等生活物资。”发
起此次募捐活动人员之一刘继斌一边统计捐献物
资，一边向笔者说道。

笔者在现场看到，在物资装车过程中，还有很
多爱心人士陆续赶来，送来矿泉水、方便面等物
资。据了解，截至 25 日晚，黄平共计筹募到 5 万元
爱心资金和物资。

目前，两辆满载矿泉水、泡面、药品等生活物
资的运输车，已经装车完毕，于昨晚出发河南，
为受灾地区送去救援物资，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
生活。

黄平筹集 5 万元爱心物资驰援河南灾区

近年来，黄平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围绕“共育民族团
结之花，促进黄平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念
好“建、帮、创、传”四字诀，不断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好基础设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发展。以推进各民族村寨基础设施建设为目
标，加强向上对接协调，2016 年以来共争取各
项资金 304561 万元，重点实施产业路、产业发
展、饮水工程、农田水利等 1463 个基础设施项
目，助力完善少数民族基础设施。

“帮”好民族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结合黄
平县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等基本情况，选派少
数民族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帮扶干部等对全
县各行政村进行帮扶全覆盖，帮助各民族群

众切实解决产业发展、交通、水利、教育、医
疗、就业等问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 年一季度全县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省州平
均水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169
元，同比增长 12.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236 元，同比增长 20.2%。

“创”好民族团结示范典型。围绕黄平县
2021 年创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和 2023
年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示范县的工作目标，
统筹督促全县各创建成员单位在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创示范，围绕发展树典
型。黄平县旧州镇寨碧村召开院坝会群策群
力谋发展，以共谋、共建、共享的形式推进“基

层治理促团结，村民集智话发展”典范；黄平
县新州镇第三小学致力于积极引导青少年学
生从小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
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校内开展形式多
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校外让家长协助完成热
爱祖国、祝福祖国、感恩祖国绘画或手抄报、
观看红色电影等特色作业，实现爱国主义教
育无缝对接，建立家校共育典范；黄平县卫生
健康局指导全县各医疗系统结合服务地区、
服务对象、服务功能开展暖民心医疗服务，落
实“八进”牵头典范。切实增进“五个认同”，
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传”好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少数
民族文化自信，加强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
展。2017 年以来先后与凯里、台江等地开展

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深入推进民族文化惠民工程，安装
44TB 服务器，建立黄平县图书馆网站、移动
图书馆 APP 等，全县 142 个行政村均建立了
农家书屋。大力推进民族文化活动品牌提
升，举办飞云崖“四月八”苗族祭牛节、谷陇

“九二七”芦笙会等活动，支持传统村落重安
镇枫香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谷陇滚水村以
及民族文化较为厚重的村寨举办民族民间
文化活动经费 300 余万元；编导《巫卡调恰》

《嘿咔》《踩》《只要情歌做嫁妆》等歌舞，展示
黄平各民族特色村寨、民族生活场景、民族
服饰等传统优秀文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下基层文艺演出活动，传承和发扬优
秀民族文化。

同 心 共 育 民 族 团 结 之 花
—— 黄平县“四字诀”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 通讯员 杨胜春 杨文碧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奇）近日，笔
者走进一碗水乡印地坝村，一片绿色
的海洋映入眼帘，大大小小数不清的
八月瓜挂满藤蔓，预示着这是一个丰
收的年头。

为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优
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建设产业振兴村，助推乡村振兴，印
地坝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
展模式，流转农户土地，发展八月瓜产
业，打造百亩坝区产业。

八月瓜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的野生瓜果，富含有糖、维生素 C 以及
各种氨基酸，具有理气、活血、解毒、利
尿、止痛、疏肝益肾、健脾等的功效。印
地坝村“一肩挑”负责人王碧海表示，

“正是瞅准八月瓜的功效与作用，我们
村才下定决心要搞好八月瓜产业，在发
展壮大提高村集体的同时，也要带动农
户增收，所以花了大力气培育八月瓜产
业。”经过探索尝试，改进种植技术，邀
请农业技术员进行培训，加强基地管
理，今年的八月瓜长势不错。

“八月瓜种植基地离我家很近，来
这里务工方便，每天能挣 80 元，还能照
顾家庭，我觉得很满足了。”家住印地坝
村寨旺组的村民王登菊说道。八月瓜
种植基地需要劳动力较多，主要环节就
是除草、施肥、摘果，截至目前，印地坝
村支付农户务工费 13 万元，帮助了 11
户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户灵活就业。

据悉，印地坝坝区种植八月瓜 420 亩，预计每亩产
量 400 公斤至 500 公斤，按每公斤市值 6 元来算，产值最
低达 100 万元。按照收益的 30%作为村级集体发展滚动
资金，能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不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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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印帮艳 曾昭松）
黄平县旧州镇石牛村高空滑翔伞基地
内，游客们兴致盎然，一架架滑翔伞
接连起飞。该基地自运营以来，客流
量不断增加，约带动周边旧州古镇景
区、通航小镇、氵舞 阳湖及各乡村旅
游点的经济发展，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 亿余元。

石牛村高空滑翔伞基地于 2020 年
初开始运营，当年就获得 50 万元的收
入。基地建有 1 个 3 万余平方米的降落
场和 2 个共 3000 余平方米的起飞场，是
黔东南州唯一一家具有营业执照、有正
规飞行场地、有执照教练员的高空滑翔
伞基地。

“我们基地主营滑翔伞飞行体验和
滑翔伞飞行培训，基地旁边就是旧州古
镇风景区，游客们在享受滑翔体验的同

时，还能享受大好美景。”基地负责人李
安说。

为丰富户外项目，预计 2021 年底，
该基地将陆续开设越野车赛道、越野车
丛林穿越、摩托泥地体验、摩托丛林穿
越、真人 CS、户外拓展活动等，给户外
运动爱好者们增加更多的体验方式。

“我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平时
喜欢具有挑战性的运动项目。今天趁
着周末，特意来这边体验滑翔伞，感觉
很棒！”刚刚体验完滑翔伞飞行的游客
李文武高兴地说。

曾经，石牛村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
不到 0.5 亩，土地贫瘠的穷困山村，村民
只能依靠传统的农业耕作维持生计。
而如今，村子里的户外运动旅游已发展
得有声有色。

“石牛村立足抓党建、促旅游、保增

收的发展思路，采取‘党支部+基地+农
户’模式，发展起了山地旅游业。下一
步，我们将依托高空滑翔伞基地，在做
好户外运动项目的同时，大力发展山地
观光、休闲度假等特色旅游业，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石牛村党支部书记
肖启荣介绍道。

据了解，基地不仅为 20 余名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还在周边带动起小餐馆、
小商店、水果铺等服务业的发展。

“这两年发展旅游，村里有了很大的
变化，以前做梦都想不到能吃上‘旅游
饭’。别看我只是在基地附近卖凉面，入
夏以来，我每天都能卖出 60 多碗，一个
月的纯收入差不多有 3000 多元。做生
意干农活两不耽误，以后只要好好干，日
子会越来越好。”在滑翔伞基地做凉面小
吃的石牛村村民李阿碧说。

本报讯（通讯员 杨正洪 鲍欣雨）黔东南
州第十届运动会暨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将于 8 月 8 日至 18 日在黎平县举
行。为迎战州十运会，充分展现黄平各族人

民的良好精神风貌，连日来，黄平县各参赛
队员战高温、斗酷暑，加紧备战各项目训练，
力争在州十运会上赛出友谊、赛出风采，取
得优异成绩。

时下，虽然每天都是 30 多度的高温，但在
三里湾足球场笔者看到，队员们个个精神饱
满，从基础体能训练到技战术对抗，每个细
节、每个动作，每名队员都毫不含糊，严格按
照训练计划、训练科目稳步推进。

黄平县田径队是所有参赛项目中人数最
多的一支队伍。在黄平民族中学田径场上，
运动员们头顶烈日，挥汗如雨，积极加紧备战
州十运会。大家以拼抢速度、提升高度、突破
难度为目标，力争在有限的训练时间内全面
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最大限度为州十运会
备足功课。

押加，又称大象拔河。是我国少数民族
体育项目之一。比赛中，甲、乙两人通过腿、
肩等部位发力，拖动布带互拉，以决胜负。在
新州二小训练点，笔者看到，教练员张义军从
背带的穿戴到腿部、肩部的正确发力，都进行
耐心细致地讲解。押加运动员吴安泽说，能
代表县里出征州十运会自己感到既高兴又自
豪，真希望自己第一次参赛能取得好成绩。

在黄平民乐广场篮球馆，一群娃娃运动

员吸引住笔者的目光。他们全都是黄平县
男女少年篮球队乙组的队员，年龄都在 15
岁以下，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 12 岁。教练
员韦春兰告诉笔者，这群小小运动员是通
过各学校认真推荐，严格选拔才进入县少
年篮球队开展集中集训的。为了让队员们
能够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黄平县少年篮
球队从运动员饮食起居到基础体能训练、
从身体对抗到技战术打法，都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研究，并制定了详细的集训计划，力
争在本次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目前，运
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实战状
态积极进行训练。

据悉，黄平县出征州十运会共 326 人，其
中运动员为 298 人，分别参加竞技体育组、民
族传统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三大类，涉及田
径、足球、篮球、拳击、押加、射弩、女子排球、
板鞋竞速等 27 个项目。目前所有参赛项目的
27 支队伍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集中训练，积
极备战州十运会。

黄 平 326 名 参 赛 队 员 积 极 备 战 州 十 运 会

旧州镇：

高空滑翔带动周边旅游经济发展

图为八月瓜种植基地一角

图为运动员训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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