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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树银 罗国
梅）暑期已至，为进一步丰富好农
村儿童假期生活，锦屏县固本乡
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和大学生志愿
者开展假期义务服务活动，让广
大乡村学生在学中乐、乐中学，开
心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近日，笔者走进固本乡八一
村新民小学，在不同的教室里，大
学生志愿者张先毕、学校老师以
及党员干部分别给学生们上暑期
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课。课堂
上，张先毕通过现场提问的方式
引导学生们积极思考踊跃表达，
进一步巩固知识，提高学生的防
溺水意识。

“首先我们来新民小学的目
的就是给新民小学的学生宣传安
全知识，其次通过号召他们来学
校学习和玩耍，以此来减少他们

上山和下水的危险，最后我希望
通过志愿者的身份来陪伴他们度
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张先毕如
是说。

据了解，除学习暑期安全知
识外，在义务服务活动中，学生们
还有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在大
学生志愿者的陪伴下，羽毛球、跳
绳、老鹰捉小鸡等学生们最喜欢
的活动一一开展，学生们既巩固
了安全知识，也得到了陪伴，暑假
过得更加有意义。

“我觉得这样的暑假很开心，
志愿者姐姐上的安全知识课很生
动，还陪我们一起玩各种游戏，
我喜欢这样的暑假。”固本乡八
一村新民小学学生杨德柳在参加
活动后高兴地告诉笔者，比起只
能在家待着，到学校过暑假更有
意义。

固本乡扎实筑牢学生暑期安全防护网

本报讯（通讯员 锦轩）7 月 27
日一大早，在锦屏县隆里乡隆里
村花脸龙传习所里，小朋友们利
用假期时间向隆里花脸龙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柄钧老师
学习画“花脸”，经过小朋友们巧
手地一笔一画后，一只只蝴蝶显
现在白纸上，栩栩如生。

为能更好地锻炼学员们的实
操能力，陶柄钧老师直接让小朋
友们在彼此脸上画蝴蝶、花脸等
图样，不管是刚学的还是已经修
学多年的学员们，都认真在彼此
脸上画了起来。陶柄钧向笔者介
绍，“花脸龙”是贵州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让花脸龙更好地传
承，每年的暑假都会开设免费课
程，将此手艺传授给来自全国各

地的学员们。
“我从 2016 年开始开耕读学

堂，培训专业人才，我的理想是隆
里所有能扛上龙的人都能会画花
脸，所以我开了培训班，每年向全
国各地招生五十个人，不管是外
地还是本地的，都可以展示画花
脸的杰作。”陶柄均说。

学生们利用假期时间学习画
花脸，不仅更加深入了解非遗文
化的魅力，也更好将画花脸技艺
传承下去，让学生们度过了一个
丰富有意义假期生活。“我已经学
习两届了，来这里学习花脸龙是
为了把花脸龙传承下去，自己想
学好花脸龙，以后到外面去给别
人展示，希望更多人来传习。”隆
里学生龙本晟说。

隆里乡：

“非遗”小课堂丰富学生假期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龙巧玲）为
加快推进全镇残疾人基本康复
工 作 ，切 实 保 障 残 疾 人 基 本 医
疗需求，关爱残疾人健康生活，
助力乡村振兴，连日来，锦屏县
平秋镇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形式为残疾人谋划基本康复上
门 服 务 ，各 村 卫 生 员 纷 纷 开 展
上门康复服务。

“ 你 们 真 的 是 好 人 ，我 瘫 在
床上两年了，你们还特意上门来
看我。”躺在床上的刘金姐老人
对正在帮她按摩和擦拭身体的
村医龙桃秋说。据了解，刘金姐
有 三 个 儿 子 ，一 个 女 儿 已 经 出
嫁 ，目 前 一 个 人 居 住 在 出 租 屋
内，每天由两个儿子轮流送饭，
女儿则每天来为其换洗尿布和
洗漱。

平秋村卫生员龙令钊走进先
天智力残疾女孩龙雨稀的家中，
为 其 测 量 血 压 、一 起 做 康 复 活
动，锻炼其动作功能、身体协调、
舌唇齿相互配合技巧。

各 村 卫 生 员 通 过 入 户 走 访
调查的形式积极为残疾人制定
个 性 化 服 务 方 案 ，并 针 对 不 同
残疾类别为残疾人本人和家属
提供心理疏导、康复指导、心理
辅 导 、康 复 咨 询 、知 识 培 训 、居
家护理等服务。

本 次 残 疾 人 基 本 康 复 服 务
计划惠及残疾群众 200 人，预计
开 展 服 务 1200 次 ，目 前 已 基 本
覆盖在家的残疾群众。通过这
样一次亲切、周到的服务，拉近
了政府与残疾群众的距离更是
使 得 残 疾 人 在 身 体 康 复 、心 理
需 求 上 得 到 了 真 切 的 服 务 ，此
项工作开展以来已累计开展服
务 50 余 人 次 ，获 得 残 疾 群 众 的
一致好评。

情系残疾兄弟姐妹，奉献一
份诚挚爱心。在下一步工作中，
平秋镇将继续探寻服务残疾人的
方式，健全残疾人帮扶制度，提升
残疾人服务质量，帮助残疾人树
立信心。

平秋镇：

康复服务送上门 暖心行动进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远友）近
日，锦屏供电局工会组织开展“送
清凉”慰问活动，为一线员工送清
凉，保障一线员工身心健康。

连日来，持续高温的酷热天
气，给坚守在生产一线的供电员
工带来极大的挑战，为切实做好
迎峰度夏期间一线员工的劳动保
护和防暑降温工作，确保员工的
安全和身心健康，该局党委、工会
紧密围绕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和
高温劳动防护等内容，制定方案
及送清凉活动计划，深入各故障
抢修、电网改造、设备维护等施工
现场，看望慰问一线员工，并为员
工们送去水果、饮料等防暑降温
慰问品。每到一处施工现场，该
局党委、工会一行对坚守在岗位
的一线生产员工表示感谢，对现
场的安全措施落实、劳动强度合
理安排、防暑降温措施的落实等
情况一一进行了解。嘱咐一线人
员要劳逸结合做好防护措施，针
对高温酷热这个安全事故易发、

多发的季节特点，要时刻把好“安
全关”，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特
别是露天作业要避开高温时段，
同时强调大家在工作中一定要相
互关照、相互提醒，保持良好的心
态、做好各项安全措施，切实保障
安全生产和自我防护，并鼓励员
工要增强信心、鼓足干劲，打好迎
峰度夏的攻坚战，确保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

据悉，夏日送“清凉”是该局
多年来一直开展的一项关爱员工
活动，是切实关注民生，维护员工
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把对员工
的关心和爱护落到实处，让员工
深切感受到组织的关爱和温暖，
以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投入
到生产工作中。高温下的关怀，
不仅激发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热
情，奋战在一线的员工也深深感
受到企业大家庭的关爱，员工纷
纷表示将用实际行动保证迎峰度
夏期间让广大群众用上安全电、
放心电。

锦屏供电局：

夏送清凉到一线 关爱员工暖人心

夏日锦屏，晴空万里。在锦屏城乡
各大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工程车辆来往穿梭，工人们挥汗如
雨、紧张作业，场面热火朝天……

一个地方的发展，项目建设是“生命
线”。近年来，锦屏县紧紧抓住项目建设
这个“牛鼻子”，采取系列措施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生机与活力。

锦屏县紧盯国家战略方向、发展导
向和资金投向，以大格局、大视野抓好重
点项目谋划，加强政策储备、项目储备、
措施储备，谋划一批农产品深加工、工业
升级扩能、文化旅游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等项目。

目前，锦屏县“十四五”谋划储备的
项目共 1174 个，总投资达 2262 亿元；谋
划储备中央和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共 135
个，总投资 52.03 亿元；谋划储备“四化”
项目 430 个，总投资 597.45 亿元；谋划储
备 2021 年地方专债重点投资项目 78 个，
总投资 134.98 亿元。

目标已定，为推动项目落地，锦屏县
在强化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模式、抓好项
目落实等方面下足“硬功夫”，以此锻造
经济发展的“硬核力量”。

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为常务副

组长，有关县领导为副组长的锦屏县重
点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制定了

“553”工作推进模式，即明确五大任务、
五个机制和三项要求，确保全县重点项
目按计划高效推进。

“锦屏县城至茅坪市政道路工程，总
投资 5.94 亿元，道路全长 6.97 公里，属于
拟建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拓展城
市商圈，激活茅坪移民产业园，实现三江
老城与茅坪古镇联动发展。”锦屏县发展
改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类似于这样已
纳入调度台账的重点项目全县有 66 个，
总投资 107.96 亿元 ，涉及 11 个项目类
别，有工业、城建、房开、服务业、教育、
卫生、民政、农林、文化旅游、生态环保、
交通等。

为加快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
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锦屏县精
准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及新项目开工，加
大设备人力投入，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近日，在锦屏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基
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只见工人们顶着
烈日开展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污水
处理施工、园区道路建设、美化绿化等，
一片繁忙景象。

“目前，木材产业园的场平建设基本
完成；鹅产业园厂房已经完成并投入使

用；石斛产业园饮料车间正在安装设备
和调试……”锦屏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锦屏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主要围绕县委政府提出的“3
个百亿级”产业园（建材、康养、中药材）
配套建设标准厂房、市政道路以及雨污
处理设施，总投资 5.16 亿元，目前已完成
投资 3.89 亿元。

为推动重点项目最快落地见效，锦
屏县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行“首席服务
员”制度，建立领导干部“一对一”联系
服务企业机制，为企业客商提供“保姆
式”服务。

锦屏县政务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
说，为方便企业客商和群众，锦屏县政务
服务中心通过改革，积极推进“一窗通
办”“全省通办”和“跨省通办”，实现“只
到一扇窗”就能办成所有事。

“从去年 11 月项目考察，到今年 4 月
项目实施，我们只用了5个月。目前已经
完成了茯苓菌种的繁育生产，正在实施茯
苓种植，已经下地种植了300多亩，计划8
月底完成1500亩的种植。”贵州四时神中
医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学富说。

重点项目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稳定器”，锦屏县紧紧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

设。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2021 年力争
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19.41 亿元；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力争实现 32 亿元；大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加快推动县城 7 个老旧小区 1700 户
项目改造，启动 1158 户剩余保障性安居
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继续实施 8
个中央预算内投资棚改配套基础设施项
目；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2021 年力争全
县旅游总人数实现 368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 26 亿元以上。

“我们公司来到锦屏后，发展势头特
别好。现在公司年生产羽毛球达到 200
多万打，实现产值达到近 2 个亿，解决了
300 多人的用工，创造利税达到 500 多万
元。”走进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厂房内，各条生产线正开足
马力生产，生产经理胡兵介绍。

如今锦屏，项目建设风生水起、产业
发展欣欣向荣，全县经济已驶入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

据悉，2020 年锦屏县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 59.73 亿元，同比增长 4.3%；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1.42 亿元，同比增长
11%；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
成 17.22 亿元，同比增长 24.2%。城镇、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177
元、10318 元，同比分别增长 5.2%和 9%。

锦屏：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通讯员 王瑞燕 吴隆权

本报讯（通讯员 吴运镇 张 熠）
夏日偶里，骄阳似火。在锦屏县偶
里乡坝区里，今年种下的茭白产业
迎来了首次丰收季，只见工人们在
茭白植物间采收着茭白，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偶里坝区水源充足，地势平坦，且
海 拔 、气 候 、土 壤 等 均 适 宜 种 植 茭
白。2021 年初，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
支持及县直各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偶
里乡今年引进锦屏县茭香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采取“公司+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寨霞坝区流
转土地 502 亩用于发展茭白种植产
业，助推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和群众增收。

“我们茭香公司是来自浙江丽水，
目前种植茭白是 500 多亩，年产值应
该在 300 万元到 500 万元，我们分三批
采摘，第一期收割目前已经开始，一天
用工量是 20 至 30 人，目前是小批量的
收割，大批量的收割至少要 100 到 200
来人，总的收割产量至少是到 50 多万
到 100 多万公斤。”锦屏县茭香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岩德说，作为茭
白产业的长期从业者，在浙江、广州等
沿海城市都有销售点，销路上不愁，下
一步还将继续做大做强茭白产业，力
争在全乡推广甚至是全县推广种植。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乡党委和各
村党支部在服务企业、组织劳务、土地流转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务工过程中群众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就
近务工等实现收入；村党支部通过为企业服务从中可以
领取每亩 50 元的收益，切实提升村集体经济。”偶里乡党
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乡为了能更好地发展好茭白产业，还建
成了 300 立方米冷库 1 个、办公用房 1 套，并即将实施茭
白采摘栈道建设，所投入资金按 5%比例进行分红，每
年可分红 8 万元；群众收益上，除了有每亩 600 元流转
费外，参与劳动的群众还有翻犁土地每亩 200 元、插秧
苗每亩 75 元等收入，多重收入让群众持续增收。据统
计，补植、除草、施肥、打药、采摘每日稳定用工 50 余
人，每年可带动附近 200 人以上实现家门口就业，为全
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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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秀梅 陆传凯）近日，笔者走
进位于锦屏县铜鼓镇的高杰山核桃种植基地里，
一排排整齐的核桃树苗下，一颗颗圆滚滚的西瓜
隐藏在绿色的藤蔓间甚是惹人喜爱，三五个工人
正在基地里忙个不停，寻找着成熟的西瓜将它们
采摘下来装车送到市场上销售。

工人们告诉笔者，核桃树下种植的西瓜他们通
常一颗藤蔓只保留一到两个西瓜，这样既能保证
西瓜的营养充足，也能使西瓜的口感得到提升，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

高杰山核桃基地负责人阮宏树告诉笔者，之所以
选择在核桃树下种植西瓜，是因为它带来的益处良
多。“核桃树下种西瓜，主要是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加上有西瓜藤蔓的遮盖，能够保持土壤中水分流失没
得那么快，种西瓜它可以改善土壤，还可以防止杂草生

长过快等，今年西瓜的产量应该是有30000公斤左右，
销量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在核桃树下套种西瓜，除了是一项能为核桃树
和基地短期效益都带来双赢的项目外，也为在基地
里务工的工人们增加了就业机会。“我们在基地里
一年四季都有活路做 ，平时就是除草、捡核桃、施肥
这些 ，现在西瓜成熟了又摘西瓜，秋天了又捡核桃
之类的，天天都有来做的，只是有时候没空来做。”
基地工人张莲花如是说。

近年来，高杰山核桃种植基地里充分利用核桃
树还未成林时的间隙，发展林下经济，不仅在核桃
树下套种西瓜，还套种了中药材黄精等经济作物，
以短、平、快的产业来补齐核桃挂果“周期长的短
板，充分发挥土地作用，让土地实现“一地多用”拓
宽增收渠道。

铜鼓镇：

核桃树下种西瓜 一地两用巧“生财”

近年来，锦屏县依托当地林地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林下经济”，通过“合作社+支部+农户”的运营
模式，引导农民发展以林下生态种植、养殖为主要

业态的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图为
7月25日，在平略镇甘乌村林下养鸡基地，村民提着
食料准备喂鸡。 （通讯员 杨晓海 摄）

近年来，锦屏县钟

灵乡把香芋南瓜作为

“村有百亩、乡有千亩”

的特色产业进行打造，

采取“公司+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发

展香芋南瓜产业种植

1200 亩 ，可 带 动 当 地

400 余人务工增收。图

为钟灵乡寨稿村香芋

南瓜种植基地村民在

采摘香芋南瓜。

（通讯员 杨通灿 张 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