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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江洪 金延霞）
麻江县坝芒乡党委通过守“三心”、促

“三新”，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为全
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坚守“初心”，在讲政治铸忠魂上焕
发“新活力”。始终保持赤子红心，真正
把讲政治、讲忠诚融入灵魂、融入血
脉。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等内容，以党委中心组理论
学习、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委
班子到村宣讲、送学送教上门等形式开
展学习，促使理论学习有收获。目前，
乡党委开展学习研讨 6 次、专题学习 8
次，各党支部开展宣讲 35 次；乡党政主
要领导开展宣讲 9 次，其他班子成员深
入包保联系村开展宣讲 21 次。广大党
员干部越学越有“绝知此事要躬行”的
政治执行力，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省委、
州委和县委决策部署上做到闻令而动、
雷厉风行。

淬炼“匠心”，在担使命开新局上
贡献“新力量”。始终坚持把学习党史
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全乡党员干部用心感悟党
在艰难斗争中的昂扬斗志，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充分发挥“服务员”“领头雁”作
用，淬炼服务意识，增强业务本领，以
担当作为推动经济过硬发展。上半
年，全乡落实春季蔬菜种植面积 14933
亩，烤烟种植面积 960 亩，存栏大牲畜
6.97 万头，林下养鸡 14187 羽，林下养
蜂 1220 箱，推广稻田养鱼 2000 亩，种
植黄连 70 亩，天麻 5500 平方米，茶叶
1555 亩，水果 1227 亩，八月瓜 100 亩，
蓝莓 396.25 亩，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坝芒力量。

凝聚“民心”，在办实事解难题上提
升“新温度”。始终秉持为群众办实事，
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解决群众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半年，全乡党
员干部共开展“上门服务”解决群众合
作医疗在线缴费难、农村低保在线申报
难、高龄人群养老保险在线认证难、特
殊困难群众疫苗接种难等 300 余人次；
党员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对全乡
蔬菜种植、畜牧养殖的企业和群众开展
技术指导和防疫服务 76 人次；党员志
愿服务队到村组动员疫情接种 500 余
人次，到疫情接种点开展疏导、送水、扶
老等服务 100 余人次；全乡党员干部为
群众具体解决产业发展、外出务工等问
题 150 余件，用心用情用力把群众反映
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麻江县坝芒乡：

守“三心”促“三新”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郎思遥 王小
平)立秋刚过，锦屏县固本乡八一
村的村民们就忙着打理自家的油
茶林。“今年村里又新增了近百亩
油茶树，加上低产改造的300亩油
茶，今年丰收在望了”。村民杨系
周乐呵呵地告诉笔者，“这两年都
有专家上门服务，经过林间剪除
杂灌林、修枝和施肥，今年的油茶
树长得特别好，冬天每亩增产 50
公斤不是问题”。

固本乡种植油茶有着悠久的
历史。上世纪90年代，政府积极引
导符合条件的自然村发展集中连

片种植，仅八一村就发展了400亩。
然而，山上密集栽种，化肥、农

药大量使用，粗放的方式一度让油
茶品质受到严重影响。杨系周回
忆说，盛果期还没过产量就上不去
了；再后来，年轻人都出门务工，林
间也疏于管理，好好的一个产业就
这么凋零了下去。2021年，经专家
指导，八一村不仅换种了优良的油
茶品种，原有的油茶林通过疏密间
伐，改善了通风、透光等条件，提高
了茶籽产量。

“厂房是国家农发行、省市场
监管局等帮扶单位扶持的，加工的

品种都是当地特产。”东庄农文旅
公司经理朱发成高兴地说，随着乡
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广大村民对青
山界特产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今
年又投入了6万元购置新设备。

截至目前，全乡已完成新建
和改造油茶林建设 1162 亩，改造
升级加工基地 1 个，今年可帮助
油茶种植的农户实现户均增收
1000 元的目标。

锦屏县固本乡八一村：

油 茶 产 业 焕 新 机

1964年（5—12月）
5月25日 州委 、州人委部署全州人口

普查。这次普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布置全
国统一进行的。州委、州人委要求各县搞 1
至 2 个试点，以取得经验，指导全面。普查
工作于 7 月 1 日全面开始人口登记，7 月 25
日社、镇、劳改单位完成人口统计任务。通
过人口普查，全州有人口 1956536 人。

8月 6日 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综合考
察队向州委汇报在自治州考察的成果和开
发山区经济的建议。会后向州委提交了《黔
东南地区交通运输与山区开发（草稿）》等 11
份考察报告。这些考察报告对开发黔东南
山区经济有很大参考价值。

8月12日 中央批准张登文任中共黔东
南州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免去张登文锦屏
县委书记职务。

1964年 虽然遭到暴雨袭击，但整个年
景较好。全州粮食总产比 1963 年增产 40%，
接近 1957 年的水平。农业总产值 17629 万
元，比上年增长 32.9%。工业发展较快，全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 4400 万元，比 1963 年上升
25.2%。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向前发展的好
趋势。

（选自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
黔东南州历史大事记》）

自律是事业的基石。
一个人，一个团体，要想
成功，固然有许多因素，
但高度自律、严格自律却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垫 脚 石 。
奥运会虽然结束了，但国
乒主力们深知，在 9 月还
有 全 运 会 的 比 赛 任 务 。
因此，为期 21 天的隔离期
间，马龙、陈梦、孙颖莎、
许 昕 等 主 力 即 便 不 能 立
即 回 到 球 馆 进 行 有 球 训
练，也纷纷利用房间里简
易的装备进行体能训练，
丝 毫 没 有 放 松 。 由 此 可
知，成就乒坛梦之队的，
不仅有先天的禀赋，更有
对 禀 赋 的 充 分 运 用 与 发
挥。无此自律，就难有乒
乓王国的美誉。

自律是修身的密码。
东汉杨震，被誉为“四知
先生”、关西孔夫子。据
载，杨震赴任途中，路经
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
是 他 在 任 荆 州 刺 史 时 举

“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
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了
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
金十斤，于白天谒见后，
又乘更深夜静无人之机，
将黄金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
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
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
是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
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
能说无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
惭愧，只好作罢。“暮夜却金”，就此成为千
古美谈；“四知先生”的称谓，就是对杨震自
律的高度评价。

自律里有深刻的家国情怀。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不容乐观。载誉归来的奥运军团，
在赛场拼搏之后，自觉进行 21 天的隔离，这
是对自己的负责，对家人的负责，对更多人
的负责，对防控大局的负责。这样的负责态
度里，有深刻的家国情怀。杨震“暮夜却
金”，不只是个人修为，更有对天下的担当。
东汉时期，吏治腐败，贪化成风。“四知先生”
之行，固不能改变这一现状，但仍可让人们
看到一缕尚存的正气，更为后世留下了可资
效范的楷模。

打 败 自 己 的 ，永 远 不 是 敌 人 ，而 是 自
己。高度自律，是最好的保护伞。个人如
此，国家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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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我终于又可以出来晒太阳了，
太感谢了！”家住凯里市清江小区的吴小勇坐
在轮椅上，沐浴着清晨暖暖的阳光，他激动地
拉着帮他推车的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的
手连声感谢着。这是凯里市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生动缩影。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凯里市坚持把走
基层、听民声、解难题、办实事作为检验党史学习
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贯穿全过程，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持续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质量和温度。

“微心愿”梳理群众“操心事”
“我们易地搬迁来到凯里，想要学门技术，方

便找工作。”“我们希望能在学校装置净水器，让
孩子们用上放心水！”“我们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
来，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在“我为群众办
实事”心愿征集中，群众各种需求跃然纸上。

今年来，凯里市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聚焦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深
入基层一线调研、座谈交流、书面征求等方式，广
泛征集“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建议和意见。同
时，利用网格“兼合式”党支部为平台，建立“微心
愿”征集墙，认真梳理群众的“操心事”，建立《“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台账》，分类整理，形成包括职
业培训、残疾认定、白内障手术、小区停车位等群
众关切问题的办实事实践清单，并按照“定工作目
标、定工作措施、定责任领导、定责任部门、定完成
时限”五定原则分批次推进办理。目前，已为群众
办实事近700件，正在办理的实事有1000余件。

“微服务”解决群众“烦心事”
“有小文帮忙，我们现在辣椒不愁销路了！”

凯里市乐榜村知青农场辣椒基地里，王蝠忠乐呵
呵地说道，“辣椒成熟采摘以来，这些党员志愿者
们帮忙录视频发网络联系订单，并到饭店和超市
推销，帮我解决了销路难题，我这 400 多亩的辣

椒不愁卖了！”
凯里市深化阵地建设，打造“我为群众办实

事”服务体系。激活微细胞，抓好党员志愿服务，
依托党员自身特点，广泛组织党员紧紧围绕广大
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党员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党员认领

“微心愿”参与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周末出
旗”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市
民群众深入社区基层一线为百姓解难、为社会分
忧、为文明出力。截至目前，全市组建党员志愿
服务队伍828个，开展各类志愿服务437次，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3946人次。

“微活动”纾解群众“揪心事”
“到厂里就能考试拿证，太方便了！”一位

刚刚通过“流动车管所”拿到摩托车驾驶证的
村民高兴得手舞足蹈。

“老人家请收好这个三伏贴，要按我教你
的方法每天贴药呀！”凯里市未来城社区义诊

医生连声嘱咐着参与活动的老人们。
为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由社区

牵头，将不同职业特长的人员聚集起来，根据“微
心愿”清单，有计划、分批次组织各类公益微活动
纾解群众“揪心事”。同时，各级各部门按照行业
特点，通过干部与党员联通，打破各自为战壁垒，
分别组建法律援助、幼儿教育、爱心义诊等队伍，
深入20个镇街、2个工业园区以及公司、工厂开
展公益微活动，切实在参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今年来，全市开
展爱心义诊20余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流
动车管所”开展交通安全教育30余场，受益4000
余人，40人通过爱心送考取得摩托车驾驶证。

凯里市：“三微”模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升温
○ 通讯员 吴锡萍

本报讯（通讯员 谭述甫）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三穗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主题，狠抓“四学四有”，通过开展
机关集中学习、民主生活会、听取专题讲
座、观看专题教育片、广泛征求意见、谈
心谈话等方式，高要求、高起点、高质量、
高效能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

抓好“学有方向”。学史为舵、学
史为理。三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深入
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指定的 4 本学习材
料，特别是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党史学习教育

“学习定位”知道该“学”什么，把握党
史教育思想方向，坚持学史力行、实干
担当，“知行合一”不断提升人大党员
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特别是致力为民服务的工作
能力和水平。

抓好“学有定力”。抚今追昔，鉴往
知来。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穗县
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及各委室负责
人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依托学习
强国软件、部门微信群、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党员会议、机关干部会议等

载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全体
党员铭记我们党的每一段历史，在培养
爱党爱国为民情怀中进一步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定力、理论自信定
力、制度自信定力、文化自信定力。

抓好“学有初心”。德为才之帅，才
为德之资。三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充
分发挥“将军故里”红色教育资源阵地
作用，以参观瞻仰将军纪念馆、将军故
居、烈士陵园、红军纪念碑等红色教育
基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寻初心、有初心、
育初心、正初心、亮初心、固初心、践初
心，不断深层次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信
念、执政能力及凝聚力，从而更加坚定
理想信仰、筑牢宗旨情怀、砥砺初心使
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抓好“学有成效”。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三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坚持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员干部履职工作
紧密结合、融会贯通起来，进一步结合
工作实际完成好“照、摆、剖”三个动
作，认真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
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围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教育、
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热点
难点问题开展调研、视察、监督，确保
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三穗县人大：

“四学四有”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潘胜天）8月
11 日，黄平县谷陇镇蔬菜水产市
场，从清晨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稻花鱼每公斤 60 元！”吵嚷
的市场上，黄平县康养源生态发
展有限公司的研合手忙着称鱼，
嘴不停地回答顾客的询价。

谷陇是苗族聚居镇，8 月 11
日是当地特有的“吃卯节”，这天
家家户户以鱼为主菜，酸汤稻花
鱼是最爱的佳肴。

近年来，黄平县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因势利导，大力发展“稻-
鱼-螺”立体农业。该县康养源生
态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支部+公
司+农户”的模式，流转谷陇镇200
余亩撂荒田，实行规模化种植，用
自家喂的猪粪作肥源，养鸭为水
稻防治虫害，实施“稻-鱼-螺”立
体养殖，稻花养鱼，鱼粪喂螺，螺
便肥田，生态循环，构建具有山地
特色的绿色产业化农业。

“今天销售收入大概在3万元
左右。”没到 9 点，研合近 500 公斤

的稻花鱼便卖完了，她高兴地说，
“年亩产稻谷 500 公斤、稻花鱼 50
公斤、田螺100公斤，猪、鸭也产生
些效益，除去必要的开支后，每亩
田利润应该在5000元以上。”

据悉，黄平县 2014 年以来共
投入补助稻花鱼发展资金 1700
多万元，组织实施 10 万亩稻花鱼
产业化养殖项目，发放鲤鱼苗 6
万余公斤，每年预计 300 万公斤
稻花鱼走俏市场，为民增收 7000
多万元。

黄平县谷陇镇：

稻 花 鱼 肥 俏 市 场

近年来，天柱县加快中药材种植产业
发展步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
再添“新动能”。今年，该县中药材种植达 5
万亩。

图为 8 月 12 日，该县联山街道群众在
平甫村太子参产业种植基地采收中药材太
子参。

（通讯员 龙本英 王岩弟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邰胜智）立秋时节，笔者走进施
秉县马号镇金钟村林下养鸡基地，只见活蹦乱跳的
鸡群在树丛中到处寻食，养鸡致富前景特别喜人。

近年来，施秉县马号镇金钟村坚持以党建引领，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然资源优势，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能人+农户”模式，通过流转村民林地大
力发展林下虫草鸡养殖产业，帮助群众拓宽增收致
富渠道，助推乡村振兴。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发展林下乌皮土鸡养殖产
业，这种鸡品质优、肉质紧、口感好、营养高，很受顾客
青睐。”金钟村纪检员刘忠奎说，“今年来，为全力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除
了发展有林下乌皮土鸡3000余羽外，还带领群众发展

林下魔芋200亩、林下丹参400亩，产业利益联结农户
316户，可帮助农户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金钟村位于清水江畔的金钟山脚下，森林资源
丰富，具有很大的林下经济发展潜力。目前，该村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依托自身资源优势，调
动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带动发展致富的积极
性，带领村民发展生猪、稻鱼、蔬菜、精品水果等种养
产业，帮助群众增产增收和带动村民就业收入，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是去年 8 月份到村合作社来打工的，主要负

责养鸡，每月有 2500 元工资收入。像我这样的人，真
的想不到在家门口也能有班上，太感谢村党支部
了。”金钟村村民龙光忠高兴地说。

施秉县金钟村：

林 下 养 鸡 强 村 富 民
本报讯（通讯员 文英勇）“今年水果

丰收，数量有点大，销售还没得着落，怕损
失大，影响种植户们的积极性，请帮我们想
想办法。”天柱县蓝田镇东风村旭日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显得心急火燎。

近日，州凯宏集团有关负责人等一行
到天柱县蓝田镇开展帮扶工作调研。近年
来，东风村的种养殖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
劲，有羊肚菌、百香果、提子、百合、烤烟和
养牛等。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东风村旭
日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150 亩提子丰收
在望，共计约有 2.5 万公斤，产值预估达 50
万元以上，由于地理偏远又无知名度，跟市
场对接十分困难，销售渠道一筹莫展，合作
社的社员们心里没有底，希望州开投集团

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调研回来，州开投集团党委领导听了

汇报后，迅速召集集团党委办公室、工会、
州农发公司负责人等一起协商，协商形成
统一意见：一是由工会发动集团公司广大
员工参与爱心消费购买；二是由州农发公
司策划，利用现有州级公用品牌“苗侗山
珍”APP 进行线上销售，将蓝田镇东风村的
提子等水果及时推向省内外更广大市场。

为把好质量关，在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干部的陪同下，他们走进提子种植基地，看
到藤蔓上挂满晶莹剔透、色彩斑斓的提子，
品尝后认为口感不错品质很好，当即下单
代订购买了 1003 件金手指、美人指提子，
价值达 48500 元。

根据州委、州政府统一安排，从今年 5
月起，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乡
村振兴帮扶点调整为天柱县蓝田镇，集团
公司已向蓝田镇东风、三凤、地锁、碧雅四
个村派出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

“苗侗山珍”是以州开投集团下属的州
农发公司为主打造的黔东南农特产品营销
品牌。据州农发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苗
侗山珍”正在将蓝田镇东风村生产的提子
列为重点产品进行市场推广。一是与种植
合作社沟通，在产品包装上作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二是与广东佛山等海外客商对接，
争取拿到更多的订单；三是走进凯里市的
教育系统和机关进行宣传推介，尽快就近
打开市场。

州开投集团助力东风村精品水果走向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