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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曹勇）近日，岑巩县纪委监委党员
干部集体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时，看到昔日的领导干部
因贪腐一步步走向犯罪，大家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从今年7月起，该县决定在全县各单位开展“警示教
育月”活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只是岑巩县纪委监委打出
系列“组合拳”、做实案件查处“后半篇文章”的一个缩影。

按照活动要求，各单位要观看一次警示教育专题
片、上一堂廉政警示教育课、参观一次警示教育基地、
撰写一篇心得体会、开展一次“我为群众办实事”下基
层实践活动。

今年来，岑巩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职责，坚持
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体系，发挥巡察“利剑”作
用，紧紧盯住“一把手”，加强对“一把手”问题线索的关
注了解，多措并举打好“组合拳”，杜绝决策“一言堂”、
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等任性用
权行为，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督促各单位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
部增强纪律观念和底线意识。

同时为强化警示教育作用和震慑效果，该县纪委监
委为“一把手”量身定制警示教育套餐，通过召开党政

“一把手”警示教育大会、发放警示教育案例选编读本、
开展“清廉家风”活动等方式切实抓好“一把手”廉政教
育，以案促改、以案释法，筑牢其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坚
守纪法底线。

此外，岑巩县纪委监委通过建立“廉政档案”和“政
治监督活页”，对“一把手”出现的一般性、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及时开展约谈函询、提醒告诫、批评教育。充
分发挥派驻监督“探头”和“前哨”作用，通过参加驻在
部门党委（组）会议等形式强化日常监督，让“三重一
大”集体决策、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制度
坚持好，确保制度执行到位、落实有力。

今年以来，全县共有 74 家单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参加人员达 5000 人次，播放警示教育片 78 场次，发放各
类警示教育书籍 200 余套，开展警示教育会 74 场次，廉
政家访 28 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
督，引导‘一把手’注重家风建设，以清廉家风带动清廉
党风政风建设，让党员领导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
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

打 好“ 组 合 拳 ”做 实
案件查处“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 吴艳平）近日，在岑巩县龙田镇兴
龙村老木湾组曾义军家的院坝里，二十余人围坐一堂，
村民们数着手里的红票子喜笑颜开地聊着天。

“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2 亩多地租金 1000 多元钱，
哪个不乐意？”兴龙村老木湾组村民王春花拿着刚领到
的 1035 元钱笑开了花。王春花说，土地流转了就不用
操心种地的事了，还能带孩子，打零工挣点生活费。

为加大产业发展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杂交水稻制
种主导产业，让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
红利，壮大村集体经济。龙田镇抢抓机遇，提前部署，
镇党委书记挂图作战，分阶段制定工作目标，逐一破解
产业发展中的重难点，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力争在今年
杂交水稻收割前完成土地流转工作。

接到这个任务对兴龙村党支部来说是既振奋又发愁。
此次土地流转与以往不同，流转时限由以往的一年一

流转改为一次流转五年，还将采取“反租倒包”的方式循环
利用土地，既能增加农户收入，也能壮大村集体经济。

“这是带领全村人增收致富的大好机会。”龙田镇兴
龙村是由龙田村和路溪村合并而成的大村，属于龙田
镇的集镇村，村民以经商和外出务工为主，作为兴龙村
党支部书记的周国祥深知民以食为天，土地是一方人
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加上受疫情影响，部分在外务工的
农民返乡“重操旧业”，这时候谈土地流转必定困难重
重。但是只要心里装着百姓，办法总比困难多。兴龙
村党支部说干就干，分头行动，由易到难，逐个突破，遇
到农户白天不在家的，就晚上再上门；人在外地的，就
用电话、微信联系；遇到抵触情绪大、不愿流转的就发
动其“亲友圈”帮助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对政策不
了解的，驻村干部、村干部轮番上阵讲解政策。通过努
力，兴龙村首战告捷，总任务 267 亩，半个月时间成功流
转 200 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好土地流转‘先手棋’，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党支部+合作社+企业’等
模式，走农业规模化发展路子，提高杂交水稻制种产业
的规模集聚效应和整体发展水平。”对于龙田镇后续的
土地规划和产业发展，龙田镇党委书记周茂成竹在胸。

目前，龙田镇各村土地流转如火如荼。截至目前，全
镇流转土地约2500亩，为推动全镇杂交水稻制种产业走
向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品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田镇：

土地流转“转”出增收新天地

龙田镇兴龙村村民在领取土地流转金

本报讯（通讯员 陈跃）近日，岑巩县迎
来了火热的中药材太子参丰收季。一把
把遮阳伞下，一个个忙碌的挖参人，一张
张黝黑朴实的笑脸，展示着满怀希望的激
情，展现出一幅幅产业发展促农增收的优
美画卷。

近年来，岑巩县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及
省、州关于“三农”工作有关部署，在推进农
村产业革命，调结构促增收中，紧紧围绕

“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益、农村增活力”工
作目标，立足产业振兴推进乡村振兴，依托
自然资源禀赋，强化规划引领和组织推动，
强优势补短板，“抓重点”与“重点抓”两手
同步，一手坚持规划引领，长远规划重点推
进“坝区抓两业（杂稻制种+N、烤烟+N）、
坡上抓两茶（油茶、茶叶）、林下抓两种（以
黄精为主的中药材、以茶树菇为主的食用
菌）、庭院抓两养（生态畜牧渔业养殖、种桑
养蚕）”“四大空间八大产业”发展思路，转
变岑巩农业产业“什么都有”为“有主有
辅”，积极破解土地资源局限导致的“产业
争地”以及由于“什么都有”导致的“什么都
没有”，推进优势产业适度规模发展；另一
手突出重点扶持，集中投入，当前全力抓好
坝区主推杂稻制种，坡上主推油茶种植，特
定适宜区大力发展特色生态畜牧渔业的

“两主导一特色”产业基地迅速提质增效、
产业集群扩面发展，实现短期内让优势资
源迅速变为促农增收的强劲动力。

2021 年，全县形成万亩以上种植产业
项目基地的有：杂稻制种、油茶、烤烟、精
品水果（以思州柚、水蜜桃、脆红李为主）、
精品蔬菜（以辣椒、生姜、食用菌、黄花菜
为主）、中药材（以黄精、太子参为主）、茶

叶等；形成的年出栏过万（头、只、羽、尾）
的养殖产业项目基地的有：生猪、牛、羊、
思州鸡、大水面生态养鱼等。蓬勃发展的
农业产业基地，形成了方便农民就地就近
务工的场所。

当前，岑巩县将积极围绕实现农业优
势产业闭环发展，让产业链各端效益留在
岑巩，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着力前端育种技术基础研发补链，中
端产业基地生产能力提升强链，后端产品
精深加工和市场销售延链。借助从 2021 年
起在“十四五”期间获得“国家制种大县”奖

励资金每年 5000 万元，
五年共计 2.5 亿元的良
好契机，落实杂交水稻
制种种业扶优提质培
育 、种 业 生 产 能 力 提
升、育种基础科研“三
大工程”，扶优扶强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职业制种农民“三
大主体”，建立健全加
工销售、基地管理、基
础 研 发“ 三 大 体 系 ”。
推动形成“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职业
制种农民”的多主体有
机融合、深度合作、共
荣共生的良好格局，推

动岑巩县杂交水稻制种“全产业链”同步协
调发展和建成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
械化、信息化“五化”杂交水稻制种生产基
地，打造全国杂交水稻制种研发、生产、销
售一体化发展优势区，实现杂交水稻制种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成为全县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农民增收致富的富民
产业。

在抓好做实杂稻制种产业发展的同
时，围绕做好“种子”文章，积极与贵州大
学、省农科院、广西兆和种业公司等省内
外实力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的深度合作，
积 极 推 进 杂 交 油 菜
制 种 、杂 交 玉 米 制
种、中药材黄精等育
种育苗以及生猪、湖
羊 、思 州 鸡 、水 产 等
种苗繁育工作，逐梦

“ 种 业 强 县 ”。 强 化
土 地 利 用 效 能 提 升
和产业链延长增值，
推进实现杂稻制种+
接茬油菜制种“一田
双制”；油茶种植+行
间 套 种 黄 精 或 太 子
参等中药材“一园双
种 ”；生 态 畜 牧 渔 业
养殖产品生产+县内
精 深 加 工“ 一 养 双

效”；优质稻生产+接茬蔬菜或油菜种植等
“一田双季”等多种生态有机循环农业发
展模式，推进岑巩农业产业的科学化、现
代化、可持续发展。

根据产业面积统计结果，结合产业用
工需求测算，目前岑巩县全县现有种植面
积 500 亩以上、养殖 500（头、只、羽）以上的
规模农林产业项目年需至少用工分别为：
杂稻制种 24 万个工日，烤烟 34 万个工日，
中药材 28 万个工日，“两茶”30 万个工日，
以及精品水果、精品蔬菜、生态畜牧渔业、
优质稻米、优质油菜、种桑养蚕、牧草、吊
瓜、黄花、林下养蜂等等，共计可提供就业
务工岗位 200 余万个工日，按目前用工最低
标准 80 元/天计算，可为岑巩县农民群众提
供务工收入 1.6 亿元以上，撑起了就地就近
就业增收一片天。

针对当前存在的农业产业项目虽然提
供的就业务工需求量较大，但是用工的阶
段性、集中化、季节性以及用工务工需求
信息的不对等、用工的跨区域组织均衡调
配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已开始有时会出
现“用工慌”的局限。下一步，以强化产业
结构优化提升为抓手，以建立用工信息平
台，畅通用工与就业互通通道为推动，以
建立完善用工主体和用工台账落实就业
信息管理推进跨区就业为支撑，以加快推
进黔东（岑巩）特色农产品产业园建设，提
升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延长产业链
条，补齐就业阶段性短板，推进全年有业
可就为助推器，实现“农忙季节在地里务
工，农闲季节在厂里务工”，让传统农民逐
步变为产业工人。

岑巩农业产业发展呈现新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姚元辉 张英豪）
近年来，岑巩县聚焦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社区治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大坪社区“三社联动”改革试点为抓
手，通过支部“联”社区、平台“联”资源、
社工“联”服务的“三联结”模式，积极探
索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方合力共治
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全面推动搬迁群众
快速融入社区生活。

支部“联”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设立社区党支
部，根据社区楼栋党员数量和分布实际
合理设立党小组，创新打造“党员+楼门
长+骨干+网格长+社工”的社区“议事
庭”，并按照“多对一”方式，组织县直单
位党支部与社区党支部建立结对联系，
提供实质性指导帮助。同时，党员帮扶
干部定期到社区楼栋党小组报到，主动
认领帮扶事项，社区定期将帮扶事项完
成情况反馈到党员帮扶干部所在党支
部，有效实现支部、社区双联。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99 个党支部与
社区党支部建立结对联系，1125 名党员
帮扶干部到社区报到。

平台“联”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打造“社区 1+1”管理“云”平台，
采取“双线互动+党员带动+多方促动”
模式，完善“网购员”“物业管理”“办事
指南”“垃圾分类”“社区动态”“生活服
务”等功能板块，引导社区爱心商家和
经济开发区企业与社区合作，社区居民
通过平台参与社区管理积分和接收就

业信息推介，凭借平台积分到指定爱心商家兑换爱心商
品，实现社区管理和外部资源汇集双目标。截至目前，已
注册爱心商家 14 家，1000 余人参加积分，兑换米、油、洗衣
粉等日用品 1100 余件，通过就业平台信息推介实现社区
就近就业 1200 余人。

社工“联”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凯里市
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入驻易地搬迁社区，落实 4 名专业
社工常驻社区指导社区治理，以发放问卷、个别访谈、入
户走访、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社区需求调研，建立社区管理
队伍培训、社区规划、社区组织建设等服务项目清单，实
行清单式服务，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同
时，示范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管理服务。

截至目前，共计服务社区2600余人次，开展社区管理人
员服务专项技能培训200人次，提出有效社区规划建议30余
条，发展147名社区居民加入社区公共管理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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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姚慧）时下，正
是辣椒采收的时节，走进岑巩县羊桥
乡“杨柳-祝坝”坝区 350 余亩辣椒种
植基地，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
村民正忙着对辣椒进行采摘、分拣、
装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论
着丰收的喜悦，红色的辣椒与群众的

笑脸交相辉映，呈现出了一派红火的
幸福画面。

“和我们一起干活的都是本村的
村民，既不耽误收拾家务，又能在家门
口挣钱，今年辣椒收成还可以，做得多
的时候一天有一百元钱左右。”村民杨
云珍在交谈间，熟练地采摘着辣椒。

“我们种的辣椒从8月初开始采摘，
可连续采摘5至6批，目前已采收1万余公
斤。”该乡祝坝村支部书记吴斌介绍说。

农户采摘下来的辣椒，经过简单
分拣、装袋后，统一在该乡党委政府指
定的收购点称重出售，集中收购的辣
椒将装车运往贵州遵义进行再次出
售。这种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能够
有效消除群众顾虑，提振群众信心，促
进产业发展兴旺，加快乡村振兴进程。

“我们种植的辣椒全部是由县里
统一育苗，乡里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手
把手进行指导，今年我又种植了 52 亩
辣椒，采收完毕的话大概能有 10 万元
左右的纯收入。”该乡杨柳村返乡创
业青年杨超文和笔者算起了经济账。

为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该乡积极动员种植大户、党员及
返乡创业青年带头发展辣椒产业。
目前，全乡辣椒种植大户有 20 余户（5
户是党员带头），该坝区 350 余亩辣椒
正进入丰收期，预计生椒产量可达 15
万公斤，产值约 60 万元以上，可带动
当地 300 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务工，有
效促进农户增收。

羊桥乡：

辣 椒 地 里 话 丰 年

本报讯（通讯员 古月寒）摘烟、
运烟、编烟……时下，正是烤烟收烟
的关键时期，走进岑巩县客楼镇烤烟
种植坝区，只见集中连片的烤烟随风
起伏，烟农们不时哼着小曲，忙碌在
田间地头，采收烘烤烟叶，丰收的喜
悦写在脸上。

为切实做好烟叶采收烘烤工作，进
一步提高烘烤水平，提高烟农种烟效

益。该镇党委成员走访了多家烤烟种
植大户，入户预检烟叶、了解烘烤进度、
烟叶等级、烟叶销售情况等，并向种植
户们讲解烟叶补贴政策，鼓励种植户们
加快收烟进度，扎实推进烟叶各项收购
工作，确保做到“应收尽收，烟叶归仓”，
争取烟叶早卖出，收入早到手。

长期以来，烤烟是客楼镇的支柱产
业。客楼镇始终坚持把烟农利益放在

心上，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好各项支农
惠农政策，配套出台一些引导、激励措
施，积极主动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切实维护烟农利益，促进烟农增收。

2021 年，客楼镇以“党支部+合作
社+大户”的模式，共种植烤烟 4000
余亩，其中土黄村种植面积最多，达
850 亩。全镇共有种烟主体 90 余户，
预计产出烟叶 1.2 万担。

客楼镇：

烟叶收购忙 农户喜洋洋

平庄镇观音冲村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一角

村民在辣椒基地采摘辣椒

天星乡山岗村太子参基地村民在采挖太子参大有镇油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