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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黄平县新州镇东坡村在村党支部的
引领下，积极发展市场畅销的黄花梨种植，有效带
动农民增收。

图为 8 月 23 日，村民在该村叶家坳种植基地
采收黄花梨。

（通讯员 潘胜天 摄）

黄平东坡的黄花梨熟了

1979年（1月—3月）
1月中、下旬 全州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

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
件下达后，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
错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月中旬 州委、州革委按照国务院《开展农
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域规划研究》的要求，抽调农
业技术人员 70 多人，在三穗、天柱 2 县进行土壤普
查试点工作。年底试点工作结束。自 1981 年起，
农业资源普查工作在全州开展。1988 年前后，各县

《农业综合区划》陆续成书，为科学种田、农村基本
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3月 24日 州委决定建立黎平会议纪念馆。
193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采纳了
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这次会议在党的
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6 年 10 月纪念馆建成
开馆。

春 各县部分生产队开始自行实行不同形式
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3 月份统计，凯里县田
土全部责任到户的生产队有 82 个，田集体、土到户
的生产队有 172 个，实行这两种形式责任制的生产
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21%。

（选自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黔东南
州历史大事记》）

前几日，笔者应邀参加了某
单位的一个理论研讨会。散会
后，笔者发现会议发的一堆材料
许多人都没有带走，工作人员将
这些材料作为废纸堆在了会场
的一角。对此有人觉得可惜，认
为如此浪费的确不该。也有人
不以为然：区区几张纸，值不了
几个钱，何必大惊小怪。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我
们党的优良作风，更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古时已有“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之说。从上世纪五
十年代起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而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鼓舞人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催人奋进，但我们也
应该看到，我们的底子还很薄，国力仍然不厚。在
这样的条件下，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要创
造出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仍然需要树立和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工作和生活
中的一些“小浪费”也应该制止和反对。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似乎微不足
道，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同样的道理，全国十几
亿人口若共倾节约之心，同做节约之事，不用说一
人一天节约一角钱，就是一人一年节约一分钱，常
年坚持下去，也会累积成一个天文数字。相反，如
果每个人大手大脚白白浪费，岂不令人痛哉？何
况，一次会议的几份材料，日常办公的几支笔、几张
纸，加之一些地区的半拉子工程，其钱财的滴、跑、
漏、冒，造成的浪费聚集起来是不是也是一个天文
数字呢？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
鞋干革命，夜点灯笼访贫农。”这是当年传唱于革命
老区的一首歌谣，它道出了人们心目中党的干部节
俭奉公的形象。而今，要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氛围，需要我们解决思想深
处的问题，克服模糊思想和错误认识，树立并强化

“例外即是破坏”的观念，建立对浪费“零容忍”的
心理，培育并倡导“越雷池即羞耻”的认知，坚持从

“我”开始，从杜绝“小浪费”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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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崇轩）今年以来，从江
县着重从充分用好用活地方红色革命资
源、坚持面向基层党员群众和青少年学生
两个方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党员干
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传承弘扬革命光荣传
统赓续红色血脉，从学习百年党史中汲取
磅礴力量，使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纵深推进。

用好地方红色资源，党史学习教育做
到学有身边人听有身边事。充分利用从江
县作为“革命老区”优势，用好用活“红七军
转战从江”红色资源、“全国双拥模范县”荣
誉资源、地方“典型代表”人物资源、“抗
美援朝”精神资源以及“三线建设”精神资

源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对红七军首
次进入黔东南宿营从江县长牛村穿行月亮
山攻占榕江城历史事件宣传，开放下江镇

“红七军临时指挥部”和全国双拥模范县
展馆展室，讲述好为解放从江而英勇牺牲
被公安部、民政部授予“公安英烈”称号的
陈佩琼烈士和在黔桂边区剿匪“黎、从、榕
铁壁合围”战役中英勇牺牲被民政部追授
为“革命烈士”的苗族民兵滚后多烈士的英
勇事迹，传颂好“全国优秀人武干部”吴新
春、“全国模范民兵代表”梁松美等地方典
型人物代表故事，宣讲好“全国双拥模范县”

“抗美援朝”“三线建设”等等真人实事，让广
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对革

命英雄人物和故事看见身边人听到身边事，
在代代相传的家乡红色革命故事中接受教
育，自觉敬仰英雄、弘扬革命光荣传统。

学习活动形式多样，学习教育坚持面
向青少年面向农村基层。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赓续红色血脉，从江县坚持面向青少年，
把党史学习教育引进校园，组织师生开展
形式灵活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为主的文体
活动，让学生从小在心中播下红色种子。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各中小学校
开展活动 1260 余场次，接受教育 14.76 万人
次，学生接受教育全覆盖。

基层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革命故
事会”、“鼓楼花桥听党史”、“走访慰问老党

员老战士”、“缅怀烈士重温誓词”、“追寻红
色足迹”等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贯洞
镇宰门村党支部邀请村里的老人讲述解放
初期当地涌现出来先进人物故事；斗里镇
组织党员祭扫剿匪英雄滚后多烈士墓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秀塘乡、加鸠镇组织党员开
展追寻红七军足迹重走红军路传承革命无
畏的奋斗精神等，上下全县形成知党史、爱
党史、学党史良好氛围。

从江县：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讯（通讯员 李培洋）“大哥，你打新冠疫苗了
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吗？知道村‘两委’换届纪
律不？我来帮你安装 APP，装上这个信息就灵通了。”类
似的交谈，日前，在天柱县坪地镇各个村寨随处可见。

“七月半”对坪地群众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
根据坪地的习俗，各个村寨先后于 7 月 13-15 日进行祭
祖，届时外出人员将纷纷回家过节，结合这一实际，坪
地镇党委政府抢抓时间、积极安排部署，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坪地镇“人文天柱·
志愿黔行”服务分队作用，组织全镇干部职工、乡村振
兴工作队、各村“两委”整合力量，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利用周末时间进村入户开展疫情常态化防控知识宣
传、动员群众疫苗接种、帮助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换
届纪律宣传等工作。

“妹，你们不回家过节吗？真是辛苦你们了，我年龄
大了，也不太懂 APP 这些东西，对疫情方面的知识又不
知道多少，太感谢你们啦，快进来喝杯水。”发溪村张宗
文拉着坪地镇志愿者滕芯维的手边走边说。

为全力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坪地镇还在各个村设立
了交通服务点，使群众更方便的到镇卫生院进行疫苗
接种，避免因交通工具问题而无法接种等情况发生。

此次活动，使全镇的疫苗接种、反诈 APP 安装等工
作大幅度提升，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疫情防控、反诈
骗、换届纪律等工作的认识，得到群众一致好评。截至
目前，坪地镇疫苗接种 6400 余人，2600 余人安装了国家
反诈中心 APP。

天柱县坪地镇：

干部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陈贵旭 赵元富）近日，丹寨县与浙
江省六个区县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战略协议后，
既解决该县在省外务工群众返乡办事来回跑、多头跑的
痛点，又解决政务服务异地办理的堵点，极大地减轻外
出务工农民工往返的经济负担。此举，受到了广大出省
务工农民工的好评。

该县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结合实际，精准梳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好事实事。浙江省是该县
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省份之一，此前，农民工为办理人
社、医保、公安、教育、卫健等政务事项，需要从浙江返乡
办理，既花时花钱，又影响工作，办理政务事项成为困扰
农民工的一件烦心事。为减轻外出省外务工农民的经济
负担，该县将“跨省通办”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解决问题清单，先后与浙江省婺城区、桐庐县、淳安县、
上城区、诸暨市、滨江区等六个区县，签订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战略合作协议。此项战略合作协议共 12 份、授权
事项 45 项，对外省授权业务 6 个。有效破解农民工办理
政务事项“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农民工异地办理政务
事项“一次办理”和“最多跑一次”。

目前，该县梳理全县“跨省通办”事项 45 项，结合
“全省通办”窗口设置“跨省通办”窗口 12 个；对公共服
务依申请类事项研判，纳入“一窗”事项占比 84.64%。

丹寨县：

“跨省通办”为农民工“减负”

本报讯（通讯员 郑兴禄）近日，走进三穗县瓦寨镇，
一个个村庄镶嵌在绿水青山之中，道路宽敞平整，山坡上
的果园郁郁葱葱。这如诗如画般的田园风光，得益于村集
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民收入不断提
高，乡风文明不断改善，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以前吃完晚饭，有时在家看看电视，有时邻里几人
聚在一起打牌，感觉没有意思！”村民杨光琼谈起村里
的变化感慨万分，现在不一样了，每天下午大家不约而
同来到广场，打打球、遛遛弯、跳跳舞，真是没想到我们
农村人也能赶个时髦跳起广场舞来。

近年来，该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建设完成村村通公路 102 公
里，改扩建中小学 3 所、幼儿园 1 所、镇卫生院 1 所，新建
村卫生室 6 个、村办公服务活动场所 8 处、文娱综合休
闲广场 15 个、文化图书阅览室 7 个、公厕 13 个、垃圾集
中清运点 75 个，安装路灯 4104 盏，完成 30 户以上自然
村寨光纤网络、4G 网络、电视信号全覆盖建设，全镇面
貌焕然一新。

笔者走进瓦寨镇调洞春晖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工
人们正来回穿梭于瓜架间，动作娴熟地摘瓜、装箱、搬
运……一派丰收之景。

“苦瓜主要销往重庆、广州等地，其口感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调洞春晖合作社负责人肖以江介绍说。

据了解，调洞村以春晖蔬菜合作社为依托，以产业
化经营组织为引领，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通过产业
联动，要素聚集，实现蔬菜种植产业价值链提升，功能
拓展，多元主体共赢。

该镇全面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聚焦本地资源优
势，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坚
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参
与实施，大力发展特色蔬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瓦寨镇将深化党建引领，进一步创新工
作，全域化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真正把瓦寨镇打造
成为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从庭院美、村庄美到生活美的
转变，绘就新时代美丽乡村新画卷。”瓦寨镇党委相关
负责人说。

三穗县瓦寨镇：

党建开花 小康日子别样红

经州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鲍崇江同志进
行任前公示。

鲍崇江，男，侗族，1977 年 10 月生，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剑河县南加镇党委原书记、四级调研员，
拟提名为副县（市）长人选。

公示时间：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
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州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举报电话：0855-12380
举报网站：http：//www.qdnzzb.gov.cn/12380
举报短信：18984512380
通讯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营盘东路 51

号（邮编 556000）
中共黔东南州委组织部

2021年8月23日

州管干部任前公示

2020 年 1 月，施秉县白头旺水库工
程正式开工建设，水库位于城关镇白头
旺村境内，总库容 5249 万立方米，总投
资 13.7172 亿元，是目前黔东南州投资
规模最大的在建水利工程项目，工程任
务是防洪、供水及灌溉，供水区域主要
是施秉县工业园区、施秉县城和灌区覆
盖的农村人饮。

把支部建在工地上

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在生产管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2020 年 9 月 17 日，白头旺水库工程联合
党支部成立。

支部由项目业主方、建设管理方、
监理方、施工方，四方单位党员组建而
成，融合凝聚成一个坚强的基层党组织
和战斗集体。通过这一党组织，强化组
织和制度建设，规范党员的组织管理，
发挥党员和党组织在工程建设领域的
示范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

“把支部建在工地上，是将党建工
作向工程建设系统延伸的重要举措，也
是 以 党 建 引 领 促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新 模
式。”工程建设管理负责人介绍说。

今后联合党支部将以“共建、共创、

共享、共管”为抓手，担负起工程建设、
政治教育、党日活动等党建职责，发挥
工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项目建设
打造精品工程、良心工程、廉洁工程。

安全管理制度标准化

2020 年初，白头旺水库建设项目部
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和职业
健康管理机构成立，由项目管理单位，
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在水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了法律
法规与安全管理制度牌、规范规程、安全
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项目负责人
介绍，他们定期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并对
职业危害场所进行检测，为从业人员提
供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
件，配备相应的职业健康保护措施。

工地现场，设置了网络监控，实时
查看现场施工安全情况；沿河高边坡等
危险部位设置了栏杆等安全设施；高处
作业方面，按规范要求搭设脚手架、设
置安全网，并有专职安全员现场巡逻检
查；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隐患
治理验收有评价的闭环工作制度。

各个参与建设单位以“落实安全责
任，推动安全发展 ”为 2021 年安全生产

主题，定期对安全标准化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 PDCA 循环，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截至 2021 年七月，
无安全事故发生。

制定目标职责保工期

白头旺水库自开工建设开始就成
立了七个施工班组，共 170 多人，每个工
作组可全面展开施工工作。

项目开工建设以来，白头旺水库各
参建单位根据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分别
制定了总体和年度，安全生产与职业健
康目标，并纳入单位总体和年度生产经
营目标，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做
到全覆盖。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建设任务，白
头旺水库工程建设制定了 5 定工作表，
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月来实施，制定月施
工计划，并召开班组例会进行分析和总
结，根据实际情况加大人员和设备投
入，控制工程进度和质量。

到目前为止，为工程服务的临时建
筑已全面完成、大坝河床水面以上开挖
全部完成、移洪道开挖全面完成、取水
塔完成 50%，总体工程进度完成投资总
额的 35%。

工地上的联合党支部
—— 施秉县白头旺水库党建引领促工程建设管理新模式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敏 通讯员 雷博林

本报讯（杨林龙 韦俊文）“多亏有
你们干部来帮忙，不然我们两口子怕是
要忙到半夜去了！”近日，看着 2500 余公
斤的板蓝根一捆捆地过秤装车，榕江县
平永镇归布村蓝靛种植户司秀奎和几
个种植户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前，归布村村民的主要收入完全
依靠基础种养殖和外出务工，这里山高
路远、土地分散，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
适合规模化推广的产业项目。从 2018
年开始，榕江县党委、政府科学规划、积
极引导，在全县范围内大面积推广板蓝
根种植，在此情况下，归布村村支“两

委”采取党支部引领动员，党员带头示
范、协调技术专家、保障销售渠道等办
法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让该村的板蓝
根产业不断巩固和壮大。因为光照、气
温和土壤适宜，加之群众科学管护，归
布村板蓝根在收购商圈中享有越来越
好的口碑，成为当地群众的重要收入来
源之一。

预测到板蓝根采收季节将近，归布村
第一书记杨林龙提前联系收购商家，确定
时间以后又组织村支“两委”、群众党员和
公益性岗位人员组成临时“服务队”，主动
帮助劳力不足的农户进行采收。

8 月 17 到 18 日两天，青于蓝公司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派车到归布村收购
板蓝根，司秀奎家和其他几户群众因
为种植面积分散、量大，第一时间告诉
了杨林龙人手不足的问题，刚刚完成
一户采收的“服务队”立刻转换阵地，
来到了司秀奎家的收购现场，驻村干
部立刻各自分工忙碌起来，抢抓有利
时机，确保群众板蓝根在季节内完成
采收和销售。

两天以来，归布村“服务队”共帮助
群众集中采收板蓝 12 余亩，售卖出 2.2
万余斤，总计收入达 1.3 万余元。

榕江县归布村：

采收“服务队” 群众好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