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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忠 杨琴）
为了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尽早建立全民免疫屏障，连
日来，黄平县成立 51 支疫苗接种
流动队，主动深入乡村服务群
众，让疫苗“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

在新州镇槐花村委会临时接
种现场，得知医务人员上门服
务，村民们早早来到临时接种
点。大家自觉戴着口罩排队，医
务人员按照疫苗接种步骤，认真
做好询问身体状况、测量血压、
信息登记、疫苗接种以及接种前
后嘱咐等工作，疫苗接种现场秩
序井然。

“现在党的政策好哇，对我
们老百姓很关心，医生们到村里
来为大家打针，我们不用坐车到
城里的医院排队，不耽误干农
活，真的非常方便。”在现场接种
疫苗的新州镇太翁村村民刘树
珍，对医务人员下村为群众接种
疫苗服务很满意。

据野洞河镇卫生院副院长吴
红梅介绍，目前野洞河镇卫生院
已完成了 10 个村的人群应接尽
接工作，根据卫生健康局的统一
安排，接下来，将逐村开展疫苗
接种工作，让疫苗接种工作覆盖
全乡镇。

在 旧 州 镇 大 碾 房 村 委 会 ，

前来接种疫苗的大多数都是老
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他们自
觉站在临时接种点门口排队检
查 身 体 、信 息 登 记 ，室 内 的 医
务 人 员 按 照 登 记 顺 序 呼 叫 名
字 ，村 民 们 一 个 接 一个有序接
种疫苗。

大碾房村村民杨昌英告诉
笔者，村里在家的大多数是老
人和年幼的孩子，许多老人腿
脚不便，去不了接种点完成接
种。现在，医护人员下村到家
门口来给村民接种，村民不用
跑路，医护人员在给村民接种
的同时还给大家检查身体，这
样的服务既方便又贴心，村民
们都赞不绝口。

像新州镇槐花村、旧州镇大
碾房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疫苗接种服务的事例，在黄平
的其他乡镇比比皆是。

据了解，为高质高效推进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黄平县各地卫
生健康系统广大医护人员、乡镇
干部、驻村干部走村串寨，下沉
一 线 开 展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服 务
工作。据统计，7 月 30 日至 8 月
24 日，自黄平县成立 51 支流动疫
苗接种服务队以来，已深入全县
129 个村为偏远山区群众接种新
冠疫苗共 1.6 万剂次，服务群众
共 1 万余人。

黄平县51支疫苗接种流动队深入乡村服务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张金根）为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行为，8 月 24 日，由黄平县教育科
技局牵头，会同公安、市场监管、
住建、消防等 11 个单位组成的联
合检查组，首次对该县校外培训
机构开展专项整治。

根据县教育科技局前期摸
底排查所掌握的情况，联合检
查组先后来到远翔教育、长禾
艺术培训中心、朝阳教育、星空
教育等机构进行突击检查，重
点对无证非法办学行为、在职
教师兼职、超纲教学培训、虚假
违法招生广告、收费情况、安全
问题等进行检查。联合检查组
发现，上述多家培训机构在暑
期内均不再进行学科类培训，
但无证非法办学或消防安全存
在隐患等方面问题依然存在。
联合检查组当即对这些校外培
训机构全部叫停整改，并宣布
在整改期间不得从事任何培训
活动。

据黄平县教育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开展“双减”行动，是
进一步规范校外机构管理，促进
教育和谐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具体举措，事关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希望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积极
支持配合做好“双减”工作，使学
生从繁重的校内校外学业负担
中解放出来，促进中小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

据了解，黄平县委、县政府
对落实“双减”工作任务高度重
视，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中的一
项政治任务来抓。目前，黄平县
已成立由 11 个部门单位负责人
组成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领导小组，下一步将持续在证照
清理、从业人员规范、收费指导、
收入资金监管等方面着力对校
外培训机构进行监管，确保该县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

黄平县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潘锋）“完
成初核问题线索 5 件，调取银行
流水账户 13 个，调取有关证据材
料 10 余条，核实问题谈话 19 人
次……”这是黄平县谷陇镇纪检
监察干部小蒋在县纪委监委跟
班轮训以来交出的“成绩单”。

今年以来，黄平县纪委监委
加大乡镇纪检干部队伍建设，通
过跟班轮训，不断提升乡镇纪检
干部的综合业务水平。

具体工作中，跟班人员轮训
期间所在的纪检监察室、派驻纪
检组、内设室的业务骨干结合所
在室、组的工作实际，以“一带
一”“面对面”“全过程”的方式，
分别在文字综合、谈话、取证、审
查、审理、卷宗归档等各个环节
手把手地对跟班轮训干部进行

“传帮带”，让乡镇纪检监察干部
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
其文字综合能力、线索处置能
力、谈话突破能力、调查取证能
力和案件审理能力。

“ 年 初 开 展 的 全 县 乡 镇 自
办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中，曾经
安排人员到案件审理室跟班学
习的 4 个乡镇的案件质量有了
明显提高。”县纪委监委案件审
理室负责人介绍说，为拓展跟
班轮训成果，上半年县纪委监
委 又 完 善 了 案 件 审 理 轮 训 方
案，细化了更为具体的轮训计
划，分批安排乡镇纪检干部到
案件审理室进行跟班轮训。

截至目前，全县 11 个乡镇已
完成 13 人分别到县纪委监委办
公室、审理室、纪检监察室、派驻
纪检组进行跟班轮训，相关轮训
工作还在继续中。

“我们将坚持‘干什么学什
么、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
什么’的原则，扎实推进乡镇纪
检干部特别是新进干部跟班轮
训工作，以高素质专业化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推动新时代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积极为乡镇纪检干部“充电蓄能”

图为医护人员正在为群众接种疫苗

本报讯（通讯员 潘虹）近年来，黄平
县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美食品
牌，凭借特色美食魅力，带动当地乡村旅
游“升温”。

腌汤大肠、苗家鸡稀饭、豆腐渣……
在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的农家乐，这些
别具黄平特色的乡村美食让游客慕名而
来，流连忘返。

“我们村的旅游资源丰富，平时来旅
游的人就挺多，自从农家乐入驻我们村
以来，游客玩累了就到这里吃腌汤大肠，
让大家品尝到地方特色美食的同时，也
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经济。”说起近年来的
乡村旅游，学坝村党总支书记程方言语
间满满都是自豪。

学坝村离县城 7 公里，交通便捷，近
年来多以葡萄采摘、水上乐园游玩、草
莓采摘等乡村旅游吸引游客。而许多
游客到学坝村前来游玩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特别偏爱这里农家乐的腌汤
大肠。

腌汤，一道黄平苗家奇特的汤锅底
料。采用青菜，辅助食材为玉米、小麦、
糯米、辣椒、黄豆及其他调料等进行腌

制而成。
据介绍，在游客需求的推动下，学

坝 村 以 农 家 乐 腌 汤 大 肠 为 代 表 的 乡
村 美 食 ，已 成 为 拉 动 学 坝 村 经 济 、带
动 旅 游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 仅 农 家 乐
腌 汤 大 肠 这 一 项 产 业 今 年 的 收 入 就
达 11.7 万元。

同样，在黄平县重安镇，吸引无数游
客流连于重安三朝桥的不仅仅是重安三
朝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景
色，更多的是那道让人回味无穷的重安
苗家酸汤鱼。

“我每次来黄平，一定要到重安三朝
桥吃酸汤鱼，重安的酸汤鱼很好吃，酸汤
味道很舒服，每次都多吃几碗饭呢。”贵
阳的姚先生来黄平游玩，经朋友介绍到
重安江三朝桥品尝过酸汤鱼后，便对这
道美食念念不忘，只要节假日就会驱车
来这里吃上一餐才满足。

一道酸汤鱼，带活了当地的乡村旅
游业发展。重安酸汤鱼，因其蛋白质含
量高，营养丰富，能帮助人体消化，增加
食欲，消除疲劳等，深受广大游客喜爱，
已成为黄平的特色美食，常年吸引周边
及远方游客前来品尝。

在特色乡村美食的带动下，重安镇
的乡村旅游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在重
安酸汤鱼、凉虾、米豆腐、稻草狗肉等特
色美食的助推下，2021 年以来，重安镇的

旅游经济收入达到 52 万元。
“用乡村美食吸引并留住游客，进而

带动住宿、休闲、娱乐等其他业态的发展
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黄平
县旅发办行业股负责人认为，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食的口味和
营养需求也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追
求田园式的生活，乡村特色美食可以快
速带动旅游发展，这也给乡村旅游经济
带来新的业态。

近年来，黄平县不断挖掘、展示和

推介特色美食，将美食文化融入到旅游
发展中，以“美食+文化+旅游”作为新
引擎，给乡村旅游注入更多的元素与活
力。先后开创了别具黄平民族文化的
腌汤大肠、重安酸汤鱼、凉虾、米豆腐、
苗家鸡稀饭、稻草狗肉等 10 余种特色
美食，推动着黄平县乡村旅游业走出一
条富民兴村、产业兴旺的新天地。2020
年 以 来 ，黄 平 县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游 客
416.1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62
亿元。

特色美食推动黄平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图为重安镇酸汤鱼

本报讯（通讯员 吴江平）近日，笔
者走进黄平县上塘镇苗疆蜂业林下养
蜂基地，一排排蜂箱疏密有致地摆放在
村寨周边的树林里，成群结队的蜜蜂围
着蜂箱进进出出，正趁着好天气忙着从
深山中抢收“粮食”。

“感谢黄平农商银行的支持和帮
助，让我有信心发展好养蜂产业，带动
村民一起养蜂致富。”上塘镇永爱村党
员致富带头人、苗疆蜂业负责人张晓慧
满脸笑容地说道。

2018 年，张晓慧在家乡创办了贵州
苗疆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说起养
蜂这项“带刺”却甜蜜的事业，张晓慧神
采飞扬。

“我们林下蜜蜂产出的蜂蜜都有固
定的销售渠道，价格维持在每公斤200元
左右，市场供不应求。”张晓慧介绍，养蜂
场处于深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为蜜蜂
采蜜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蜜源，产出的
蜂蜜色泽金黄、口味独特、纯净无杂，深
受消费者青睐。

正当公司一切步入正轨，关键时刻
却遭遇了资金瓶颈。“2019 年，我流转
300 余亩土地，分别种植油菜和不同季
节的花卉，确保一年四季有蜜源可采，

可资金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在我一筹
莫展之际，黄平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主
动到公司了解情况，现场调查后，第二
天就为我办理了 50 万元贷款，彻底解

决了资金短缺问题。”张晓慧对黄平农
商银行快捷、高效、用心的金融服务赞
不绝口。

2019年，张晓慧的公司以党建赋能、

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模式在上塘镇 8
个村建立“十户一体”集中养殖示范点10
个，中蜂养殖规模达5000箱，利益联结农
户800多户，并由公司派遣技术人员进行
专业“保姆式”帮带培训，年采收土蜂蜜6
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1200万元，带动农
户户均增收15000元。

一人富不算富。创业成功的张晓
慧也不忘带动村里的农户。为此，她
发动农户成立合作社养蜂，公司回购，
把养蜂产业做大做强。但是农户入股
合作社资金成了问题，张晓慧第一时
间想到了作为“百姓银行”的黄平农商
银行。于是，她积极奔走，最终获得黄
平农商银行 200 多万元的“绿色信贷”
资金支持，促成 35 人加入合作社，带动
175 人灵活就业，122 户农户增收致富。

张晓慧的故事只是黄平农商银行
通过“党建+金融”支持林下经济的一个
缩影。据了解，近年来，该行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思想，不断加强资金
需求走访调查，加大绿色信贷投入，积
极支持村民发展林下养蜂、林下太子
参、林下养鸡、林下食用菌等林下经济，
帮助农户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产业发
展新路子。

金融“活水”浇灌 甜蜜事业有奔头

图为张晓慧在养殖蜜蜂

本报讯（通讯员 吴忠寿）时下，黄
平县谷陇镇克麻村青皮冬瓜进入成熟
丰收期。走进一片青皮冬瓜种植地，放
眼望去，满眼尽是绿色，一个个浑身长
着刺毛的青皮冬瓜缀满藤架，呈现出一
派丰收的景象。

在大棚里，几个村民正忙着采摘冬
瓜。合作社青皮冬瓜种植大户龙水洋
告诉笔者，趁着天气晴朗赶紧收瓜，这
是今年第一批种植的冬瓜，五天前刚运
走了 20 多吨，余下的被河南一客户打来
了 10000 元的订金订单收购，所有的冬
瓜将于 8 月底前完成销售。

据克麻村党支部书记雷金汶介绍，
今年克麻村在乡村振兴政策及资金的
支持下，采取“党支部+合作社+种植能
手+农户”模式，上半年种植了 36 亩的
冬瓜，这是第二次采摘。冬瓜一年可种
植两季，亩产量大概在 0.7 万公斤上下，
产值 5000 元至 6000 元，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4 万元至 5 万元。

克麻村委会主任雷勇志说：“目前，
我们村有 1200 多亩的冬瓜、吊瓜、莲藕、
精品水果等产业基地，通过产业发展增
加村集体收入。同时还建立起更广泛
的利益联结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
的现代化建设。”

“下一步，克麻村将持续盘活用好
村集体各种资源，多途径发展特色种养

产业，进一步创新村集体经济发展思
路，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农民增
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助力乡
村振兴。”谷陇镇克麻村驻村第一书记
杨文锋说。

克麻村通过以支部引领，能人带

动，发展青皮冬瓜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仅仅是谷陇镇探索“党
建+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谷陇镇高度重视特色产业
发展，积极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战略要求，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以优势

特色资源为依托，以支持吊瓜、小米、
青皮冬瓜特色种植为重点，大力促进
农业供给侧改革，培育壮大乡村富民
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
兴之路。

图为克麻村缀满藤架的青皮冬瓜。

谷陇镇克麻村：

做强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