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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艳平 张能秋 李兆）近日，
在岑巩县龙田镇兴龙村激励高考优秀学子暨爱心
助学活动现场，15 名学子拜谢父母，感恩父母含辛
茹苦的养育，同时感谢社会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和
无私帮助。

据了解，为激励兴龙村在 2021 年高考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学子，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兴龙村
党支部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企业人士开展了激励高
考优秀学子暨爱心助学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岑巩县气象局、贵阳唯克特宠
物医院、中国工商银行岑巩支行、贵阳金龙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龙田镇信用社以及龙田镇各爱心人
士的公益捐款共 1.64 万元，帮助该村参加 2021 年全
国统一高考并被二本及以上院校录取的 15 名大学
新生圆梦大学。

同时，在岑巩县思旸镇盘街村举办的第十三
届高考学子表彰会上，该村 9 名大学新生受到了
表彰，每人获得了 800 元的“爱心助学红包”奖励。

自 2010 年以来，盘街村把教育发展工作作为乡
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多方筹集资金建立教育基金，
在每年高考前召开动员会、高考结束后召开表彰
会，奖励一年来学习成绩优秀的小学至高中的学子
和教育工作者，先后表彰优秀学子近 600 名、老师
近 50 人次。近 13 年来，全村考上大学学生 226 名，
其中考上研究生 6 名。

表彰活动的开展，传递了感恩社会奉献爱、传
递爱的大爱情怀，引导大学新生树立“心怀感恩、自
强不息、励志成才、践行社会责任”的奉献精神。

此外，在岑巩县平庄镇举行的 2021 年大学生
助学金发放仪式上，36 名大学新生共领到了贵州
苗岭黔菇菌业有限公司捐助的 3.48 万元爱心助
学金。

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对党和政府以及爱心
企业给予的帮助和关爱表达了感激之情，并表示要
好好学习、奋发图强，立志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报
效祖国、回馈社会、建设家乡，在拼搏奉献中实现人
生价值。

据了解，平庄镇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在全面落实教育扶贫资助政策的基础上，凝聚社会
力量，助力教育事业，实现困难学生“应助尽助”。
过去五年，该镇共资助学生 1.12 万人次，发放教育
扶贫资金 1876.23 万元，推动平庄镇教学质量成绩
综合排名走在全县前列。

岑巩县凝聚社会力量助力教育事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曹勇）今年以来，岑巩县委巡
察办发挥政治巡察的监督和震慑作用，启动巡察整
改专项督查行动，对十二届县委第五轮至第八轮 78
个被巡察党组织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拉网式”
督查，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有着落、有回音，提升巡察
工作整改质效。

同时，该县通过对照巡察组反馈问题清单和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整改报告，采取问卷调研、个别谈
话、听取汇报、查看佐证材料等方式，对整改成效进
行量化打分和总体评价。通过看主体责任是否落
实、看具体问题是否整改、看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看
人民群众是否满意，确保巡察整改工作不走过场，
见到实效。

此外，全力抓好以往年度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及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常规巡察与专项巡察
相结合，积极探索“点穴式”巡察、通过“板块轮动、
分类安排”扎实推进巡察全覆盖。县委巡察办与县
纪委监委共同督促被巡察单位对反馈的问题全面
整改，探索出坚持“一个服从、遵循两项管理、推行
三 方 移 送 、开 展 四 种 督 办 、征 求 五 类 意 见 的

‘12345’”闭环管理工作思路，切实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实现标本兼治功能。

截至目前，岑巩县提前实现了十二届县委任期
内对 11 个乡镇、1 个街道办事处、56 个单位、5 所学
校及 5 个国有企业共 78 个党组织及 102 个村级党组
织的巡察全覆盖。同时，已对 11 个单位开展了巡
察“回头看”，累计发现问题 1451 个，立行立改问题
111 个，整改完成 1432 个，未整改彻底问题 19 个（持
续整改中）。各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建章立制 329
项，党纪政务处分 32 人、其中移送司法 1 人。

岑巩县启动巡察整改专项督查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启志）8 月 30 日，岑巩经济
开发区鸿基开关站新建 110 千伏间隔进入最后调
试阶段，天源厂电压等级由原来的 35 千伏升级到
110 千伏。根据省发改委关于贵州电网 2020-2022
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升
级后的天源厂得到电价差和相关补贴后，利润空
间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百
万余元。

据悉，岑巩供电局每月定期对岑巩经济开发
区企业进行上门服务，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为
企业排忧解难。在走访过程中，当了解到天源厂
有电压升级的意愿后，主动与凯里供电局沟通，
提交可行性报告。经过近一年的计划实施、工程
建设，鸿基厂 110 千伏开关站扩建工程即将全面
竣工。

今年年初，凯里供电局在岑巩经济开发区天源
厂进行调研时，与该厂总经理进行了座谈，全面了
解该企业开炉负荷、市场行情、产品销路、扩大生产
规模等情况，并对岑巩经济开发区鸿基厂 110 千伏
开关站扩建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实地察看。

据了解，岑巩经济开发区鸿基开关站新建 110
千伏间隔于 9 月 1 日正式投运，该开关站新建间隔
投运后，将有效缓解 220 千伏岑巩变间隔不足的难
题，对提高岑巩经济开发区的供电可靠性和助推开
发区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岑巩供电局竭诚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讯（通讯员 姚元辉 张英豪）近日，
岑巩县注重运用好学史悟思“望远镜”、专题
调研“显微镜”、宣传宣讲“放大镜”、为民办事

“平面镜”，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标准、高
质量走深走实。

擦亮学史悟思“望远镜”树民怀。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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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列为“第一议题”，把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县级“党史百年·天天
读”等 3 个专栏打造成学习党史的主阵地，构
筑线上线下立体学习格局，推动党史理论学
习“24 小时在线”，切实在学史悟思中领悟好
为民情怀。目前，已编印“便携式”党史知识

小册子 8000 册，全县各级党组织开展学习研
讨 1251 场，参与人数达 15 万人次。

擦亮专题调研“显微镜”察民情。把“察
民情·访民意”专题调研作为谋规划、做决
策的第一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
深入生产一线，聚焦发展难题多、群体意见
多 、工 作 意 见 大 等 行 业 领 域 ，采 取 实 地 走
访、集体座谈、民意调查、网络征求意见、信
访渠道和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
找准查实基层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目前，全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制定调
研方案 97 个、明确调研课题 385 个，开展调
研 575 次，形成调研报告 382 篇，解决疑难问
题 428 个。

擦亮宣传宣讲“放大镜”聚民心。以“七
进”宣讲为载体，精准细分党史宣讲对象、精
准打造党史宣讲平台，将档案馆、图书馆、农
家书屋、烈士陵园等串联成线列入党史宣讲
主阵地，通过专家讲解、观看红色电影、瞻仰
革命遗址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党史宣讲，
全面提升宣讲工作的覆盖面、针对性和实效
性，确保实现“党史营养”吸收“最大化”。目
前，已编撰《红军经过岑巩的故事》《苗寨有
片“红军林”》《长征路上看变迁》等红色故
事，已开展“七进”宣讲 349 次，受教育 1.5 万
人次。

擦亮为民办事“平面镜”解民意。聚焦发
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就
业、医疗、托幼等重点领域“急难愁盼”问题，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保障基本民生需求、深化便民利民改革、
推进基层治理五项重点任务，制定县乡（镇）
两级民生实事计划 220 个，采取“五定工作
法”按月督查和调度。目前，已完成销号 120
项，为群众办实事 2880 余件，惠及近 4.5 万名
党员干部群众。

岑巩县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周燕 李昌焯 万再祥）金
秋时节，在岑巩县思旸镇磨寨村新寨杂交水
稻制种示范基地，收割机在农机驾驶员的操
作下，刈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传统人工收割水稻，一亩地需要 4 个劳
力，人工费需要 500 元，而一台收割机一天不
仅可以收割四五十亩地，每亩费用仅为 80 到
100 元。”在岑巩县发展杂交水稻制种 13000 余
亩的贵州楷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龙
告诉笔者，农业机械化作业，能够让企业降本
增效、农户增产增收。

岑巩是贵州省唯一的“国家级杂交水稻
种子生产大县”。为巩固提升“国字号”品牌
效益，岑巩县抢抓国家“打好种业翻身仗”“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机遇，政企同心同向，
内培外引并举，紧抓产业链条延伸“牛鼻子”，
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着力从制种大县
迈向种业强县。2021 年，全县发展杂交水稻
制种面积 3.22 万亩，预计生产种子 773 万公
斤，产值 1.3 亿元，带动 9 个乡镇 1.5 万余农户
稳定增收。

岑巩县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以发展生态农业引领乡村振
兴，着力推动绿色产业长效发展，实现生态产
业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

时下，位于注溪镇岑王村“五子园”基地
的金秋梨已成熟上市。基地里，果农陈启寿
正忙着采果、选果、包装。

“目前，除了线下销售，我还利用电商及
网络渠道销售金秋梨 3000 多公斤，收入 1 万
多元。”陈启寿说，村里得益于帮扶资源力
量的支持，果园管理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产出的高品质果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同时，

当地党委政府及时修通了果园的产业路，并
帮助解决果品销路难题等，水果产业路越走
越宽阔。

近年来，岑巩县在水果产业上，重点围绕
基地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发展，注重延伸
产业流通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
前，全县建有水果基地 8.3 万亩，已投产果园
面积 4.02 万亩，全年可实现产值 2.36 亿元，产
业带动全县建档立卡户 4673 户 17750 人，人
均增收 2460 元。

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岑巩县充分
利用杂交水稻制种田、优质稻生产田、烤烟地
全面实施“稻+N、烟+N”轮种，因地制宜布局
和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眼下，岑巩县天马镇小屯村 280 余亩茭白
进入了采收季，村民们正抢抓时节忙着采收、
装运茭白。

“每天有 20 余人采摘，每天的产量在 600
公斤左右，茭白经包装后，全部销往浙江 ，供
不应求。”基地负责人马琪介绍，以前的小屯
村水田一年就种一季水稻，土地利用率不
高。今年，该村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模
式，在坝区种植茭白，为群众拓宽了增收渠
道。“今年茭白长势很好，亩产量达到 2000 公
斤，亩产值 12000 元左右。”

为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目前，岑巩县
以杂交水稻制种、油茶两大产业为主导，重点
围绕“林下经济、优质烤烟、食用菌、生态畜牧、
商品蔬菜”等优势产业和“中药材、精品水果、
蚕桑”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生态有机、绿色
安全、高端精品的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积极
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走稳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

岑 巩 县 着 力 构 建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体 系

本报讯（通讯员 朱光放） 近日，在岑巩

县水尾镇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种植户们正

趁着晴好天气，抢抓时节开展机械化收割

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轰隆隆、轰隆隆……在水尾镇新场村杂

稻制种基地里，制种大户陈精章正组织联

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刈割、

脱粒、装运。

陈精章高兴地介绍说：“我种了 400 亩

杂稻制种，今年天气好，亩产平均能达到

225 公斤，按照订购价 12 元/公斤，今年我的

毛收入能达到100万元。”

据了解，新场村今年发展杂稻制种800余

亩，由于技术服务到位、水利基础设施完备，

再加上管理得当，杂稻制种迎来了大丰收。

近年来，水尾镇依托岑巩县是贵州省

唯一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的优

势，不断扩大杂稻制种种植规模，目前全镇

种植面积达到 3201 亩，总产值预计达 860 万

元，培育种植主体 20 余户，现在杂交水稻制

种产业已成为水尾镇“一菌一园一菜一稻”

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图为杂交水稻制种大户在组织农机抢

收杂交水稻种子。

水尾镇：

杂 稻 制 种 喜 丰 收 乡 村 振 兴 添 动 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琳）近期，岑巩县
凯本镇的各辣椒种植基地，火红的辣椒挂
满枝头，村民们戴着遮阳帽、手提篓筐，有
说有笑地采摘辣椒，一派忙碌喜悦的丰收
景象。

在凯本镇毛口村的辣椒种植基地，村
民杨树芬拿着剪刀仔细地摘着辣椒。“虽
然他们都比我摘得快，但一天下来，我也
能赚 100 元钱左右。”杨树芬的手曾经被烫
伤，导致许多活干不了，轻巧的手上活对
她来说也不容易，所以她只能用左手的两
个手指拿着剪刀摘辣椒。能在家门口务
工赚钱，不让家里人担心，杨树芬感觉很
满意。

为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毛口村党支部
经过多方咨询和邀请专家实地考察，采取

“油茶+辣椒”套种模式，提高土地综合利用
率。“虽然今年是第一年在油茶基地套种辣
椒，但辣椒的品质、产量都很高，每亩地能
采收辣椒 1750 公斤左右，目前全村种植辣
椒 200 亩，预计采收辣椒 35 万公斤。”毛口
村党支部书记杨再海介绍说。

据了解，今年，凯本镇采取“支部引领+
大户带动”的模式，在四季、小田坝、沈家湾
等村共种植辣椒 530 余亩，预计总产量可达
90 万公斤，辣椒采摘可带动周边群众 6000
余人次就近务工增收。

图为毛口村村民在辣椒基地采摘辣椒。

凯本镇：

辣椒种植成为村民致富产业

图为天马镇小屯村茭白种植基地一角 （通讯员 唐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