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凯 校检：王文辉
E-mail：qdnrb67@163.com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忠蓉）10 月
9 日下午，施秉县委副书记、县长、
县政府党组书记袁迎凯主持召开
县人民政府第 131 次常务会议和县
政府党组第 128 次（扩大）会议，听
取全县高质量绩效评价工作推进
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乡村振兴
局关于印发<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
办法>的通知》等精神，听取全县
2021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和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报
账 情 况 汇 报 ，安 排 部 署 下 一 步 工
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会议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就
要紧盯投资和项目、紧盯效益和收
入、紧盯考核体系、紧盯执行落实、
紧盯责任的落实，更好推动全县高
质量绩效评价工作。要加大问题
的排查整改和驻村工作队的管理
力度，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尽早把项

目 实 施 完 成 ，资 金 报 账 要 加 快 进
度，各分管领导要对项目进行日调
度，对限定时间内完不成进度的要
启动问责程序。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切实增强抓好从
严治党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统领，坚定不移做到“两
个维护”，强化自身建设，争当全面
从严治党的表率。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忠诚融入
血脉，把讲政治作为县人民政府党
组 的 鲜 明 底 色 ，在 落 实 中 央 、省 、
州 、县 各 级 决 策 部 署 上 不 能 打 折
扣，坚决守住政治底线和廉洁自律
的底线，履行好一岗双责和党风廉
政建设。

县领导石宏敏、杨登梅、朱先
节、杨胜钦、刘喜、潘年显、邰浩、金
延楷参加会议，各乡镇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县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和
县政府党组第128次（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昌前）今年国
庆假期期间，施秉县依托县域独特的
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举办系列丰富
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体验。笔者从县文旅局获悉，据初步
测算，10月1日至7日，全县共接待游
客40.83万人次，同比增长75.46%，旅
游 综 合 收 入 3.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8.95%，全县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未
发生旅游投诉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

近年来，施秉县以全域旅游发
展理念为目标，大力实施“旅游+”
工程，积极推进旅游与体育、文化、
农业、渔业等产业深度融合，着力打
造节庆文化活动旅游品牌。在国庆
期间，积极策划了登山活动、水龙表
演、苗族长桌宴、万人捕鱼、田园采
摘、垂钓系列活动，为游客带来丰盛

的文化大餐。同时，还推出高碑欢
乐时光乐园、花溪叠瀑卡丁车竞技、
都市森林星空露营、务观山居国风
研学等特色旅游项目，进一步丰富
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乡村游、自
驾游人气直线上升。

国庆期间，该县推出的鸡公岩灯
光秀、氵舞水云台音乐喷泉、澜泊湾美
食街、水车小镇夜景、雨石水街等“流
光溢彩夜贵州”系列品牌，为游客献
上水车小镇特色文化美食夜宴。此
外，黑冲木屋、务观山居、都市森林泥
宿等特色民宿，以漫步乡间、品味乡
土，身处氧吧、放松身心的特点和主
题风格，让游客玩在施秉，住在施秉，
乐在施秉。夜游与精品民宿产业凸
显出良好的发展势态，为促进全县旅
游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施秉县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40.83万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潘成婷 李忠
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政
务服务中心认真落实“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着力将学习成
效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动
能，努力构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环
境，畅通企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

今年 4 月，县政府服务中心在大
厅设立了“吐槽”窗口。在这里，办
事群众可以将自己的心声一吐为
快，投诉可以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我觉得这个吐槽窗口很好，我
们有什么不会的就来咨询，工作人
员都会帮我们解决，如果有不满意
的，在这里反映也可以很好得到解
决，把事情办完。”市民张雲夫说。

中心设立“吐槽”窗口，并建立政
务服务“吐槽”反馈机制，企业、群众在
办事过程中遇到流程不顺、效率不高、
服务不好、手续不简及各项意见和建
议，都可以到“吐槽”窗口进行反映，大
厅工作人员会为其提供咨询、业务引
导、跟踪反馈等相关服务，并建立翔实

的“吐槽”受理台账，确保群众反映的
问题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罗浩
说：“吐槽窗口的设立，一方面就是希
望企业和群众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
的时候，如果遇到刁难，或是办事不
顺利，群众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行投
诉，从而使自己的困难得到解决，另
一方面就是通过设立这个窗口对整
个政务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起到一
个监督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倒逼他们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改进
自己的服务态度。”

今年以来，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 业 务 315145 件 ，其 中 即 办 件
235517，办结率99.99%，收到投诉2条
并已有效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达
100%。 下一步，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将
继续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
破解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和
痛点问题，畅通企业、群众意见反馈渠
道，奋力打造优质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施秉县着力构建高效政务服务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昌前 杨健 李
帅）今年以来，施秉县双井镇利用

“数字化乡镇”联防联控平台对社会
治理进行深入改革，提高“一中心一
张网十联户”工作效益，推动社会治
理和公共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构建
起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基层社会治
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形成生产生
活平稳有序的乡镇新风貌。

“村民们，请大家规范停车，清理
好广场院坝上的杂物，把空间腾出
来，方便群众晒谷子。”双井镇党委政
法委员、副镇长杨俊走进镇“数字化
乡镇”联防联控平台指挥中心，通过
察看安装在各村的监控摄像头传输
回来的实时画面，了解群众晒粮情
况，并时不时打开麦克风传输声音，
呼吁大家抓紧时间把秋粮晒完。

杨俊告诉笔者，目前双井镇在
辖区内 10 个行政村都安装了摄像头
和大喇叭，组成了一套可靠的“视声
监控”系统。通过摄像头和大喇叭，
再加上一块大屏幕，就可以及时洞
察全镇各村寨群众生产生活动态，

进行相关工作安排和部署，初步构
建双井镇“数字化乡镇”联防联控平
台的指挥运行机制。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也给镇内
森林防火和传统村落木质房屋的保
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乡镇工作人
员盯住指挥中心大屏幕一刻不敢放
松，这时候，摄像头、大喇叭和大屏
幕又派上了新的用场。

在龙塘村党群活动中心的楼顶
上，几个大喇叭全天候、多方位循环播
放消防安全知识，不断提升群众的消
防安全意识，共同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据了解，双井镇在创新推进“数
字化乡镇”联防联控平台建设中，还
充分结合实际，以“数字化+特色”
的模式，将平安乡镇“天网工程”“雪
亮工程”建设以及智慧党建、本地资
讯、农情农技、乡村便民服务等进行
多元化整合，实现了服务项目、资源
信息的多平台融合与多终端同步，
在开展信息采集、矛盾化解、隐患排
查、人口管理和便民服务等工作上
取得了先行先试的显著成效。

双井镇：

积极推进“数字化乡镇”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杨旭 胡国兴）今
年以来，施秉县切实加强与对口帮扶佛
山市高明区的协作交流，坚持高标准谋
划部署、全方位推动落实，深入推进东
西部劳务协作，通过建立机制、组织培
训、劳务输出、政策扶持的方式助推稳
就业工作，实现劳动力稳定就业。

强保障，协作体系目标化。高明与
施 秉 围 绕 新 时 期 高 质 量 发 展 目 标 要
求，按照“施秉所需、高明所能”的原
则，深入交流互动，签订了《佛山市高
明 区 施 秉 县 劳 务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将

“ 十 四 五 ”时 期 和 年 度 协 作 内 容 项 目

化、目标化、节点化、责任化，推动形成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目标体系。在高明
区建立劳务协作联络站 1 个，挂牌劳务
输出基地 2 个。

强培育，技能培训平台化。搭建
“联合招聘、共建劳务输出、共建链群
对接”三大平台，充分发挥高明的培训
师资、就业岗位等优势；利用好对口帮
扶 100 万元劳务协作资金，用于组织开
展 300 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有组织劳务
输出到对口帮扶城市稳定就业 81 人，
有效解决了施秉外出务工人员求职技
能单一和稳定就业的实际问题。

强就业，劳务协作组织化。围绕“链
群对接、校企合作、政企叠加、双向循环”
的“十六字方针”开展系列就业实践和探
索，联合举办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会2场，20余家高明区企业参加，提供岗
位 3000 余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300 余
人，发放企业宣传资料 4000 余份。施秉
县在佛山务工群众 139 人。利用高明区
180 万元帮扶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 750
个，帮助“三无”贫困劳动力及就业困难
人员，就近就地实现稳定就业。

强支撑，校企协作精准化。实施
“ 技 能 实 训 与 双 创 孵 化 、技 工 教 育 项

目、技能提升培训”三大项目，不断优
化就业服务方式，拓宽就业路径，提供
个性化就业指导，施秉县 19 名初中应
届毕业生前往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
学校就读“黄平施秉技工班”，学生三
年学费（4300 元／年／人）全免，所需
费用由高明区负责，毕业后推荐到高
明优质企业就业。

施秉县“四强四化”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

本报讯（通讯员 彭刚 任红）施秉县牛大场镇
太子参产业自1993年引种试种后，经过30年的发
展，种植规模已由当初的几十亩发展到如今的五
万余亩，年产量达 6000 吨，占全国太子参种植面
积的五分之一，年产量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成
了鼓起百姓增收致富“钱袋子”的支柱产业。

当前，正值太子参销售季节，也是药农们喜
获丰收的时刻。近日，笔者来到牛大场镇药城大
道看到，药农与药材收购商正忙着看货品、谈价
格。今年的药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前来售卖太
子参的药农们对今年的收购价格十分满意。

“今年卖了一口袋，有几十公斤，差不多有五
千元钱了，大家明年再多种点。”药农响先生说道。

如今，在牛大场镇，太子参几乎已成为每家每
户都种植的产业，少则三五亩，多则上百亩。吴征
峰种植太子参已有 20 个年头了，他告诉笔者，每
年种植规模保持在 20 亩左右，除了有钱赚，关键
是在家门口就能销售，物流运输十分便利。

“今天拉了一吨多干货，卖了七万多元钱吧，
只要这里收，其他地方的都要到牛大场来卖才能
拉得出去，明年还要继续种，除了太子参，别的东
西也卖不到这么多钱一公斤。”药农吴征峰说道。

随着产业逐步形成规模，牛大场镇党委也不

断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种植、销售方面的专业合
作社共有 36 家，企业 11 家，烘干厂 4 家，冷库等
冷链设施 9 处。同时，加强与国药集团合作，推
广标准化基地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农户
规范化种植水平。

“牛大场镇党委政府将深化与国药集团合
作，计划 2022 年完成 3 万亩太子参标准化、规范
化种苗育种工作，5 年内实现牛大场镇太子参标
准化、规范化种植全覆盖。”牛大场镇相关负责人
说道。

“中国太子参之乡”“西南药城”在施秉县久
负盛名，如今已传遍全国，便利的物流交通、优良
的药材品质，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省外药商前来订
购太子参。

“牛大场镇这个地方的太子参发展得不错，还是
比较有名气的，这个地方的太子参质量也可以、颜色
方面都不错，一般每年都来，来了几年了，这里有专
门的物流，也很方便。”浙江客商林登叶说道。

据悉，2021 年施秉县中药材面积为 13.38 万
亩（含野生中药材抚育面积），预计中药材年产量
达 2.9 万吨（鲜品），预计产值 5.4 亿元以上；其中
太子参 8 万亩，产量 2 万吨（鲜品），预计产值 4.1
亿元以上。

牛大场镇：

持 续 完 善 中 药 材 产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本报讯（通讯员 陈化勇）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又到了

猕猴桃采摘时节，在施秉县甘溪乡望城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成片

枝繁叶茂的猕猴桃映入眼帘，绿油油的棚架下，一个个猕猴桃沉

甸甸地挂满枝头，满眼皆是丰收的景象。

据悉，望城村马鞍坪猕猴桃种植基地于 2014 年开始建设，该

基地现已建成规模 420 亩，种植品种为贵长猕猴桃。基地采取

“村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运营，蒲发经果林合作

社对猕猴桃种植基地进行管理，合作社聘请本地农户对基地进

行维护，一大批村民通过种植猕猴桃或在猕猴桃园内务工，实现

增收致富。

“我自己家里有 3 亩地，租给村里种猕猴桃，租金 1 年 1200 元

钱，我一直在村里猕猴桃基地务工，1 个月 2000 元钱左右，1 年能

增加收入两万元钱。”务工村民田祖斌说。

“以前，望城村经济来源主要以传统耕作为主，农民收入单

一，农村基础条件差，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生产生活不稳定。

为改变这种现状，2007 年，望城村‘两委’到湖南考察学习，从湖

南引进水果种植能手蒲代球，在何家坝租用 126 亩土地种植黑珍

珠葡萄，开始了土地集约化经营发展的尝试。”望城村村支书曾

维军介绍说。

如今，望城村园区内种植贵长猕猴桃、黑珍珠葡萄、水蜜桃

等精品水果 6500 亩，覆盖农户 86 户，这份“甜蜜”的水果事业，使

村民过上了甜滋滋的日子。

甘溪乡望城村：

鲜 果 飘 香 迎 丰 收

本报讯（通讯员 施萱）10 月 2
日，施秉县城锣鼓喧天、人头攒动，
游客和市民簇拥街头，观水龙展演，
享泼水狂欢，共度国庆假日。

当天中午，舞龙队伍伴着铿锵
有力的鼓声，4 条水龙翻滚舞动浩荡
入街。从县城街心花园到水氵舞 云
台广场一路上，满街围观的游客和
市民兴致勃勃地拿起水枪、瓢盆等
工具，参与到泼水队伍当中，享受一
场酣畅淋漓的清凉之旅。

“我们 10 多个人特意从贵阳赶
过来体验这个活动，感觉很刺激，看
了一路，也泼了一路，浑身都湿透
了！”来自贵阳的游客宋先生激动地
说道。

据了解，舞水龙源于古时候祭
祀求雨，在施秉传承已有五百余年
的历史。若逢天旱，民众就会玩水
龙，敲锣打鼓走街串巷，龙到之处，
每家每户就用木盆、木瓢舀水泼龙，
水泼得越厉害，雨就下得越大，水泼
得越多，则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

施秉县：

舞龙泼水欢度国庆

本报讯（通讯员 黄俊文 张书彭）
近日，笔者走进施秉县马号镇老县坝
区，几十个村民在田间忙得不亦乐乎，
培土、起垄、盖膜、搬苗、栽种、洒水，
场面紧张而有序。

“水浇多一点”“来，你们几个去洒
水，不然中午菜苗就死啦！”技术人员在
紧张指导着村民干活。

“我们主要以贡菜为主，这种贡菜，以
目前的气温，60 天就可以采摘，最迟 70-
80天，亩产约3500公斤至5000公斤。昨
天开始移栽，已完成4亩多。”施秉县成德
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岳玉清告诉笔者。

马号镇党委政府采取“党支部+企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引进施秉县
成德农业有限公司，抢抓秋冬季农业生
产重要时间节点，率先开启秋冬种热
潮。通过党支部引领、企业经营、合作
社管理、农民参与的合作方式流转土
地，组织村民务工增收。

“来这里干活 3 天了，一天 100 元，
我一个月有 3000 元收入，现在国家政策

那 么 好 ，能 帮 家 里 增 加 点 收 入 ，多 好
啊。”55 岁的苗族妇女田老树干净利落
地说。笔者从她口中得知，她是施秉县
马号镇金钟村香盖五组人，家中 6 口人，
其丈夫 6 年前去世，今年，儿子儿媳赴浙
江打工，家中留下她祖孙 4 人，她每天 4
点开始清扫马号镇区街道，然后送孙子
上学，有空就到基地务工，在基地务工
让她的收入得到提高，家庭的经济开支
宽裕了不少。

随着农村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像田
老树这样上了年龄而还有劳动力，又想
为家庭经济添份力量的人不在少数，农
村合作社产业基地的发展有效解决了
这一难题。

“我主要负责组织在家闲置劳动
力到各基地务工，昨天来这里 27 个，
今天来 20 个。现在各村都建有产业
基地，很多都是农村人的手上活，组织
农村闲置劳动力集中就业，既解决农
村产业基地招工难问题，又破解了农
村闲置劳动力就业无门的困境，这是

一举多得的好事。”劳务输出合作社负
责人杨军告诉笔者。据杨军介绍，今
年 年 初 到 现 在 他 已 经 组 织 村 民 务 工
20000 余人次。

据悉，马号镇提前在江元哨村培育
2 万余盘蔬菜苗（每盘 160 株），目前，秋

收接近尾声，32 万余株蔬菜苗陆续开始
移栽到江元哨村和楼寨村、老县村、六
合村坝区，种植面积达 2000 亩。通过示
范带动，将“冬闲田”全部转变成“春收
田”，既保障人民群众的“菜篮子”，又鼓
起老百姓的“钱袋子”。

马号镇：

蔬 菜 产 业 让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图为基地工人正在给菜苗浇水图为基地工人正在给菜苗浇水

图为现场群众纷纷泼水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