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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晨 陈静）近日，黄平县迎来了
2022 年高考第一次英语听力考试和黄平县 2021 年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考试，共计 8000 余名考生到黄
平县参加考试。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全力为考生创造
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黄平县公安局党委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为“双考”保驾护航。

在考试前夕，局党委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制定《黄平
县公安局 2021 年考试安保工作方案》，并召开考试安保调
度会。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
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工作小组，下设十一
个工作小组，认真抓好工作落实。黄平县公安局各警种、
各部门 300 余名警力在局大院集中整队，整装待发，为考
生保驾护航。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辉深入
新州一小、新州中心校、黄平二中、黄平三中、湖里中学、
黄平县职业技术学校对“双考”安保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和
指导，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考试期间，全面强化社会治安管控，特巡警大队、交警
大队、骑警队、新州派出所及局机关各部门共十一个工作
组，按照职责与分工不同，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加强对
考点及周边区域的巡逻防控和交通疏导，特别是在考点
附近主要路段做到“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

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在做好安保工作的
同时全力服务考生、服务群众。为丢失身份证的考生积
极办理相关手续，为走错考场的考生开通“警力爱心接送
车”，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在本次“双考”安保工作中，黄平县公安局共投入警力
300 余名，整治各种违法违停车辆一百余辆，接送考生五
十余人，为丢失身份证考生办理相关手续二人次，解决群
众求助三十余人次，考试期间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社会
治安秩序良好。黄平公安用汗水换取广大考生的满意
度，以行动诠释人民警察的初心，充分展示了新时代黄平
公安新形象。

黄平公安为8000余名考生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杨海）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工作不
断深化，黄平辖区内企业不断增多。为了提升优化营商
环境，切实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办事便利，黄平县水务局以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优化供排水办事程序，创
新行政事项审批模式，进一步精简办理环节和时限，实行
企业获得用水“零成本，零上门”服务改革。

原来需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填报申请表以申请
用水，现在为了方便企业用水，报装受理材料由原来的两
件精简为“零件”，所需的用户信息资料由原来的用户提
供，转变为自来水公司在“证照共享平台”中提取，并且取
消用户填报申请表环节。

用水报装平台由原来的窗口实地报装，推新创建了
“电话预约上门报装”“贵州政务服务网网上报装”“黄平
县自来水公司微信公众号报装”。实现企业用户不出门
能办事，不出门办成事的目的。

通过搭建热线服务查询平台，以“您用水、我用心”为
追求，免费提供水费查询、水价查询、用户报装事项咨询、
管网报漏、停水查询、供水的建议与投诉、缴费途径咨询、
过户销户等服务。

县自来水公司在线下窗口收费及多彩宝线上收费的
基础上，为方便用户缴费，同县农行“手拉手”，创建二维
码扫码缴费，为方便用户又多了一个便捷平台。

为了及时解决企业在用水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企
业排忧解难，黄平县水务局组织相关单位定期对用水企
业开展用水回访工作，并建立回访台账。

近年来，本着“贵人服务、服务贵人”的理念，黄平县
水务局将涉及的 15 项行政审批和 3 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
进驻县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并且全部纳入网上办理，全力
推进水务系统政务服务事项“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现
全部政务事项“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上门办、一次办”
的要求，积极推行供水管道安装 10 米以内，安装“零成
本”、用户“零上门”的措施，相继为黄平县粮食购销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金佰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牛老大食
品业有限公司等 6 家小微企业办理了“获得用水”事项。
通过主动回访，用心服务，实现“零距离”，使用户实现“省
时、省心、省钱”，获得用户一致好评。

黄平用水服务改革为企业谋效率助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兴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行
动启动后，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与执法人员玩
起了“猫捉老鼠”的把戏。近日，由黄平县农业农村局
牵头，旧州镇政府、县森林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
交通运输局等联合组成的黄平县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领
导小组，在旧州 阳湖启动了“白+黑”渔政秋季执法
行动。

当天下午三点，在简短的启动仪式上，县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就开展好渔政秋季执法行动相关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据了解，此次渔政执法秋季行动，是根据
省州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部署，
旨在交界水域、高发水域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现象， 阳湖
国家级水产种质保护区禁止一切形式的捕捞。行动要求
各乡镇、各部门要站在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高
度，做到有的放矢，通力协作，形成“打击一起，威慑一片”
的目的。

此次行动战线长，任务重，执法人员通过白天加黑夜、
沿河分两组齐头并进的模式，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满
意的效果。该行动共清除禁用渔具地笼 2 张，鱼竿 30 余
根，其中现场销毁地笼 2 张，鱼竿 10 余根，批评教育不规
范垂钓 50 余人，发放宣传资料 80 份。检查了 3 家渔具店，
查看是否有禁用渔具，检查 1 个水产品交易市场，查看是
否有进货单等。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该县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领
导小组将继续到各乡镇开展渔政联合巡查，紧盯跨界水
域和非法捕捞多发高发水域，建立健全“水上打、陆上管、
市场查”的执法监管网络，重点打击“电、炸、毒”“地笼网”
等非法捕捞和市场销售、加工非法捕捞渔获物行为。

黄平启动“白+黑”渔政秋季执法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潘胜天 印帮艳）“国家
给我们修通了水泥公路，硬化了寨道，维修了
房屋，美化了环境……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我们仫佬族绣娘聚在一起绣国旗，要用这种
特殊的方式表达我们仫佬族人民对党的感恩
之情，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国庆节期间，在黄平县野洞河镇新华村的文
化长廊里，党员王廷英正带领新华村 10 余名
妇女绣制国旗。

野洞河镇新华村是黄平县唯一的仫佬族
行政村，全村 2287 人中约 60%的是仫佬族。

“我村自从得到国家的扶持政策后，2016 年投
资修通了水泥公路，2017 年投资硬化了寨道，
2018 年美化了寨容寨貌，一些建设融入了很
多仫佬族的文化元素，处处呈现出一片欣欣
向荣的发展景象。”村支书记周国益介绍道。

今年来，黄平县以国家实施《“十三五”促
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为契
机，加快推进仫佬族村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传统村落的新华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群
服务中心、文化长廊、活动广场、健身设施、民
族超市、停车场等设施先后投入使用，通电、
通水、通讯，以及农村客运的开通，使寨容寨

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从内心感恩党的好政策，王廷英和绣娘

们用仫佬族的传统手艺绣国旗做了精心地准
备，除了绣工好以外，她们还统一身着仫佬族
盛装，个个显得精神十足。在村文化长廊她
们一边绣国旗，一边唱仫佬族山歌表达对党
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仫佬族喽仫佬村，仫佬
人民爱唱歌，一唱党的好领导，二唱党的惠民
恩，三唱国家政策好，六畜兴旺粮丰收，男女
老少喜盈盈，仫佬人民心欢喜，家庭和睦万事
兴，有吃有穿有房住，仫佬人民记党恩……”
嘹亮歌声传遍整个仫佬山寨，大家更加坚定
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以绣国旗的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周年，对于仫佬族人民来说意义非凡。同时，
我们还唱山歌来表达仫佬族人民感谢党的恩情，
激励大家爱国热情。”在绣好的国旗下合影时王
廷英说，从早上10点开始到下午6点，十多位绣
娘花了整整10个小时才绣好一面国旗。

近年来，黄平县通过党建带妇建，实施
“锦绣计划”传承民族文化。新华村十余名仫
佬族绣娘以绣国旗这种独特的方式，把感恩
祖国、感恩党的真情体现在一针一线中。

野洞河镇新华村：

仫佬族妇女绣国旗祝福伟大祖国

本报讯（通讯员
杨胜春 杨胜芬）梯田
蜿蜒，稻浪飘香。秋日
的暖阳洒遍黄平县纸
房乡向心村。

近日，笔者走进黄
平县白坤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就能随处听
到一阵阵蜜蜂的嗡嗡
声。走近一看，300 余
箱蜂箱有序罗布在树
林下，48 岁的汉子白坤
忙着给自家的蜜蜂实
施管护，妻子赵有蓉在
打扫卫生。他们家从
过去住烂木房屋、靠打
工谋生，到现在住砖混
院落，发展养蜂项目的
安居乐业场景，夫妻俩
的梦想正在走进现实。

向心村，居住着汉
族、苗族、土家族等多
个民族，位于黄平县西
北方向的纸房乡，曾经
是个贫困村。近年来，
当地全力决战脱贫攻
坚，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 314 户 1118 人 如 今
已全部脱贫。

白 坤 家 曾 经 的 生
活条件不是很好。早
些年，为了改善家庭生
活条件，两口子每天早
出晚归，白坤在城里建

筑工地做建筑工，妻子赵有蓉在饭店里做服
务员，闲不住的赵有蓉有时还跟着丈夫到建
筑工地打零工。

除了打工，家里还养了一些猪、鸡和鸭，
夫妻俩靠着双手逐渐摆脱贫困。随着收入
稳步提升，砖房替代了茅草房，后来又改造
成 200 多平方米的砖混院落。

2020 年初，看到村里发展产业，妻子赵
有蓉对白坤说：“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
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产
业呢？”说干就干，夫妻俩开始申请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16 万元，并于 2020 年 5 月正式经
营，取名“黄平县白坤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动当地 18 户 40 人脱贫增收。

“现在在家养蜜蜂比出去打工收入还高，
以前想都不敢想。”农家小院里，赵有蓉系着
围裙正准备晚饭时笑呵呵地说。“除了养蜂，
我家还养了十几头猪，有时候我自己忙不过
来，就请几个小工帮忙打理。”白坤说道。

现如今，白坤和赵有蓉不再为生计奔
波，一心在家里经营蜜蜂养殖，仅养蜂产业
年收入就超过 3 万元。他们盘算着，接下来
还要进一步壮大发展，把养蜂这个产业一直
经营下去。

向心村支书彭世涛是向心村脱贫的见证
者和推动者。他说，向心村的民族团结进步，
离不开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向心村先后
实 施“ 组 组 通 ”道 路 建 设 ，硬 化 通 组 公 路
9667.3 米。实施向心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积极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建起文化活动广场、公厕等配套设施，促
进美丽乡村建设，穷寨子摇身一变，步入
了小康社会。

“2015 年 12 月，安江高速经过向心村，我
们就着力引导全体村民参与产业发展。”彭
世涛说。 渐渐地，种草养牛、特色养猪、生
态养鹅、林下养鸡、精品水果种植等产业落
地向心村，到 2021 年，村里重点发展了空壳
李种植 448 亩，养蜂项目养蜂 300 箱，养羊项
目 230 头等，越来越多的群众结合自身实际，
积极投身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收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这是我们的目标。”彭世涛
说，长久以来，村里的各族同胞毗邻而居、互
帮互助，各族群众亲如一家，在质朴、美好的
交往生活中，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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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潘虹 张平）又到金秋
丰收时，在黄平县谷陇镇山凯村五星吊瓜基
地里，1200 多亩吊瓜喜获丰收，吊瓜棚下，村
民们喜笑颜开地采摘红彤彤的吊瓜，呈现出
繁忙的丰收景象。

走进五星吊瓜基地，黄中透红的吊瓜已
有不少缀在枝头。一大早，基地负责人潘家
吉便带着工人们开始穿行在藤蔓下，几分钟
的工夫就能摘满一箩筐，大伙儿满脸笑意，
话里话外都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现在是吊瓜采摘时节，每天平均有
50-60 个村民到基地里务工，从目前的采收
情况来看，今年的产值比去年好，老百姓的
日子也是一年比一年甜。”基地负责人潘家
吉高兴地说。

近年来，谷陇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因地制宜拓宽
农民致富渠道。2018 年，谷陇镇将吊瓜引
进到山凯村后，发现十分适宜山坡、垄田种

植，于是大力发展吊瓜产业，使之成为谷陇
镇主导产业之一。据了解，目前，该镇山
凯、牛场、苗陇、克麻等 11 个村共种植吊瓜
2500 余亩，不少村民家庭尝到了吊瓜经济
带来的甜头。

“每天工资 80 元，让我们这些农村妇女
在家门口就有工做。今年吊瓜丰收了，我们
也是赚钱了，心里非常高兴。”正在吊瓜基地
务工的村民杨胜珍乐呵呵地说。

牛场村村民杨凤英以前在家干农活，自
从牛场村建起吊瓜基地，她就到基地里谋了
份工作，她双手摘着瓜，脸上洋溢着笑容，对
于现在的生活她感到很满足。“我摘吊瓜有
三四年了，在基地里干活，每天 80 块钱，而
且随时来随时有活干，如果家里有事还可以
请假。光是在基地里干活，到年底怎么也得
有近万元的收入。”

潘家吉还告诉笔者，像杨胜珍、杨凤英
她们生活条件一样的村民，以前除了在家种

地，几乎没有什么活可做。自从谷陇镇发展
吊瓜产业以来，几乎各村都有吊瓜基地，村
民们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不仅有了工
作，还能拿到土地流转费用，是“双工资”，为
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潘家吉在谷陇镇的
苗陇、山凯、牛场三个村发展吊瓜产业，共带
动 33 户 60 人就业。

据了解，谷陇镇主要种植的吊瓜品种是
“越蒌 3 号”，采取“党建+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实施技术指导、
统一生产、统一回收的政策，带动发展村级
合作社 13 个，每户年收益 30 万余元，带动散
户 18 户种植吊瓜 200 余亩，每户年收益 3.5
万 余 元 ，利 益 联 结 954 户 农 户 ，每 户 增 收
1000 元以上。吊瓜基地生产的吊瓜籽，亩产
最高可达 150 公斤，每公斤价格 40 元，目前，
吊瓜陆续成熟上市，今年的产值预计达 300
吨左右，收入预计在 600 万余元，可实现务
工费用 200 万元以上，土地租金 150 万余元。

谷陇镇：

2500 余 亩 吊 瓜 喜 获 丰 收

本报讯（通讯员 廖金生 封雪）金秋时
节，稻谷飘香。近日，黄平县新州镇黄猫村
志愿服务队头顶烈日，帮助农村劳动力紧缺

的农户免费收割水稻，将主题党日活动开到
了忙碌的田间地头。

近日，黄猫村志愿服务队派出 10 余名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群众提供免费收割稻谷的
服务。稻田里，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挽起裤
脚，撸起袖子，个个干劲十足。割谷、递把、打
谷、装谷，各司其职，忙得热火朝天，大家忙着
把一袋袋的谷子从田间地头运到农户家中。
风吹稻花香，忙碌着的志愿服务队也成为田
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今年种了两亩地，家里面只有我一
个劳动力，现在是收谷子的季节，我一个人
收谷子的话要五六天，村里知道我的情况
后，今天特意来帮我收谷子，非常感谢他们，
到中午都打完了，这下放心了，谷子都进了
仓。”黄猫村村民龙明慧高兴地说。

“ 虽然今天天气炎热，给老百姓割谷子
确实很辛苦，但作为一名党员，看到稻谷归
仓，今天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黄猫村党员
志愿者廖应贤一边将收割好的稻谷搬进农
户家中，一边说道。

秉承心中有温度，服务群众有力度，黄
猫村志愿服务队越干越有劲，通过发动党员
志愿者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实行“一对一”

“点对点”因户施策帮扶活动，充分发挥党员
及积极分子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实际行
动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

新州镇黄猫村：

主题党日活动开到田间地头

新华村仫佬族妇女身着盛装精心绣国旗感党恩场景

村民采摘吊瓜场景

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群众收割稻谷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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