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孟氢 骆区卡 任栎
铭）10 月 14 日，州第十届运动会暨第
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
项目比赛完美收官。来自全州各地的
264 名参赛选手以球会友、以赛传情，
开展男双、女双、混双、男单、女单等
项目的角逐。

比赛可谓精彩纷呈。女子单打决
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七平、八平、九
平、十平……观众席上，大家两眼紧盯
着那颗小球，脑袋随球来回摆动。比
赛双方运动员时而削，时而攻，时而
搓，时而拉，乒乓球在台上来回飞舞。
台下观众欢呼声一阵又一阵，此起彼
伏。“这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啊！”观众

激动不已，连连惊呼。在最后一个关
键球上，凯里代表团选手石燕趁对手
步法不稳，一记猛攻结束了战斗，以 3
比 1 的大比分锁定冠军。

石燕除了在群众组女单决赛中
拔得头筹外，还拿了女双、团体两项
冠军。“很开心，感谢我的教练和队
友们。”石燕表示，感谢州里提供平
台让他们以球会友，和来自不同地
方的优秀选手切磋。以后会继续代
表凯里、代表黔东南参加比赛，为黔
东南争光。

据了解，经过 5 天的激烈比拼，乒
乓球项目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群
众组共计产生了 20 枚金牌。

乒乓球比赛完美收官

本报讯（记者 孟氢 骆区卡 彭熠）10 月 15
日，州十运会暨第四届民运会跆拳道比赛进入
决赛，很多观众提前来到黎平七中体育馆内的
跆拳道赛场，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

“好！打得好！”进入决赛的是黄平县和台
江县代表团运动员，场上的比分随着红蓝双方
的出招瞬息万变。力量、速度缺一不可，每一次
击头上分都能点燃全场热烈的氛围。面对实力
不俗的对手，双方运动员展现出了“顽强拼搏、
追求卓越”的精神，将平时训练的技巧运用到实
战当中。

“这次的对手比较强，体力也比较好，这枚
奖牌来之不易。”获得跆拳道 68 公斤级冠军的
黄平县代表团选手石重江有些激动，“我会珍

惜这枚奖牌，今后好好训练，争取让自己的跆
拳道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在为期 3 天的跆拳道比赛中，男子甲乙组、
女子甲乙组各级别 192 名参赛选手展开了激烈
对战，决出了 26 个级别的优胜者。

据了解，跆拳道精神包含礼仪、廉耻、忍耐、克
己和百折不屈。这项运动在我州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尤其受青少年的青睐，因此发展特别迅速。

州十运会竞技组跆拳道项目副裁判长王扬
凯介绍说：“各县（市）都很重视跆拳道运动的
发展，近几年我州跆拳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
升。以省锦标赛来说，我州选手无论是在比赛
中的表现，还是最终的比赛成绩，较之以前都
有很大的提升。”

跆拳道决赛精彩纷呈

跆拳道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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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田甜）虽然近期出现断崖式降温，但

在镇远县涌溪乡洞头村蔬菜种植基地里，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劳动景象。当前正是蔬菜苗移栽的最佳时期，在前期育苗、

土地翻耕、起垄、铺膜等扎实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村民们紧锣

密鼓地进行菜苗的移栽工作，掀起秋冬种热潮。

“蔬菜种植地块要深耕细耘，要保持好蔬菜苗的株

距，肥料要施足……”涌溪乡秋冬种工作专班负责人邓

开军从蔬菜定植要求、施肥标准、病害防治等方面对村

民们进行详细讲解。

在综合育苗大棚里，一畦畦蔬菜苗嫩绿葱翠，长势喜

人。为确保出苗快、出苗齐，保证出苗质量、降低育苗成

本，涌溪乡实行了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的方式培植蔬菜

苗，解除了村民育苗难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涌溪乡洞头村经过前两年的蔬菜种植经

验，不断调整种植技术，今年采用盖地膜的方式进行种

植，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预计亩产 2100 公斤，预估产

值比往年提升 25%。

“我们组织村‘两委’、帮扶干部和党员干部成立了一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只为帮助群众抢抓秋冬种时机。”洞

头村第一书记杨龙宽说，“闲置烟地轮种蔬菜”是近年来

洞头村开展秋冬种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提高了土地的

利用率，让闲置烟地变废为宝；还增加了农户的收入，让

种烟农户用零租金的方式把闲置烟地提供给合作社进行

再利用种植蔬菜，同时带动农户就业，进一步增加收入。

镇远县洞头村：

推进秋冬种 盖膜移苗忙

本报讯（通讯员 周志光 王启寰）金秋十月，丰收

时节。近日，笔者走进黎平县九潮镇万宝山天麻基地

26 号工区，只见数十名工人正在林下采挖天麻，随着松

软的土壤被小心扒开，一窝窝长势喜人的天麻随之映

入眼帘。

“目前，有 200 多名当地群众在基地从事天麻种植、

采收等工作，每人每年可实现务工收入 3 万元以上。”基

地技术人员穆伦介绍说。

九潮镇万宝山天麻基地平均海拔 1000 米，独特

的海拔、气候、土壤条件，为种植高品质天麻提供了

得 天 独 厚 的 环 境 。 基 地 规 划 面 积 5 万 亩 ，分 3 期 实

施 。 现 已 实 施 林 下 天 麻 种 植 80 万 窖 、使 用 林 地 1.6

万亩。今年可采收 30 万窖，产出鲜天麻 150 万公斤，

总产值可达 1.2 亿元。目前，基地通过“国有平台公

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利

益联结农户 2400 户，参与天麻产业种植的农户户均

可实现增收 3000 元。

据悉，为有力推动林下经济加速发展，黎平县重点打

造万宝山万亩天麻种植产业园、二望坡林下经济示范园

（林下天麻育种基地）、枫树屯林下天麻产业园 3 个天麻

主导产区建设。目前，该县天麻种植面积达 126 万平方

米（窖），带动1.4 万户参与发展天麻产业，今年预计产出

鲜天麻630万公斤，产值2.5亿元，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黎平县：

天麻丰收 助农增收

1991年（5月-6月）
5 月 21 日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吴才

运在全州公安系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座谈会
上要求：全州公安系统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党
纪建设，廉政建设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保
障自治州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条
件；广大公安干警要加强学习，不断增强防腐
拒变能力。

5月 29日 州委、州政府成立黔东南州打
击拐卖人口犯罪活动领导小组，州委副书记杨
恒昌任组长。

5月31日 州委决定成立黔东南州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杨恒昌任主任。

6月7日 接省委通知，姚茂森任中共黔东
南州委副书记，杨东胜任中共黔东南州委常
委；吴邦建不再担任中共黔东南州委副书记、
常委职务，吴寿通不再担任中共黔东南州委常
委职务。

6月 15日 州委组织部、州直机关党委召
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1000 多名州直各级
党组织负责人、党员代表、新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和共青团员参加大会。172 名新党员面对党
旗进行了入党宣誓。

6月22日 州委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

（选自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黔
东南州历史大事记》）

我们都知道，火是人类
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的生活
离不开火。然而，如果使用
不当，火立刻就会变成一个
恶魔，吞噬人类的生命和财
产，所以消防安全绝非小事。

然而，不知出于怎样的
考虑，个别单位抱着侥幸心
理，从网上购买安装假消防
喷淋头以应付消防安全检
查，恐怕是将职工的生命视
为儿戏，是将安全生产的警
示视为耳旁风，是自欺欺人
的一种违法行为。对此，相
关职能部门要硬起手腕，依
法予以严厉打击。

首先，消防及市场监管
等部门要密切合作，加强对
消防器材生产企业及各类经
营单位的巡视检查力度，及
时发现问题予以整治。对生产假冒伪劣消防器
材的企业，要坚决予以关停，并对相关责任人予
以法律制裁。对购买使用假冒消防器材应付检
查的经营单位，不仅要依法予以经济上的处罚，
而且要让其负责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销售消防设施的实体门市或网络平
台，都要依法履行相应的监管责任，对拟销售
的消防器材，一定要从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高度认真核验生产企业的生产资质及
产品的生产要求、生产日期、技术指标、合格证
明等内容，对疑似假冒伪劣产品坚决说“不”，
并主动向消防等部门举报，真正阻断其走向市
场的渠道。

再次，各类生活经营单位，要深刻认识“消
防安全无小事”的道理所在和“不怕一万、就怕
万一”的深刻内涵，坚持安全生产警钟长鸣，不
仅要完善相应的消防制度和组织，适时组织员
工进行消防演练，而且要足额配置各种消防器
材，绝不能为了省几个钱而以假冒产品应付检
查，否则一旦出事就会追悔莫及了。

总之，“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只有每个人都重视了身边小环境的安全，才能
实现身边大环境的安全。只有各个单位都消
除了对消防检查的“应付”观念，才能为广大人
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条件。只有全社会都
把消防安全工作落到了实处，才能为经济社会
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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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良）近日，黄平县旧州镇
万亩大坝上又开始闹热起来。翻耕、整土、打窝、
追施底肥、植苗……到处都是村民们秋冬种的忙
碌身影。

据悉，前两个多月，旧州镇持续高温，造成各
种小季农作物播种不下去，给秋冬种工作带来诸
多不便。为有效推进“秋冬种”工作顺利开展，旧
州镇党委政府按照“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宗
旨，组织全镇 60 名党员组建了“秋冬种党员志愿
服务队”，同时又将这支秋冬种党员志愿服务队
分成 15 个小组，下沉到全镇各个村的田间地头，
帮助百姓进行各种秋播苗床和预防高温等技术
指导。

“若不是镇村两级的‘秋冬种党员志愿服务队’
经常来指导，我家今天哪有这样好的油菜苗移栽。”
文峰村一移栽油菜苗的群众骄傲地说。

为了不误农时，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实现满栽
满种，确保群众增产增收，旧州镇党委政府提前谋
划、科学布局，制定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组建
了“秋冬种党员志愿服务队”，全力调动全镇党员干
部、各村村支“两委”党员干部和群众参与抗高温、
服务秋冬种工作活动。

黄平县旧州镇：

掀 起 秋 冬 种 热 潮

本报讯（通讯员 崇宣）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从江县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打

造“三大课堂”，严把党课“质量关”，拓展课

堂空间灵活创新学习方式，注重将学习成

果转化到实践工作中，确保党课提质生效。

打造“理论课堂”，筑牢夯实党员干部

思想根基。发挥好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

理论带头领学作用，建立健全党课学习教

育长效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

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上讲堂，

为党员干部辅导答疑，推动以讲促学。党

课开讲以来，县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

等领导干部开展上党课854场次，参加上党

课党员 22771 人次。把课堂从室内延伸到

室外，利用县内警示教育基地组织党员干

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活动 63 次，接受教育

1127 人；利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分期、分批组织党员干部自觉到

基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基

因活动共计500余次，1.3万余人。

打造“实训课堂”，理论成果转化助力乡

村振兴。依托乡村振兴挂靠结对等帮扶机

制，抓好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

部、农村党支部骨干党员等培训，多形式帮

助乡村振兴一线党员干部“充电蓄能”。庆

云镇佰你村党支部联合结对帮扶单位从江

县科技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赴黎平县参观黎平会议纪念馆，使党员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学习黎平县纵深推进产业

革命中巩固提升“两茶一药”主导产业经验

做法，进一步开阔党员视野，提振发展特色

农业的信心。结合上党课的时机对党员进

行实地理论转化实训，对全县234个行政村

（社区）发展的种养产业相应匹配以党员为

主要骨干的 415 名农技服务人才组建 38 支

科技服务队在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各种农业

技术培训216场次，受训群众1.08万余人次。

打造“云端课堂”，创新形式精准开讲

确保质量。加大“互联网+党建”推进力

度，大力推广应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结合各基层党支部建立的学习微信群、

QQ 群等，形成功能完备的线上党课教育

矩阵，有效拓展延伸党员教育渠道，实现

党课形式灵活多样化。利用线上学习平台

资源，打破学习受时间、地域、空间限制的

弊端，把党课作为提升党员能力的重要学

习阵地。发挥报刊、电视、微信公众号等

县内外宣传平台丰富党课学习内容，使全

县党员实现线上理论学习、能力培训全覆

盖。同时在从江电视新闻、掌上从江微信

公众号专门开设“ 百年党史天天学”等党

课学习专题栏目；把大歹小学第一校长王

玉等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纳入学习内容，

强化典型引领感召力，见贤思齐。

从江县：

打造“三大课堂”促党课提质升效

本报讯（通讯员 黄鹄）新建停车场、

改造电网、排水管道、改善基础设施……近

日，岑巩县思旸镇老城区启动了老旧小区

改造，思州老城“梳妆打扮”后换上了新

貌，激发了新活力。

思旸镇是岑巩县曾经的县城所在地。

房屋建筑修建时间较早，随着时间的推

移，街道年久失修，水电路设施老化、公共

管理服务落后、集镇小区里的配套设施陈

旧，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居民的生活需求，

小区改造成为广大居民的共同期盼。

“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街道

到处坑坑洼洼，密密麻麻的网线就像蜘蛛

网一样到处都有。”谈起以前的种种，看着

小区发生的可喜变化，居民吴啟海充满了

期待。

眼下，思旸镇老旧小区改造正正推进

中。一个个透着民生情怀，彰显着“以人

为本”理念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快速实

施，小区旧貌换新颜，居民生活基础条件

得到较大改善。

据了解，思旸镇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

1.88亿元，按照“先民生后提升、先急需后完

善、应改则改”的改造原则，着力改观小区

面貌、改善房屋功能、改造基础设施、改优

居住环境。共改造房屋 142 栋，道路 3.2 千

米，人行道铺装 13729 平方米，供水管网 19

千米、污水、雨水管网 30.3 千米，路灯 200

盏，绿化16000平方米；停车场9000平方米；

新建农贸市场 6000 平方米，幼儿园 3000 平

方米，公厕3座，地面硬化5300平方米。

“现在电缆、光纤、排水等管道全部到

地下去了，人行道铺上了青石板，小区环境

也得到很大的改善，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

过上生态宜居、环境宜人、生活便捷的新生

活。”思旸镇居民向小林高兴地说。

岑巩县思旸镇：

老 城 区 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讯（通讯员 蒋鸿琪 杨粮康）近
日，在三穗县滚马乡德明村文化广场，一
场“由民做主”的田园乡村建设“院坝夜谈
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滚马乡以“院坝
夜谈会”为平台，集民智、征民意、解民惑，
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巩固脱贫成效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发展新思路。

“今天召集大家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针
对德明村今后的发展大家共同来商讨一
下。”滚马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叶锐话音刚
落，村民们纷纷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田园乡村示范点的建设对我们村有
哪些好处？”83 岁老党员杨乾昌问道。

“我提个要求，能扩大村文化广场的建
设吗？吃完晚饭大家来这里跳广场舞，热
闹些。”村民杨汉珍问道。

在“院坝夜谈会”上，10 多位村民询问
了田园乡村示范点申报情况、财政扶持资
金帮扶力度、村容村貌整治、历史遗留矛
盾纠纷等具体问题，滚马乡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对村民反映的问题逐一回复后，村民
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原本紧锁的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

今年，滚马乡德明村作为黔东南州
第一批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 试 点 被 重 点 打 造 。 为 破 解 村 民 诸 多

“疑难惑”问题，滚马乡政府主动与村民
零距离接触、共破难题，让一线问题在一
线解决。

据悉，自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以来，
滚马乡共开展 43 次“院坝夜谈会”，1600 余
群众参与；开展理论政策宣讲 24 次，群众
提出 30 余条有效建议。

“通过一场场‘院坝会’，主动拉近了干
群之间的关系，让村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乡干部为民服务的真心，也加强了村民参
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积极性，让干部与村民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打造美
丽乡村。”滚马乡党委书记杨强说。

三穗县滚马乡：

“院坝夜谈会”共谋乡村振兴新思路

10 月 16 日，州第十届运动会暨第四届民运会游泳比赛在榕江县游泳馆开赛。（通讯员 潘文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