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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康莉 王金海）11 月
9 日，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研讨会召开。州人大常委会党
组 书 记、主 任 汤 越 强 主 持 会 议 并 讲
话。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黔清、毛
有智、刘建新、吴世胜、陆再义，秘书长
杨兰田，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和各专
（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了栗战书委员长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大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对相关
内容进行集中学习，并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分别作了研讨发言。

汤越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
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工作，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

汤越强强调，作为人大领导干部，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
潮，努力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功夫，形
成“党组成员带头学，各专工委室负责
同志组织学，全体人大干部深入学，全
州人大代表认真学”的良好学习氛围。
要坚持依法全面履职，进一步深刻认识
和把握人大工作规律，始终紧扣发展大
局，聚力提质增效，坚持积极探索创
新，依法履职担当。要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狠抓政治
建设、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高质
量完成 2021 年各项目标任务，精心谋
划 2022 年工作思路，以人大工作履职
的“高分答卷”为建设百姓富、生态美
的锦绣黔东南新未来贡献人大力量。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研讨会召开

冬闲人不闲，人勤地生金。
时下，正是实施秋冬种工作、发展秋冬产业的关

键时期。连日来，在黔东南各地的田间地头、产业基
地随处可见老百姓忙碌的身影。农技人员则抢抓有
利天气开展秋冬种技术指导，有序推进秋冬种工作。

走进岑巩县天星乡东兴村 220 亩吊瓜基地，到
处弥漫着新翻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气息，该乡以

“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组织 30 多名党员干部和群
众抢抓晴好天气，忙着平整土地、挖沟、盖膜、打孔、
移栽莴笋苗等，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要在薄膜周边用点土，把薄膜蓬起来的地方
压一下，以防它里面的温度过高烧死苗，这样才有利于
苗后期的生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邹舒波正耐
心指导大家，在刚盖好膜的土地上移栽莴笋苗。

同时，为解决群众前期资金投入困难，该乡还充
分利用坝区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与贵州岑岭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蔬菜种植订单收购合同，由
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等产销一条龙服务，切实解
决群众后顾之忧。

这是我州扎实推进秋冬种工作的一个缩影。
秋冬种生产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工作，事关全年、

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我州高度重视秋冬种工作，全
州上下突出工作重点，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秋冬
种的决策部署，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秋冬种生产各项任
务，助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稳产能、提质量、优结构、转方式，成为今年秋冬
种突出特点。我州明确提出，秋冬种要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产能，面积是基础。据了解，截止到 11 月 5 日，全州秋冬种总播种面积
297.66 万亩，完成任务的 79.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其中油菜播种面积 77.68
万亩，完成任务的 95.9%；蔬菜播种面积 94.03 万亩，完成任务的 94.03%；绿肥播
种面积 96.9 万亩，完成任务的 96.9%；饲草播种面积 15.99 万亩，完成任务的
177.66%；以马铃薯为主的夏粮作物播种面积 13.06 万，完成任务的 15%。我州
以早熟马铃薯为主，种植时间主要集中在 12 月至明年 1 月。

各县市抓住天气转晴的有利时机，组织县、乡、村干部帮助群众，特别是无
劳动力的农户进行抢收抢播，确保不误农时。

提质量，指导是关键。为打消农户观望思想，我州各级农业部门积极帮助协
调选购优质种肥，安排农技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田间管理、墒情监测、种子
及肥料的用法用量进行指导，并提前帮助农户做好油菜育苗，确保无后顾之忧。

同时，我州主动拓展省内市场、东部市场、黔货出山进军营三大市场，持续
推进农产品“七进”工作，确保农产品卖出好价钱，加快推进“苗侗山珍”公用品
牌建设。

生产调绿、布局调优，在秋冬种中更加突出。
这几天，剑河县岑松镇的林下黑木耳种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巫亮

村的 100 多亩林下菌种植基地里，合作社负责人正在给村民讲解菌棒扦插技术
要领，提高种植效率，保障后期出菇质量。

“目前，我们合作社已经完成 22 万棒竹签的扦插，八万棒的菌棒已经种上
山。”剑河县苗格里合作社理事长欧阳广根介绍说。

数据显示，全州食用菌产业累计完成面积 5.89 万亩，同比增长 28.96%；此
外，中药材种植面积完成 122.2 万亩，同比增长 15.3%；全州种菜面积 213.3 万
亩，同比增长 7.1%，建成相对集中 100 亩以上的规模化、生态化蔬菜栽培示范基
地 10.6 万亩；全州水果种植面积达 138.5 万亩，同比增长 13.6%，其中蓝莓、百香
果种植面积排名全省第一；鸭、鹅出栏产量排全省第一；稻田养鱼面积和产量
排全省第一；太子参、钩藤种植面积排全省第一。我州林下经济种植养殖利用
林地面积突破 100 万亩，特色优势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下一步，我州将立足实际，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科技投入，加强技术指
导，精准对接市场，推动全州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多元化扩张，确保实现明
年夏季粮油生产新突破，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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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1 月 7 日，赣南瑞金，谢家祠堂。
一批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的人们，健步走进庄严

的会场，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
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
舞台。

当夜，数万群众提灯游行、燃放焰火欢庆。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权呱呱坠地。
人民共和国，根脉从这里来。

“埃政府”，政权的本色是为人民
瑞金叶坪，“一苏大”旧址。
阳光为旧址披上淡淡的金色，有着 400 余年历史的谢

家祠堂静静矗立，一批批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瞻仰先辈事
迹、聆听建政传奇。

1931 年 11 月，谢家祠堂被布置成庄严的会堂，劳苦大
众和红军代表步入其中，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与谢家祠堂一河之隔的洋溪村，年过九旬的钟香娣
说，苏区百姓亲切地把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在当
地方言中，“埃”就是“我”的意思，“埃政府”意为“我们的
政府”。

昔日的家族祠堂成为人民殿堂。
（下转第三版）

人民的江山
—— 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

○ 新华社记者 沈锡权 郭强 赖星

疫苗接种进校园

①①

②② ③③
连日来，我州全面启动3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医务人员走进校园，为学生接种疫苗，提升青

少年儿童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①① 11月9日，锦屏县城关第一小学学生在排队

准备接种疫苗。（通讯员 杨晓海 吴玉富 陆传凯 摄）

②② 11 月 8 日，在岑巩县第三小学，医务人员在

为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通讯员 杨云 摄）

③③ 11 月 5 日，从江县刚边乡中心小学的学生

在接种新冠疫苗。 （通讯员 罗京来 摄）

本报讯（记者 魏丽萍 李宏强）
11 月 9 日，全省盘活闲置低效旅游项
目工作推进会在我州召开，传达学习
贯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闲置低
效旅游项目盘活的有关批示精神，对
再接再厉全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产业
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作出部署。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
政出席并讲话，副省长谭炯主持会议，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焱出席会议。

州委书记罗强，州委常委、凯里市
委书记王镇义，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
部长、州委统战部部长付乐欣，州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州委秘书长吴明，副州
长谭夔出席会议或陪同调研。

会议指出，盘活闲置低效旅游项
目，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
视察贵州时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重要指示要求所作出的一项重
要决策部署，是全省加快旅游产业化
奋力实现旅游大提质过程中最为关
键和急需解决的一项工作任务。各
地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加快
盘活闲置低效旅游项目是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必然要求、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加快盘活闲置
低效旅游项目的使命感，把这项工作
作为推动旅游产业化工作的重中之
重牢牢抓在手上。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

化履职担当、压实主体责任，形成工作
合力；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明确
盘活路径；深化改革创新，加强招商引
资；实行常态督查，跟踪盘活进度。要
对旅游产业化工作心中有数、手上有
招，紧紧围绕“两大提升”工作目标，大
力实施“四大行动”，不折不扣抓好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
确保完成旅游产业化全年目标任务，
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力助推全省高
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政治站位要再提高，认
真履行好地方主体责任和行业主管责
任，以最大力度、最快速度扭转进展缓
慢、进度滞后的被动局面。方案措施
要再精准，按照“一个项目、一个专班、
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确保高

质量完成盘活任务。组织实施要再有
力，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尽
快构建立体工作体系，确保无缝衔接、
不留死角。责任链条要再压实，尽快
建立运行“省领导联系指导、省直部门
督导、厅领导包片、处级负责同志包
县、市县领导包个”的包保责任制，合
力推进盘活工作。

会议还对近期文旅产业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作出部署。

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调研了凯
里市香炉山项目盘活提升工作推进
情况。

省旅游产业化专项组成员单位分
管负责同志，各市（州）党委、政府分管
负责同志以及文旅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全省盘活闲置低效旅游项目工作推进会在我州召开
卢雍政出席并讲话 谭炯主持 罗强出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岩弟 龙本英）
近日，在天柱县白市镇小沟溪村蜜柚
种植基地，只见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柚
子压弯了树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
淡的柚香，基地里呈现出一派丰收的
喜人景象。

“来！品尝一下，味道相当的不
错！”基地里，种植户姚学刚从树上摘了
一颗成熟柚子，三下五除二地把柚皮剥
开，只见一瓣瓣晶莹剔透的红色果肉显
露出来，饱满多汁，令人垂涎欲滴。

姚 学 刚 是 白 市 镇 蜜 柚 种 植 大
户。当谈到种植柚子经历时，他感慨
万千。从 2002 年开始至今，姚学刚种
植蜜柚已有 19 年历史，创业起步时，
困难重重，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将
果树优胜劣汰、嫁接改良，发展到了
40 余亩。“柚”让他重拾希望，也走上
了致富之路。

为适应市场需求，姚学刚今年对
果园进行了改造，砍掉果园里的老果
树，更换“大雅”、“明日见”两个优新
品种，打造标准化示范园。

“现在柚子陆续进入了成熟期，
再过几天就可以上市了，得抓紧时间
把柚子的套袋撕掉，让柚子得到充分
照晒。”姚学刚满脸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一边在果林里撕掉柚子上的套
袋，一边眉开眼笑地说，“现在，我根
本不用愁销路。”

据介绍，小沟溪村蜜柚种植基地海

拔较低、光照充足，果肉水分多、口感
好，备受商客青睐，每年新客户、回头客
都不少。今年该基地种植的红心柚和
黄金贡柚进入盛果期，柚子产量甚好，
预计一年下来能收入7万元左右。

姚学刚靠种植柚子走上致富路，
只是天柱县发展柚子产业，引领群众
增收致富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天柱县坚持党建引领，
按照“产业全覆盖”和“一县一业、一
镇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充
分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把柚子产业发
展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
手。同时，通过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公司带动、协会推动的发展思路，大
力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党员+农户”等发展模式，以土地
流转和老百姓在合作社务工的方式，
不断拓宽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为提高柚子产量和质量，今年以
来，天柱县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组织果业技术人员分片区下
沉一线，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和服
务，助力果农增产增收。

据了解，截至目前，天柱县蜜柚种
植面积已达8600余亩，产业覆盖150余
户群众，“柚”让群众鼓起了“钱袋子”。

天柱县：

“柚”让群众鼓起“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