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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秀梅 吴季
尧）连日来，锦屏县各地创新宣
讲 形 式 ，用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在 九 寨 北 侗 方 言 区 的 彦 洞
乡，当地借助侗语、侗歌等民族
文 化 形 式 开 展 宣 讲 ，持 续 掀 起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热潮。

12 月 21 日，在锦屏县彦洞乡
西月红军长征纪念园里，一场别
开 生 面 的 侗 语 宣 讲 正 在 开 展 。
彦洞村的党员妇女们，身着民族
盛 装 ，来 到 西 月 红 军 长 征 纪 念
园，瞻仰红军烈士，倾听红军故
事，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该村妇女主任杨清美紧紧
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用侗语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进行了深入解读，让全会
精神深入民心。

“今天听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我非常激动，现在党和
国家的政策非常好，老百姓心里
高兴，我今天不但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跟年轻的党员

妇女们讲红军长征过西月的故
事，还编了一首侗歌来感谢党，感
谢政府的好政策。”村民刘宗芝激
动地说。

一直以来，侗家绣娘都是乡
村建设生力军，绣制的侗族刺绣
更是一绝。近年来，侗乡人民群
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打
赢脱贫攻坚战，同步实现全面小
康，正向着乡村振兴迈进。此次
宣讲，让彦洞村党员妇女们更好
地回顾了历史，进一步增强家国
情怀，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激发
大家干事创业建设家乡的信心和
决心。

“现在我们老百姓在党和政
府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红火，
村里有锥栗、粽粑叶等产业，我
们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弘扬红军
精神，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带领我们侗家妇女建设家
乡，实现乡村振兴。”杨清美说。

据了解，彦洞乡结合区域实
际共组成 5 个侗语宣讲组，深入侗
乡村寨，用侗语、侗歌等形式为党
员、群众讲解全会精神，在侗乡掀
起学习全会精神新热潮。

锦屏：“侗语”宣讲进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 吴玉富 陆传
凯）近年来，锦屏县坚持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与乡村振兴规划、美
丽乡村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相结合，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补齐
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增强农
田防灾减灾抗灾能力，切实提高
耕地质量和综合效益，确保粮食
生产稳定、安全。

近日，笔者在锦屏县敦寨镇
山洞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二
标 段 看 到 ，机 耕 道 建 设 现 场 一
片火热，工人们正抢抓工期，铆
足 干 劲 ，为 工 程 的 竣 工 加 快 实
施进度。

山洞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佘
旭说：“目前，已完成机耕道 3860
米，新建机耕道 3940 米，田间渠
1000 米，排洪渠 2770 米，覆盖整个
山洞村的农田坝区。”

过去由于基础条件落后，农

业生产抗灾能力不强，一直以来
农业收成得不到保障，是困扰群
众生产的重要因素。今年在政府
的统一规划下，锦屏县敦寨镇、新
化乡、隆里乡及启蒙镇等乡镇，共
涉及 32 个村已经全部纳入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

“2021 年锦屏县高标准农田
总 共 实 施 面 积 3 万 亩 ，总 投 资
4500 万元，主要分布在启蒙镇和
敦 寨 镇 共 32 个 村 ，建 成 机 耕 道
4512 公里、渠道 63.7 公里，这个机
耕道和渠道修建后为群众的出行
带来了方便。”锦屏县农业农村局
农田水利站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锦屏县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 8 万亩。下一步，全县将
全面摸清高标准农田数量、质量
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注重新建
和改造、数量和质量、建设和管护
并重，突出高标准农田绿色、高质
高效建设，力争到 2023 年建成高
标准农田 16 万亩。

锦屏：建设高标准农田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罗国梅 刘
钰）近年来，锦屏县以水库建设
为抓手，着力提升饮水质量，增强
农田灌溉保障，分别规划建设了
隆里乡的马背水库、钟灵乡高寨
村的长溪水库和敦寨镇笋屯村的
代冲溪水库，目前三个水库建设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钟灵乡
高寨村的长溪水库建设现场，十
几个工人正在开展取水塔扎钢
筋、溢流面扎钢筋、消力池清基、
固结灌浆钻孔等工作，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笔者看到，与水库建
设效果图对比，在建水库轮廓已
经清晰可见。

“我们项目的完工时间是明
年的 7 月份，目前项目正在有序推
进，现在完成情况是坝体完成了
452.3 高程，取水塔完成了 453.5 高
程，溢流面也要开始浇筑了。相

信通过倒排工期，水库一定能够
按时完成建设。”贵州开源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李先登介
绍道。

同时，笔者从水务部门了解
到，在建的三个水库项目建设总
投资为 47948 万元，水库建设完成
投入使用后，能解决隆里旅游景
区 0.94 万人饮用水、农田 260 亩灌
溉问题，能为敦寨新城区 3 万人提
供饮用水保障，能满足钟灵片区
0.7 万人，农田 1530 亩的人畜饮水
和农田灌溉和解决该片区的工程
性缺水问题。

水库建设惠及民生，也是促
进发展的保障。据了解。锦屏县
计划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还将
建设青山、兴隆、五里冲和老洞等
水库，进一步完善水资源配置，为
锦屏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用水保障。

锦屏：推进水库建设 加强用水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王瑞燕 杨秀
梅）冬月已至，不少农田进入闲
置期。在锦屏县敦寨镇亮司大坝
的田地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村
民们正忙着翻地起垄、抽拔油菜
苗、种植油菜等，抢抓农时开展秋
冬种。

种植大户龙安珍正忙着指挥
工人移栽油菜苗，据他介绍，今年
他种了 400 多亩的油菜，从翻土、
杀菌、育苗、移栽，都是在农业部
门的技术指导下进行。每亩田最
低产量有 100 多公斤，他种的 400
多亩预计能收几万斤的油菜籽。

油菜的种植，不仅能够使闲
置的土地得到有效利用，也给附
近的村民增加就业机会。龙安珍
告诉笔者，自从开始种植油菜以
来 ，每 天 都 有 十 来 名 工 人 来 务
工。工人朱树花告诉笔者，他们
种油菜种了十多天，一百块钱一
天，老板还包一餐中午饭，这对于
他们出不了门务工的老年人来

讲，感觉特别开心。
敦寨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说，盘活亮司大坝冬闲田种植
油 菜 ，不 仅 是 一 项 农 业 发 展 项
目，也是一项旅游产业项目，结
合附近龙池多彩田园的知名度，
通过油菜种植，春暖花开之际，
吸引游客到附近观光，在促进全
域旅游和农业现代化上起到双
赢的作用。

近年来，锦屏县坚持以促进
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为
着力点，围绕稳定夏粮种植、扩大
油菜生产、壮大冬春蔬菜、加快菌
类发展、推行种养结合、推广绿肥
种植、加大畜禽养殖、抓好渔业管
理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带动群
众积极开展秋冬种生产。今年，
全县秋冬种计划种植总面积 22 万
亩以上，打造农业产业县级示范
点 7 个，稳定种植蔬菜 5 万亩、夏
粮 4.3 万亩、油菜 5.2 万亩、绿肥 7
万亩。

锦屏：盘活冬闲田 抓好秋冬种

锦屏县完成易地搬迁安置 17900 人，
其中：县内安置16561人，跨区域搬迁1339
人。自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启动以来，该县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紧扣省委、州委、县委决策部
署，以“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为工作目
标，并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
各项工作。

公共服务趋于完善
锦屏通过积极争取资金，统筹整合

各方资源，全面完成各社区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配套建设了社区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老年服务中
心、文化服务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等“五
个体系”功能室建设，室内功能完善、设
备齐全。全面开通搬迁户子女入学绿色
通道，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中 6 周岁
至 16 周岁适龄人口 2958 人，其中：在县
内安置点周边就读 2737 人，跨区域搬迁
就读 221 人，适龄人口全部进入公办幼
儿园和中小学就近就读，无一人辍学、失
学情况，实现了“进得来，留得住，学得
好”的易地扶贫安置入园入学目标。全
面完成了安置点卫生室建设，配备了医

务人员、医疗设备和基本药品，家庭医生
服务“应签尽签”。

培训就业成效初显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县 内 安 置 3848 户

16561 人，有劳动力 3735 户 8777 人。锦
屏积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就
业增收工作，重点抓牢底数摸排、政策支
持、岗位开发、劳务协作、精准培训、就业
服务等工作，已实现有劳动力家庭“一户
一人”以上就业目标任务。共培训易地
扶贫搬迁劳动力 5413 人次，培训后就业
率达明显提高；积极开发适合搬迁群众
就业的岗位，对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
进行有针对性地推荐岗位。用足用活扶
贫公益性岗位政策，针对大龄失业人员
和“零就业”家庭进行岗位托底，实行政
策兜底措施保障。同时，激励社会力量
在易地扶贫搬迁户安置点创办就业扶贫
示范基地和就业扶贫车间，为易地扶贫
搬迁户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文化服务有效开展
锦屏县坚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

起抓，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积极打造易地
扶贫搬迁综合性文化服务示范点，丰富

搬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县内安置点
成立移民夜校 3 所，组建文艺队 16 支，配
套建设图书室 6 个，配置各类图书 5631
册，成立“四点半学校”，配备三套 14 件
室内健身器材，配置室外多功能体育健
身场 4 个，到里郎社区配置安装路径工
程健身器材 10 余件，打造“乡愁馆”3
个。开展安置社区专场演出 3 场，创作
易搬文艺作品 3 个，为三江镇 5 个易搬安
置点采购移动音箱 5 台；开展“感恩奋进
和谐家园”民族文化慰问演出暨科技、文
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2 场。搬迁群众
精神面貌明显提高，融入城市生活步伐
明显加快。

社区治理全面加强
为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

治理，提升搬迁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锦屏建成社区综治中心 6 个，配套
建设安置社区警务室 6 个，成立社区治
保组织 6 个、社区义务治安联防队 6 支、
人民调解委员会 6 个，明确治保主任 6
名、治安联防队员 128 名、人民调解员 46
名、网格员 255 名、楼长 139 人，在迁入地
乡镇 、社区“两委”、县直有关部门的指

导和支持下，按照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机制，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特
殊人群服务管理、治安隐患排查整治、安
保等工作。安装社区门禁系统 6 套，安
装“雪亮工程”摄像头 91 个、“天网工程”
摄像头 28 个、物业管理摄像头 120 余个，
基本实现重要路口、主要部位全覆盖，各
安置社区已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安置
区治安整体状况持续稳定。

基层党建不断巩固
锦屏进一步夯实基层堡垒，增强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基层组织战斗
力。完成了新城社区、大公田社区、里郎
社区、聚龙社区 4 个独立党支部和隆里
安置点、龙塘安置点、鲤鱼桥安置点 3 个
联合党支部的组建工作。共配齐配强社
区管理队伍 58 人，推选楼栋长 78 名，并
落实了相关生活保障补贴。从严加强党
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强化党章党规党纪和支部工作
条例的学习，坚持按党章规定的党员标
准发展党员，为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思想保证和
精神动力。

锦屏：加强“五个体系建设” 增强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通讯员 范华炳

本报讯（通讯员 刘开钰）近日，笔者
走 进 锦 屏 县 启 蒙 镇 ，只 见 公 路 沿 线 道 路
旁田间地头，鲜红的党旗随风飘扬，身着
红色马甲的青年志愿者和党员群众来回
穿梭，有的挖穴，有的起垄，有的播种、有
的 施 肥 ，农 田 里 呈 现 一 派 繁 忙 的 秋 冬 种
景象。

这是启蒙镇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秋冬
种辛勤劳作的场景，秋季以来，启蒙镇通
过村级合作社带动发展切实抓好落实秋
冬季农业生产工作，确保在秋收后持续带
动辖区农民增收。

启蒙镇农田资源较多，但长期以来，
除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外，秋冬季农田基
本处于闲置状态，极大浪费了土地资源。
为充分用活闲置农田，不断提升农村“自
我造血”能力，启蒙镇因地制宜，根据本地
农业种植优势，将以往秋冬季节闲置的农
田土地通过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方式，积极引导辖区农民利用冬闲田
开展马铃薯种植，拓宽农民秋冬季节增收
新路。

“大家注意，挖穴的时候，深度要在 10
厘米左右，间距要 30 厘米左右，一个坑只
放一颗种子，不能放太多。”“切种不能切
得太薄，最好要切出有 3-4 个窝的，才能
保证发芽率。”在马铃薯种植基地里，技术
人员耐心为大家讲解秋冬季马铃薯种植
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为确保栽种质量
和马铃薯产量，启蒙镇专门选派农业工作
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对马铃
薯栽种进行技术指导。

“今年马铃薯种植与往年不同，实行
了 机 械 化 作 业 ，政 府 统 一 提 供 种 子 和 化
肥，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巨寨村党支部书
记龙家群说道。

据了解，启蒙镇把马铃薯种植作为当
前秋冬种的重点工作来抓，充分利用冬季

农闲田，计划在辖区种植马铃薯 4200 亩，积极打造马铃薯连
片栽种示范田。截至目前，全镇已发放马铃薯种 34.5 吨、肥
料 2 吨，现已完成栽种 6 亩，预计年前全面完成栽种工作。

除马铃薯种植外，启蒙镇围绕“调结构，促增收”的工作
目标，大力推进秋冬种各项产业统筹发展，确保实现可栽种
农田满栽满种。目前，全镇已完成秋冬蔬菜栽种 4200 亩、油
菜种植 5300 亩、绿肥种植 4600 亩、食用菌 40 亩，秋冬种工作
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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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琴 吴季尧）“种锥栗时
坑不能挖得太深，泥土不能没过嫁接的口子，
填土的时候要中间高四周低才利于排水……”
冬至时节，在彦洞乡救民村的季度林场锥栗产
业种植基地里，锦屏县美栗侗人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陆仁忠正在对彦洞乡的党员干部、各村
支书主任等讲解锥栗苗种植技术，大家都认真
听 讲 ，切 实 掌 握 锥 栗 要 领 。 随 后 大 家 拿 着 锄
头、铁锹分散到基地各处开始种植，一派繁忙
景象。

近年来，锦屏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因地制
宜做好山文章，从福建引进锥栗食品加工企业，利
用九寨地区独特的高山与冷凉环境，打造平秋、彦
洞万亩锥栗产业带。陆仁忠告诉笔者，平秋、彦洞
一带平均海拔都在 800-900 米以上，土壤很肥沃、

气候很湿润，对于大面积种植锥栗是非常适合的。
锥栗产业的发展，既能推进锦屏县林业结构

调整，还能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彦洞乡党委副
书记黄费泽告诉笔者，锥栗种植能从三个方面带
动群众增收：一是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土地
流转费用；二是解决在家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问
题；三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入股分红。

基地工人王根照也高兴地对笔者说：“锥栗
产业给我们地方带来很大的实惠，在家的劳动力
都可以来这里干活，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就业难
题，工资也很高，100 元至 200 元一天。”

据了解，彦洞乡目前种植锥栗面积 3400 亩，
并逐年稳步推进、有序发展。通过以锥栗产业发
展为引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民实
现增收，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开新局。

彦洞乡：

冬闲人不闲 锥栗种植忙

本报讯（通讯员 杨胜波）立冬之后，远山和杉
树都躲进了薄雾间，山下的河水叮咚作响，冬天给
人的印象总是萧条而冷寂。然而，当笔者走进锦屏
县钟灵乡阳艾村的田坝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绿
油油的蔬菜田园，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甘蓝（俗称莲
花白）、装袋、搬运……丰收的喜悦扑面而来，一派

“才了蚕桑又插田”的热火朝天的场景。
“今年刚收完香芋南瓜，紧接着又想着种植莲

花白，把村合作社流转过来的土地有效地利用起
来，这是我第一次种莲花白，目前来看，也不存在积
压的情况，当天采摘都能当天卖完。”阳艾村莲花白
种植大户龙运明说道。

据了解，龙运明今年总共种植莲花白120亩，由
阳艾村合作社提供土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模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此番莲花白种
植预计亩产 2000 公斤左右，平均每公斤 2 元，预计
总收入可达48万元，目前已陆续上市，主要销往锦
屏县农商互联和附近县城。

“我们在农闲时来基地采摘，按小时计算，每小时

十块钱干着也不累，不管是种植还是采摘，包括平时的
养护管理我们都在这里做工，既增加了家庭收入，又学
到一些种植技术。”阳艾村村民龙四妹笑着说。像龙四
妹这样因为平时要照顾家里，没办法出远门务工的村
民也确实能够体会产业发展带来的福利。

近年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乡村
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和乡、
村两级的带动下，钟灵乡各村都建有产业基地，仅
莲花白一项产业钟灵乡就种植了 300 余亩，其中，
还包括寨稿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阳艾函江
家庭农场。同时，许多群众都将土地流转到产业基
地发展蔬菜种植，成为群众增收的一大渠道，日子
也一天天好起来。

接下来，钟灵乡将不断立足于自身交通便利、
水源充足、空气环境质量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各类有机经济作物。在“毓秀钟灵·生态田
园”的发展定位下，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体系，让群众的荷包在产业的带动下渐渐
鼓起来。

钟灵乡：

甘蓝喜丰收 群众笑开颜

12 月 26 日，锦屏县出现

雪 凝 天 气 ，锦 屏 县 各 乡 镇 、

公 安 、交 警 、道 路 运 输 、安

监 、高 速 交 警 、供 电 等 部 门

迅 速 行 动 ，全 力 以 赴 保 畅

通 、保 安 全 、保 民 生 。 图 为

12 月 27 日，全县各乡镇、县

直 机 关 单 位 干 部 职 工 开 展

扫雪除冰志愿服务活动，以

实际行动保障道路畅通、交

通安全，为群众安全出行创

造良好条件。

（通讯员 锦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