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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省第十一届运动会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 月 13 日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
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
作用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
复一日呵护着千年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充
分体现了敬业奉献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
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
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

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
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
献自己的光和热。

2008 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已发布“中国好人榜”150 期，共有
16228 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在黄山风
景区分别从事环卫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2012 年和
2021 年先后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近日，李培生、
胡晓春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和心得体会，
表达了为守护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强调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近年来，我州各地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这条主线，把党建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把
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有力促进产业增效、
农民增收。

盛夏时节，在麻江县贤昌镇高枧村长秧坡花
椒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铺满地块，成熟的花
椒已经挂满枝头，椒林中椒香四溢，村民们正在
抢抓时节采摘花椒。

“今年是我们高枧村花椒种植投产的第一
年，预计村合作社在长秧坡种植的 250 亩花椒可
采收鲜果 6250 公斤，按照 30 元每公斤的市场价
格，我们村今年就可获得 18.7 万元的收入。”贤昌
镇高枧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徐锡洪说。

让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
上。近年来，贤昌镇充分运用“党建+”模式，依托
各村党支部，培养一批以村“两委”成员和党员为
主要力量的“田秀才”、“土专家”，在参与种植、管
护中积极推广“田间课堂”培育模式，将爱农业、
懂技术、善经营的种植大户、农村实用人才组织
起来，助力产业长远发展。

贤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帅永超介绍说：“按
照‘党社联建，村社合一’的发展思路，贤昌镇采
取‘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带动模
式，将花椒产业与党支部带头、农民职业化管理
紧密结合，实现党员变技术员、群众变职业农民、
技术变现金的‘三变’发展目标，促进贤昌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

在岑巩县，水尾镇新场村的食用菌生产加工
车间，机器正在加足马力运转，工人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忙碌，拌料、装袋、搬运等工作有序进行，
一派繁忙的生产场景。

“我们村合作社今年要种植 35 万棒木耳，现
在我们的食用菌生产加工车间已生产了 15 万棒
木耳菌棒，再过几天菌棒生产全部完成后，就对
菌棒进行接种和养棒。发展木耳产业不仅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还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水尾镇
新场村党总支部书记黄俊榜说。

近年来，新场村以党建为引领，按照“一村一品”发展规划，大力发展食
用菌产业。同时，为了推动产业提质扩量增效，让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增值
收益，该村还以食用菌产业为主导，深挖优势产业潜力，全力构建起集制
种、种植、加工、销售等一体化发展的产业体系，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走出强村富民新路子。目前，该村共种植香菇 180 亩、
灰树花20亩，即将种植木耳40亩，今年预计可实现总产值670万元左右，年
带动务工8000余人次，共需支付工人工资80万元以上。

在从江县，省交通厅派驻加鸠镇加鲁村第一书记朱熙通过带队考察，
今年刚种下的 50 亩灵芝也正在生长，在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带动下，
村民们积极参与种植，目前灵芝长势良好，种植户纷纷喜笑颜开。

“我希望把我们村的林下经济搞活起来。通过考察，我们这里适合种
灵芝，我作为一名党员就带头种了1.5亩。”加鸠镇加鲁村副主任柴春明说。

“我们有地，种灵芝能再增加一笔收入。现在长得这么好，就快看到
成果了。”从江县加鸠镇加鲁村村民柴老常说。

由于是第一年开始种植灵芝，驻村干部和村“两委”非常重视，经常邀
请技术人员到种植基地对村民开展技术培训。目前看到灵芝如期生长，
村民的积极性很高，更加坚信产业发展带来的效益。

“下一步我们要在林芝基地套种黄精，把资源充分有效利用起来，把
林下经济这篇文章做好，让老百姓真正看到林下经济的这块大蛋糕。”朱
熙说。

据了解，加鸠镇利用生态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根据各村实际情况，
大力发展灵芝、黄精等林下种植业和小黄牛、香猪等养殖业。目前，加鸠
镇的第一批灵芝即将迎来采收期，在鼓励群众种植林下经济作物的同时，
镇党委政府也积极做好产销对接，确保群众种得出来卖得出去，让林下经
济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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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涛）盛夏时
节，走进三穗县滚马乡德明村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点，一排排
绿油油的玉米棒和一棵棵挂满枝
头的大豆相互依偎、相映成趣。

在示范种植基地里，30 多名群
众正背着背篓来回穿梭在田间地
头采摘成熟玉米，几辆小货车正依
次停靠在不远处的公路旁，等待着
将采摘的玉米打捆称重，一派繁忙
的丰收景象。

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吴会兰幸
福地说道：“在基地务工一天能有
120 元，有了稳定收入，还可以和家
人在一起，比在外边打工好。”

为了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周边乡镇有务工需求的群众也照
样吸纳。武笔街道青洞村村民陈
守义就是受益者，自基地建立以
来，陈守义都在基地务工，还当起
了基地管理员。“我专门负责基地
务工人员和种植技术管理，每月也
有了相对固定的务工收入，玉米采
收完后，再过一个月大豆也将进入
采收期。”陈守义说。

据悉，滚马乡通过“党支部+公

司+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利用坝
区优势，引进贵州泓瑶农业公司，以

“2行玉米+3行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基础上，每
亩还能多收 100 公斤大豆，有效提
高土地利用率，达到一地双丰收。

“该大豆玉米带状复合基地面积
303亩，种植的玉米为鲜食玉米，由于
管理得当，今年的玉米口感和卖相都
很好，每棒玉米在0.6公斤左右，采收
的玉米主要销往广东市场。”泓瑶农
业公司负责人张银锦说。

田间不远处，县农业农村局测
产技术人员正随机抽取测产点，对
玉米的亩产量进行实地测量。

“经现场实测，玉米平均亩产
量 2190 公斤，按照目前 4 元/公斤
左右的市场价来计算，亩产值达
8760 元左右，达到中高等的产出水
平。”三穗县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吴
灵远介绍道。

今年，三穗县共开展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 1.2 万亩，充分发挥

“一地多收、稳粮增收、一种多效、
用养结合”的技术优势，实现稳粮
增豆、农民增收。

三穗县：

“玉米+大豆”复合套种 一地双种双丰收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黔东南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黔东南大地日新
月异，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经济实
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城乡
面 貌 深 刻 变 化 ，党 心 民 心 高 度 凝 聚 。
即日起，本报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总栏目下，开设“非凡十年”子栏
目，充分展现十年来黔东南发展的非
凡成就和宝贵经验，全面展示十年来
黔东南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的精神风貌，展示人民群众不断增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奋进新
征程的磅礴力量。

8 月，艳阳高照。“95 后”易地扶贫搬
迁户曾翠婷正带领着职业农民劳务队
队员前往天柱大坝林区，开始新一天的
工作。

27 岁的曾翠婷出生在广东梅山，结
婚后跟随丈夫来到老家天柱县高酿镇
圭大村。2016 年，他们成为联山街道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安 置 点 首 批 入 住 户 。
2020 年，联山街道针对年龄偏大、文化
程度不高的搬迁群众，成立了职业农
民劳务队，曾翠婷被选为职业农民劳
务队队长。

“只要一召集，队员就来了，不管在
哪里干活，也没有发现偷懒的现象，在
全县各个农业企业中留下了良好的口
碑。”曾翠婷说。两年来，曾翠婷带着队
员到坝区、林下，到农业企业、合作社、
产业基地务工达 1.2 万多人次，收入 200
多万元，人均就业月收入 2000 多元，端
稳了 800 多名队员的“饭碗”。

通过踏实努力的工作，曾翠婷先后
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贵州省最美
劳动者”“最美天柱人”，还被选为联山
街道幸福社区居委会委员和天柱县第
十八届人大代表。

而自从蓝田镇三合村凤阳山区搬
到联山安置点后，原本打算外出务工的
江苹，听到联山建立农贸市场后就改变
了主意。“我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商务
学院，最大的愿望就是经商。这里新建
农贸市场商机无限，前景广阔。”从山里
搬出五年来，她感觉生活越来越好。

搬迁户杨芝苹往年都是外出务工，
因为家里有小孩上学需要照顾，她想就
近找个活干，看到联山街道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发布的招工信息，她就第一时间
报名了。“我原来在外面也是在服装厂
上班，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熟悉的，
在这里上班一个月工资 3000 元左右，还
可以照顾到老人孩子，挺好的。”杨芝苹
高兴地说道。

天柱县移民在县城实现多元就业，
这只是我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州按照全力以赴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求，始终把就
业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第一要务，全面实施搬迁群众就业增
收行动，找准痛点、突破难点、疏通堵
点，实现有劳动力家庭“一户一人”以上
就业。目前，全州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已
就业 6.85 万户 15.32 万人，劳动力就业率
93.8％，户均就业达 2 人以上。

过去忧居、深山、下田，现在安居、
城镇、上班，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改变了
我州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更帮助他们
坚定不移地大步迈向更幸福的甜蜜新
生活。

大公田社区是锦屏县为易地扶贫
搬迁户精心打造的社区，集中安置了
5700 多名大山里搬迁出来的群众。在
小区的长椅上，老人们在闲聊着，孩子
们在嬉戏着。800 多张甜蜜的笑容照片
组成的四面“笑脸墙”，正是搬迁群众幸
福的真实写照。

来到社区的卫生室，正带着小孩在
社区卫生室看病的黄英连连竖起大拇
指说：“现在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我们老
家的条件好多了，家里有两个小孩，平
时有点感冒发烧的小病，下楼走几步路
就可以看病了。”

如今，被群众称为幸福社区的大公
田社区已满 4 周岁了，搬迁群众的幸福
感也在与日俱增。

“十三五”期间，黔东南围绕城区集
中安置，按照“安全、节能、环保、适用”
的原则，全州共集中建设搬迁安置点 90
个，其中，县城安置点 71 个、中心集镇
15 个、中心村安置点 4 个，共搬迁群众
30.81 万人。

围绕“党建、惠民、文化、平安、民族
团结”五张社区品牌，我州不断增强社
区凝聚力和治理能力，着力构建和谐、
美丽、幸福家园。

正值暑假，剑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思源社区的新时代智慧农家书屋，
一排排整齐的书架上，各类图书陈列有
序，阵阵书香沁人心脾。孩子们或站在
书架前挑选喜爱的图书，或坐在桌前专
心阅读书籍，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这个书屋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这里的书种类很多，一有时间我就和好
朋友们一起来看书，假期也过得很充
实。”思源社区小朋友杨梦婷说，放寒假
至今，她最喜欢来书屋。

据思源社区居委会主任刘莹莹介
绍，现农家书屋共有书籍 3000 余册。假
期里，社区充分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吸引孩子们走进书
屋、爱上阅读，让他们在学习知识、开阔
视野的同时，确保学习上有辅导、心理
上有抚慰、安全上有保障。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州累
计新建（改扩建）易地扶贫搬迁配套教
育项目 79 个，新增学位 5.4 万个。卫生
室、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每
个安置区基本上都建成了图书室、乡愁
馆、文体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儿童
活动中心、综治中心、红白喜事场所，所
有安置点均设有平价超市。安置区的
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实现了“出
门七有”（小区内部有组织，周边有园
区，就近有学校、医院，小区楼下有商
场，小区门口有公交、有公园）。

为给搬迁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我州全面加强社区治理，新成立社
区党组织 169 个、社区居委会 64 个，构
建了“居委会—网格—楼栋”的服务管
理机制，达到了每 50 户至少配备一名网
格员的标准，确保有人服务、服务到位。

此心安处是吾乡，黔东南 30 万群众
搬出山窝窝过上新生活。

此 心 安 处 是 吾 乡
—— 黔东南30万群众搬出山窝窝过上新生活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佳丽 通讯员 陈光昌

本报讯（记者 王金海 吴路路 龙智
亮）8 月 12 日下午，随着甲组女子 4 公
里越野跑决赛运动员的冲线，贵州省第
十一届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圆满落下
帷幕，带着感动难忘的记忆、收获的喜
悦和对未来的憧憬，运动员们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拼搏 5 天的赛场，向挥洒汗水
的赛场说再见。

田径场上，运动员们竭尽全力奔
跑，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向心中的梦想
冲刺，挥洒青春与热泪。

我州乙组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吴

旗奇以 12.95 米的优异成绩为我州夺得
一枚金牌。“感谢教练，我做到了。”吴旗
奇告诉记者，自己曾长期练习三级跳
远，为了加强腿部肌肉力量、踝关节力
量以及身体协调性，在备战期间就不断
针对薄弱环节练习。

拿到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吴旗奇
最想感谢的是父母和教练以及队友们
的鼓励与陪伴。“练习是孤独的，没有他
们的支持与鼓励，我很难坚持下来。”在
比赛中，吴旗奇听到队友们为他呐喊加
油的欢呼声，让他感到既激动又紧张，

“回去以后，我会继续加油，不断超越自
己，争取在下次比赛中取得更好成绩。”

回顾备战省运会的日子，黔东南州
田径代表队教练郑太荣感慨不已。“当
前疫情反复，我们队员的训练也深受其
影响，但我们的运动员克服困难，平均
每天最少训练 6 个小时以上，有氧无氧
训练、身体素质训练、跑步、拉伸等都是

每天的必备课程。”
据悉，我州参加这次省第十一届运

动田径比赛运动健儿共有 23 名，他们分
别在乙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甲组女子
4×100 米决赛、甲组女子跳远等多项运
动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

据了解，此次田径竞赛共分为 10 个
大项 82 个小项，来自全省 9 个市州和省
体校的10 支代表队的528 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角逐 82 块金牌。依据赛会组委会
提供的奖牌榜显示，截至 8 月 13 日 19 时
整，贵阳市、遵义市代表队奖牌数位居榜
首，我州与黔西南州奖牌数并列第四名。

省 运 会 田 径 赛 圆 满 收 官

秋收时节，锦屏县各地群众纷纷在房前屋后晾晒玉米、红辣椒、小米等，五彩缤纷的晒秋场

景美如画，呈现一幅幅高原独特的人与自然融合的美丽景观。

图为 8 月 14 日，锦屏县大同乡秀洞侗寨晒场一景。 （通讯员 杨晓海 摄）
（1亩=0.0667公顷）

侗寨晒“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