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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宇芹）近日，锦屏县
彦洞乡人大主席团组织县、乡人大代表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评比督查活动，深入推进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和文明村镇
创建工作长效化、常态化深入开展。

在村道、公厕、垃圾处理站、便民利民综
合服务站、文明实践站等场所，代表们认真
察看，仔细倾听，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推进情况、存在问题、经验做法等，并认真对

照舆论氛围、交通秩序、环卫管理等 8 项检
查项目进行当场点评和现场评分。

此次，彦洞乡共组织 30 余名人大代表深
入全乡 7 个村开展观摩评比督查活动。观
摩评比中，代表们认真看、仔细悟、现场学，
并通过在参观中找差距，学经验，在比较中
找思路、想办法，为全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提质增效。

县乡人大代表换届以来，彦洞乡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和监
督促进作用，常规性开展换届卫生督查，人
大代表带领群众开展环境整治，开展人大代
表“美丽庭院建设示范户”等示范创建工作，
为打造居室整洁、庭院干净、宜居舒适的新
农村，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据悉，该乡在以“乡村振兴·代表在行
动”主题活动中，每季度至少参与一次环境
卫生督查。

锦屏县彦洞乡：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助推人居环境整治本报讯（记者 熊明慧 通讯员 邰胜志）近年
来，台江县排羊乡党委立足产业实际，找准产业定
位，调整产业结构，以“稻+鱼”“双水双绿”的发展
思路，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示范点辐
射带动作用，让老百姓在田坎上实现双丰收，最终
实现“一田多用、一水两用、一季多收、粮鱼共赢”的
产业目标。

时下正值发展稻田养鱼和高密度养鱼的好时
节，排羊乡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光伏+”高效
渔业产业和“稻+鱼”综合项目，由政府采购鱼苗发
放到农户，由农户进行养殖返还 50%商品鱼，大力
发展高效渔业，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

在得知乡政府要来发放鱼苗，村民们早早地赶
到鱼苗集中发放点，等待领取鱼苗。领到鱼苗的村
民们喜笑颜开，将鱼苗投放到自家的稻田里，期待
着稻鱼双丰收。

“我家有 2.25 亩水田，今天领了 22 公斤鱼苗，我
要用心管护，把鱼养好，希望今年的稻田鱼和水稻
都能丰收。”排羊村场坝组村民唐光祥高兴地说。

排羊乡充分利用地理和资源优势，发展稻田养
鱼产业。利用稻田养鱼，既可获得鱼产品，又可利
用鱼吃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粪便，翻动土壤
促进肥料分解，为水稻生长创造良好条件，提高水
稻产品产量，切实增加土地附加值。

排羊乡发展稻鱼综合种养项目 5380 亩，水稻种
植完成 6434 亩。鱼苗完成投放 5965 亩，鱼苗共计
投放 8.95 万公斤，其中集中投放 1.14 万公斤，分别
为排羊乡自行采购投放鱼苗 0.6 万公斤，主要集中
在排扎、屯上两个县级示范点共 600 亩；县农业农
村局协调鱼苗 0.54 万公斤，投放在排羊、九摆、南林
等村，在台乐村以开沟夹胶合板模式建立 100 亩稻
田综合种养示范点投放鱼苗 1000 公斤，其余为农户
自行采购投放。高密度养殖项目任务 50 亩，完成
占地 3 亩的私人老板高密度养殖建设项目高位桶 6
个，每个高位桶投放 0.05-0.15 万公斤鱼苗；完成占
地 8 亩的九摆村 4 个高密度养鱼池；完成排羊乡 60
亩有水鱼种场建设项目，已投放 3000 公斤鱼苗；在
建占地 40 亩的排羊乡无水鱼种场改造建设项目设
施辅助帆布池养鱼 45 个。

“发展稻田养鱼主要采取低密度养殖和高密度
养殖两种模式，低密度养殖每亩稻田投放鱼苗 10
公斤，帆布池高密度养殖每个帆布池可投放 50-250
公斤鱼苗。夏天饲养期 4 个月（冬天饲养期 7 个月）
左右，低密度养殖每亩可收获约 150 公斤稻田商品
鱼，每公斤可卖 50-60 元；帆布池高密度养殖每个
帆布池可收获约 750 公斤商品鱼，每公斤可卖 24-
26 元。”排羊乡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张玉金介绍说。

台江县排羊乡：

发展高效渔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陶欢 龙荷琴）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粮食
安全乃是国之大者。近日，州开投集团公司团
总支组织 10 余名青年团员与结对帮扶的天柱
县蓝田镇团支部深入东风村、鸿发村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开展“共筑乡村振兴梦 青年
团员在行动”主题团日活动，以实际行动开展
助农秋粮抢收，助推乡村振兴工作。

8 月骄阳似火，近 200 亩玉米棒子已经成
熟饱满，一派丰收景象。玉米地里，青年团
员们分组推进，仅半天时间就采收玉米 500
多公斤。

据州开投集团公司团总支领队介绍，此次
联谊团日活动旨在培养青年团员吃苦耐劳的
精神品质，弘扬“沉下身子，深入基层”的务实
作风，州开投集团公司团总支坚持创新团建活
动方式，丰富内容载体，让学习从“会场”向“现
场”延伸，向实践、向群众学习，引导青年团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升服务群众意识和激
发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的热情，坚定理想信念和
政治信仰，使团日活动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州开投集团团总支：

联手天柱县蓝田镇团支部开展秋粮抢收

本报讯（通讯员 方世凯）近年来，为持续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州国资运营
公司党委通过“三举措”进一步抓实党员干部
学习教育，着力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

“集中学”，夯实理论基础。认真制定年度
理论学习计划，建立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
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等机制，公司各级党组
织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会议、专题党
课、专题宣讲等方式进行集中学习80余次。

“每周讲”，创新业务培训。为拓宽业务知
识的广度和深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设
置每周三为“周培训日”，由公司党员干部职工
结合各自熟悉的知识领域，轮流上台“讲学”，
全面实现由领导干部“一人上讲堂”到公司干
部职工“人人上讲堂”的转变。目前，已举办 28
期，受众 300 余人次。

“抓督导”，压实主体责任。公司党委制定
督导方案，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着力把全面从严治党融入分管业务，同
推进、同落实，分别带队对党委下辖党组织开
展全面从严治党等不定期督导 4 次，着力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州国资运营公司党委：

“三举措”抓实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杨铁 杨森）“防渗沟渠
修建工程终于完工啦！”村民们兴高采烈地
说。近日，雷山县方祥乡陡寨村成功解决了
群众最关心的稻田防渗问题，改善了该村
257 户，700 余亩良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现
状，为稻鱼丰收、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赢
得了该村百姓的称赞。

“我村农田灌溉主渠总长 2000 米，因年
久失修，渗水严重，渠内长满了杂草，灌溉效
果越来越差，下游用水紧张，村民们希望修
建防渗沟渠和稻田防渗硬化的呼声很高。”
陡寨村党支部书记宋志军介绍说，近年来，
陡寨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坚持党建
引领，聚焦巩固脱贫成果，围绕农民增收，聚
焦群众利益办实事。

整合小资金，分担群众“焦心”事。通过深
入走访发现今年在粮食安全生产工作上，群众
普遍反映村里很多稻田因水利灌溉缺失而转
产，如果今年恢复水稻种植群众担心劳而无
获。为此，村“两委”通过多次召开院坝会征求
意见后，组织党员会议研究决定用村级集体经
济20余万元，实施沟渠防渗工程2000米，稻田
防渗约3218米，解决了陡寨村300亩稻鱼示范
区水利灌溉问题，预计每亩增收1500元。

制定小制度，化解群众“烦心”事。在衔
接乡村振兴建设路上，陡寨村致力农村环境
整治，不仅严格执行每周一大扫的要求，还
将整治环境卫生纳入村规民约，规范化管
理、制度化监督，全村卫生户达标 96.5%、卫
生模范户达 56%。目前，该村已经形成户户

争当环境卫生模范户、人人争做环境卫生整
治员的氛围，全村环境干净整洁、户内井井
有条，是名副其实的环境卫生模范村。

成立小机构，代办群众“揪心”事。年
初，陡寨村乌忙组“寨管委”成立，该管委会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暖心代办群众“揪心
事”，积极向村委会协商，完成了微耕机采
购，确保了撂荒土地复垦 10 亩；积极配合乡
党委工作，实现了通组公路开建；解决各类
生活事 12 件。

据悉，陡寨村新一届党支部成立以来，
及时解决了水毁沟渠 21 米维修、生产步道
30 余米维修、化解矛盾纠纷 2 起、为民办实
事 26 人次，班子中青搭配合力出显，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

雷山县陡寨村：

聚 焦 群 众 利 益 办 实 事

本报讯（通讯员 郑涛 杨梅） 近日，在
三穗县款场乡等溪坝区辣椒种植基地上空，
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徐徐盘旋，喷洒农药灭
虫，整个过程快捷高效。

前不久，款场乡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秦
余凯在开展病虫害监测预警防治工作中，发
现等溪坝区辣椒种植基地有不少辣椒叶片
呈窗纱透明状空洞。经初步判断，是斜纹夜
蛾啃食后留下。

斜纹夜蛾是一种喜温性害虫，对于斜纹
夜蛾的防治，早发现，早打药。

事不宜迟，秦余凯立即联系县农业农村
局，调运无人机喷洒农药对辣椒基地病虫害
进行化学防治。

“以前给辣椒打药，一人一天最多只能打
3亩多，一个生长期至少打两遍才能防治病虫
害，不仅效率低而且还累。这次用无人机喷
施农药，短短2个小时就喷洒了200亩，既安全
又高效。”等溪村支部书记万台信说道。

“与传统人工手动喷药作业相比，无人
机自动定航、定速、喷雾，精准打药，可以达
到最佳的防治效果。”县农业农村局中级农

艺师张必胜说。
这次用药由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全

部采用生物农药，专门针对辣椒斜纹夜蛾等
病虫害，通过智能无人机喷防作业，远距离
遥控操作，不仅能提高喷洒作业安全性，还
可以减少农药残留，促进农业朝着更加绿色
生态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该县农业农村局利用植保无人机，
帮助种植大户、缺劳动力户等开展病虫害防治
作业面积达6786亩，有效确保农作物增产增收，
达到农药减量，节约成本，提质增效的目的。

三穗县款场乡：

无 人 机 田 间 灭 虫 助 农 保 丰 收

本报讯（通讯员 韦文广 杨再文）今年以来，黔
东南州纪委州监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突出“群团
姓党”第一属性，把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工作
纳入大党建范畴，强化阵地联建、活动联创、工作联
抓、队伍联建、成果联享，以党建带动机关群团工作
实起来、强起来，助力模范机关建设。

抓党建带工建，打造“职工之家”。突出工会政
治性建设要求，指导完成机关工会换届工作。充分
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的职能作用，认
真抓好职工节假日、生日慰问等慰问工作，邀请专
家为机关干部职工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辅导，为工会
职工协调解决职工就医住院、孩子上学等实际困
难。先后协调组建了乒乓球、篮球、足球等兴趣爱
好活动小组，不断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时间，以关心
关爱提升干部职工获得感和幸福感。积极做好机
关先进工作集体培育和选树工作，引导大家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今年以来，共为工会职工
解决实际困难 22 个，州纪委州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荣获“2022 年黔东南州工人先锋号”称号。

抓党建促团建，打造“青年之家”。成立州纪委
州监委机关团支部委员会，着力发挥共青团组织青
年、凝聚青年、引领青年、教育青年的桥梁纽带作
用，加强青年干部教育管理。扎实开展机关“青年
干部讲堂”活动，分类型分众化搭建集中学习、青年
学思、业务交流等平台，促进青年干部边学习、边工
作、边交流、边提升。组织青年党员干部到天柱县
渡马镇、剑河柳川镇等地开展党建带团建主题系列
活动，通过重走长征路、实地学习红色故事、集中过
入党、入团政治生日，不断提升党组织和团组织凝
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今年以来，共开展主题联
建活动 2 次、集中学习讲堂 2 期、支部研讨讲堂 35
期，80 名青年干部上讲台作讲授、交流。

抓党建强妇建，打造“妇女之家”。指导完成
委机关妇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以年度机关党建工
作要点为基础，制定妇委会年度工作要点，认真开
展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和“喜迎二十
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实践活动等活
动。以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政治家访、紧扣传统节
日内涵开展主题活动、开展“最美家庭”创建等活
动为抓手，推进廉洁文化“进家庭”活动，把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融入纪检监察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
中，教育引导全体纪检监察干部用清廉守护幸福，
以家风涵养清风。今年以来，共组织开展妇女儿
童维护法制宣传等相关活动 3 次，州纪委州监委
机关妇委会 5 月份被全国妇联评为第十三届全国
家庭工作先进集体。

州纪委州监委：

以党建带动机关群团工作实起来

最 近 ，持 续 高 温 天
气，有关做好节约用电的
话题热了起来。然而在
我们身边，至今仍然还有
一些人节能意识十分淡
薄，比如办公室室内的光
线明明很好，日光灯仍毫
无顾忌地开着；许多电脑
闲置时也常开着；电视机
等家电关机后仍处于待
机状态……

比如，前些天本地
下了一场大雨，气温下
降了好几度。可当笔者
走进一家单位时，突然
一阵飕飕的凉风迎面吹
来，细一看原来是该办
公 室 里 的 空 调 开 得 很
低，于是赶紧办完事就
走 ，惟 恐 冻 出 感 冒 来 。
而一些宾馆酒店等公共
场所也是经常将空调温
度调得很低，以至于工
作人员可以穿着西装接待顾客，而顾客对
此很不适应，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
有。也许有人会说，眼下是烈日炎炎，人
们自然想有个清凉之地避暑，可清凉不等
于冰凉。人们一走进这些宾馆、酒店就浑
身起鸡皮疙瘩，连打喷嚏，而宾馆工作人
员对此倒是早有防范，长衣长裤“全副武
装”，如此一来，宾馆分明就成了“冰馆”。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公”字在心里作
怪！如果是私人的东西，他们还会这样
做吗？

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就发出相关通
知，要求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
制，“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
20 摄氏度。”但长期以来，这一规定形同虚
设。相关测算表明，空调每调高 1℃，就可
以节能 6%~8%，大大减少碳排放。

笔者以为，节能无小事，节约用电不
妨从我做起从身边入手并形成自觉。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
起，努力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点一滴能
源，积极应对能源紧张的矛盾，使节约用
电，节省能源真正成为全民的共识。另
外，有关部门应及时为那些患有节约麻木
症的单位和个人开一帖清醒剂，让他们尽
快醒醒脑，不能任由其麻木不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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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忠寿）仲夏时节，万
物繁茂。在黄平县谷陇镇青塘村香菇基地
160 个温室大棚里，一股淡淡的菇香扑鼻而
来，圆润饱满的香菇像一朵朵撑开的小伞，
长势格外喜人。

“我在香菇基地已经干了 3 年，每年务
工时间达 8 个月，每天收入 100 至 120 元，一
年下来也有两万多元，还方便照顾家庭老
小。”谈到在家门口就业的好处，村民龙光芬
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

“每到产菇期，每天都有20至30人村民来
基地务工，多时达50到60人，基地年务工支出
超过70万元。今年上半年，第一批种植香菇

35万棒，按5月份市场价格一棒香菇10元算，
产值达到350万元。第二批将种植香菇40万
棒，大约9月底出菇。全年香菇产值可达800
万元。7月份这段时间香菇价格上涨，我们香
菇供不应求。”香菇基地负责人李公民说。

青塘村党支部书记杨刚告诉笔者，目
前，村里有 2 名在外打工的党员和 1 名入党
积极分子，因疫情反复而返乡种植香菇，每
人种植 2 万棒一年就有 10 万元纯利，比在外
打工强得多。

小香菇托起起村民共同富裕梦。为发
展壮大香菇产业，青塘村推行“支部+基地+
农户”壮大村集体经济模式，以村委会名义

流转村里闲置土地给公司种植香菇并收取
土地费用作为集体经济收入，村党支部负责
组织村民到公司务工，实现村集体、企业、农
户三方共赢。

近年来，黄平县突出党委统筹抓总、支部
引领推动、党员参与奋进，深入实施村集体经
济“兴业工程”。全面盘点各村“三资”情况，
划分“先锋、中坚、蓄能、后劲”4个梯队，深入
开展村集体经济“梯队管理法”和“强村带弱
村”帮带活动；县级领导、县直各单位联点 7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形成县委主抓、部门联
动、乡镇促动的工作格局，夯实了持续发展的

“底子”，提振了乡村振兴的“底气”。

黄平县：

小香菇托起村民共同富裕梦

西瓜错季种植促增收

近年来，榕江县充分利用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积极调
整西瓜种植结构，引进新品种，通过党支部引领，合作社示
范，带动群众错季节种植西瓜，以达到错峰上市的目的，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榕江县瓜农正忙着采收西瓜，供应市场。

（通讯员 杨成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