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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 通讯员 江春
健）近日，记者在镇远县羊场镇龙洞村稻
田种养示范基地看到，田间的稻谷随风
翻涌着金色的波浪，田水中，灵动的鱼儿
在游弋，硕壮的牛蛙在欢跳……好一幅
稻蛙鱼生态种养丰收图！

“稻蛙鱼生态种养模式，是利用蛙的
养殖效果和鱼的养殖效果与水稻种植相
结合的一个新兴产业，蛙可以消灭稻田
里的害虫，鱼可以吃稻田中的杂草和牛
蛙 的 饲 料 残 渣 ，而 水 稻 又 以 蛙 鱼 粪 为
肥，形成了绿色循环生态农业。”龙洞村
党支部副书记蒋荣恩告诉记者。

蒋荣恩介绍，今年龙洞村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稻蛙鱼”生

态种养发展模式，以土地流转获租金、参
与务工获酬金、利益联结分红金等方式，
吸纳 14 户农户发展 20 亩“稻蛙鱼”产业，
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目前带动 420 户
农户发展 530 亩“稻蛙鱼”产业。

据了解，龙洞村是省级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推广基地，当地政府非常重视该
项目的推广。从水稻育苗、稻田整理开
始，县、乡农技人员、驻村干部和村干部
们就深入基地指导，对农户进行科学种
养、施肥技术、田间管理等方面进行“点
对点，面对面”操作示范，让村民们学到
真技术、掌握真本领。

“说起来真的不好意思，以前我一个
大男人看见蛙就怕，不敢碰，今年乡里、

县里的专家来教我们怎么养殖牛蛙、怎
么防病，慢慢就习惯了，我现在每天看
见这些蛙跳来跳去的很开心，再也不怕
蛙，因为蛙是我生财的宝贝……”村民杨
德芳开心说道。

龙洞村通过“稻蛙鱼”生态种养模
式，不打药、不施肥，在实现现代化农业
绿色环保理念的同时，也带动乡亲们就
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备注：1亩=0.0667公顷）

镇远县龙洞村：

稻 蛙 鱼 共 生 一 田 三 丰 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教师岗
位上，她 17 年如一日，始终以一个优秀教
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深受社会各界
的赞誉，家长称她为“好老师”、学生称她
为“好妈妈”。 她叫张秀兰，是从江县洛
香镇中心小学的教师。

张秀兰自 2005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担任小学数学教学工作。在工作岗
位上，她忠诚于教育事业，爱岗敬业，成绩
卓著。她说，讲台就是她的战场，教学就
是她的使命，教师是她引以为豪的职业。

“在教学中，她严格要求自己，业精
于勤，注重师德培育，关心爱护每一位学
生，做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良师益友，时
时处处为人师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用心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
题，细心管理好所带的班级，主动关心
学校的发展，善于提出好的建议，积极
维护学校的荣誉、利益，尽职尽责成为
教师队伍中的榜样。”洛香中心小学校

长石有新说道。
作 为 一 名 教 师 ，张 秀 兰 教 人 先 教

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她的口
头禅。工作中，她经常向经验丰富的老
师请教，通过专业书籍和网络学习，不断
打开教学思路、丰富教学方法、探索教学
路径，教学成绩得到稳步提升。自 2015
年以来，先后获得县级教学质量一、二等
奖，被从江县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师”

“先进教育工作者”，2018 年荣获贵州省
教育学会科研论文及教学设计评选鼓励
奖，2020 年在百家论坛杂志社论文中摘
获一等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对她
教学成效的肯定，也为她以后更好地开
展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张老师为人和善、热情，家长们提
出的问题都会耐心解答。有的学生成绩
跟不上了，也会细心指导，学生遇到这样
的老师，真的是一种幸运！”一位学生家
长如是说。

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作为一名洛小
人，张秀兰始终将学校的建设发展放在
心上，体现在行动上，通过多方渠道争取
发展资源。2019 年，她通过积极与澳门
濠江中学家长沟通，争取到 19 万元用于
资助该校 122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之后
又与洛香加油站对接联系，争取到 3 万元
用于资助该校品学兼优学生，为学校建
设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 尺 讲 台 存 日 月 ，一 支 粉 笔 写 春
秋。因为责任，所以坚持；因为喜欢，所
以热爱。张秀兰说，她将一如既往的躬
耕于岗位，继续当好家长的“好老师”、学
生的“好妈妈”，致力于做好教育路上的

“守望人”。

教 育 路 上 的“ 守 望 人 ”
—— 记全州优秀教师张秀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道东 通讯员 吴德军 黄玉

碎牛肉、面包边、羊肋排的骨
间肉还有海苔的边边角角……因
售价便宜又与正装食品味道一致，

“边角料”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那么，购买“边角料”是否
真的划算呢？（9 月 12 日《北京青年
报》）

所谓的食品“边角料”，也叫
“边角料”食品，一般指制作食品时
切割、裁剪下来的零碎材料。它们
有的是形状不规则，有的则是生产
时外观破损等原因不被正装产品
采用，但其加工工艺、品质与正装
产品一致。由于这类“边角料”食
品不是厂家故意生产的，只能算作
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所以
一般产量不大，一些厂家为了避免
浪费，也为了增收，会将边角料低
价出售，价格往往只有正品的一半
甚至是更低。

由此不难看出，“边角料”食
品，就是牺牲了卖相，但是口感、味
道与正品无异，价格却便宜了很多
的食品。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
特点，所以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
的青睐，一些人甚至专门跑到一些
面包店、蛋糕店购买“边角料”食
品。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品牌的食
品企业，也开始通过直播带货等方
式，出售自己的“边角料”食品，同
样受到了网友的欢迎。

事实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为
了控制成本，都会尽量减少“边角
料”的产生。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
食品“边角料”，不乏打着“边角料”
旗号售卖的大包装食品或零食，甚
至是混入过期食品的“问题食品”，
或没有食品合格证的“三无产品”，
食品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所以对
于“边角料”食品的热销，我们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
对于一些假冒正品品牌的“边角料”食品，甚至完全
就是“三无”产品的“边角料”食品，却不得不防。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网购食品“边角料”时更
要看清保质期，看准食品来源等相关介绍，认准证照
齐全、品牌清晰、售后有保障的正规经营者。而从政
府职能部门的角度来看，只要用来出售的商品，都应
该纳入食品安全监管范围，保证其卫生、健康和安
全，而不管其是不是“边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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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亮）今年以来，剑河县以“农村消
防基础设施三年行动”收官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及国
务院帮扶问题整改为结果导向，在主动争取补助资金
1820 万元推进农村 29 个村寨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上，乘势而上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
发展任务）补助资金 22 万元和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村建设资金 45 万元分别推进 1 个少数民族村寨和
2 个传统村落消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农
村火灾防控能力。

高度重视传统村落和民族村寨保护和火灾防控工作
基础建设。资金支持到位后，该县就如何做好传统村落
和民族村寨的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
划，结合调研情况，安排 67 万专项资金对 2 个传统村落
（久仰镇基佑村、磻溪镇洞脚村）和 1 个民族村寨（久仰镇
久甲村）的消防管网、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池设施进行维
护改造，同时新建 1 个高位水池 100 立方米，增配破拆工
具、消防水枪、消防水带、消防机动泵、灭火器等器材，提
升建设内容，使传统村落和民族特色村寨火灾防控工作
明显提高。

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组建。该县在全县 243 个 50
户以上木质连片村寨（含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动员村民
成立 243 支农村义务消防队，并配齐简易灭火器材，每日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巡查不少于 2 次，形成经常性隐患自查
自改体系，同时，大队针对农村村寨火灾防控实际，结合
县、乡、村三级消防知识培训，制定义务消防队业务培训
计划，组织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和村寨志愿消防队开展
专兼职队员消防培训演练工作，进一步提升农村消防安
全管理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乡镇公安派出所、网格员
点多、面广、情况熟的优势，以“敲门行动”、农村家庭主体
责任落实等为契机，结合“黔小消 APP”整改火灾隐患，真
正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寨、寨不漏户”。

剑河县：

统筹资金推进农村消防设施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邰春）近日，台江县老屯乡报效村
辣椒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一株株辣椒长势旺盛，红彤
彤的的辣椒压弯了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袋、搬
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的辣椒长势好，价格也很不错，真的是丰收
了！”正在田地里采收辣椒的报效村村民张文芳说，他和
其他村民一样种植辣椒，日子越过越红火。

报效村将辣椒种植这一“短平快”产业作为农户增收
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主要途径。

近年来，老屯乡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为
抓手，探索实施“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充
分利用辖区坝区资源，大力发展构建蔬菜种植产业链
条。不仅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同时有
效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抱团发展，
走出一条“支部增活力、集体增实力、村民增动力”的产
业发展之路。

台江县老屯乡：

辣椒迎丰收 日子似火红

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摘自《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 第三
条）——黔东南州纪委州监委 宣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
古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充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我州各地群众共庆中秋
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共享美好新
生活。

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在三穗
县武笔社区、台江县萃文街道方黎湾社区、
丹寨县金泉街道移民安置社区，社区工作
人员与群众以共同制作手工月饼、包饺子、
慰问困难家庭等方式，增进邻里感情，共享
文明风尚。

“自从我们搬到这里来有了好的生
活，住上了干净明亮的房子，今天还过了一
个团团圆圆的中秋节，感到非常开心。”丹

寨县金泉街道金扬社区居民潘华凤说。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教师节，在从江县

大地幼儿园，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
搓、揉、包、压，精心制作出了一款款独特
的月饼，并将月饼赠与老师，在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孩子们尊师明礼
的良好品格。

在锦屏县第五中学，同学们围坐操场
上一边品尝着月饼和水果，一边听着老师
讲述有关中秋节来历的故事，感受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魅力。

锦屏县第五中学九（5）班学生胡晓珊
说：“我与老师们同学们一起过了一个十分
有意义的中秋节和教师节，我们在活动中

知道了有关中秋节的习俗和知识。”
在丹寨县第三幼儿园，一场欢乐的庆

中秋猜灯谜活动正在进行，小朋友们纷纷
开动脑筋，抢着向老师说出正确答案，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

“刚才我去猜灯谜，那些灯谜一点都不
难，我全都猜对了。”丹寨县第三幼儿园学
生毛壮壮开心地说。

丹寨县第三中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开展了一系列教师节趣味游戏活动，让
老师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活动现场，通
过设置趣味障碍赛、欢乐蹦蹦跳、拔河比
赛等游戏，让每一位老师都参与进来，享
受其中的乐趣。在开展趣味游戏的过程

中，老师们通力合作，跨越呼啦圈、坐气
球、踩气球的有趣场面，令围观的学生和
老师都忍不住开怀大笑，加油声、欢呼声
响彻整个操场。

为庆祝佳节丰富师生文化生活，雷山
县中等职业学校在学校操场举办了“包饺
子”活动，共同庆祝教师节、中秋节。

活动现场，学校餐厅工作人员准备好
了面粉和饺子馅等，师生们以班级为小组，
纷纷按小组领取工具。随着一声令下，包
饺子活动开始，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热
情高涨、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和面、有的擀
面皮、有的包饺子，活动开展的紧张有序，
现场一片欢歌笑语。

共庆中秋佳节 体验传统习俗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星伟 龙思全

9 月 9 日，丹寨县第三幼儿园举行迎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孩子们通过做月饼、猜谜
语的形式，提高动手、动脑能力，感受传统文化，喜迎佳节。

图为教师在指导小朋友猜谜语。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9 月 9 日，州民族特殊教育高级中学党支部提前组织学生过中秋。围绕“喜迎二十
大，中秋话团圆”这个主题，在学校运动场分组开展讲中秋故事、套圈接力跑、蒙眼转圈
圈等系列活动，校园呈现一派祥和喜庆气氛！ （通讯员 罗云召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新玥 张银芳 张伟）近年

来，州委政研室围绕重大文稿起草、重大课题调

研和统筹改革工作三大核心业务，注重打造“开

口能说、提笔能写、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高素

质政研改革干部队伍，从提升青年干部综合能力

破题开篇，积极探索以“紧盯一个共同目标、明确

两条工作线路、突出三个带头示范、聚焦四个学

习平台支撑”的“1234”工作法不断提升干部队伍

素质，推动青年理论学习与政研改革工作深度融

合，引领政研改革工作高质量发展。

紧盯一个共同目标。以着力提升青年干部

个人素质、为州委决策提供高质量文稿服务为奋

斗目标，积极鼓舞青年干部要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争做“信念坚

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

好干部。今年以来，州委政研室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主战略贯彻落实新国发 2 号、黔府发 7 号

文件重要决策部署和州委中心工作，共计起草重

要文稿 170 余篇。

明确两条工作线路。坚持学习请进来和经

验走出去的工作线路，积极探索“州委政研室业

务知识拓展培训”模式，坚持“经验共享、互相促

进、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原则，做好改革业务

统筹和改革经验信息提炼等工作进行现场探讨

和互动交流，以达到相互促进和相互提升的效

果。今年以年，室班子成员、业务骨干分别前往

锦屏、施秉、岑巩、州委党校等县、部门开展业务

交流 10 余场次。

突出三个带头示范。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

范、党员先锋模范做典型，普通干部以身作则全

覆盖，推进干部队伍素质提高，关键在领导干部

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州直机关“优

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文明标兵”“身

边榜样”等身边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全体党员主

动带头学习理论、争创佳绩，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聚焦四个学习平台支撑。以室理论中心组

学习为抓手，充分发挥领导班子学习理论带头作

用，构建起室班子及时跟进学、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研讨学的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室理论中心

组共召开集中学习会 3 次。党支部按期统筹

学。抓实“三会一课”，按期按时统筹跟进学，要

求全体党员人人上党课，在全室营造了“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积极开展青年干部上讲台

谈学习、谈工作体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

富和完善青年干部学习内容和方式。

州委政研室：

多举措提升青年干部队伍综合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李格林）日前，雷山
县望丰乡青山村，方祥乡陡寨村、西江镇
龙塘村等各村寨纷纷开展助学奖学暨家
教家风活动，以喜庆的氛围欢送莘莘学子
踏进美好的新校园。

近年来，在青山村、龙塘村等影响
下，雷山县各村寨党支部深化党建推动
乡村振兴举措，将捐资助学与乡风文明
建设一体化推进，纷纷成立助学奖学协
会，有序有效开展助学奖学活动。

各村本着自愿的原则，积极动员本村
籍中共党员、在外工作人员、务工人员、经
商人士以及企业爱心人士等踊跃捐款，捐

资助学奖学活动在各个苗寨蔚然成风。
助学奖学活动的开展，能较好地引导全村
村民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在全村形成传
承耕读好家风及兴文重教、崇学向善的文
明之风，让受助学生心怀感恩党、感恩国
家、感恩社会之心。同时，以受奖励学生
为楷模，为弟妹树立学习榜样，明确学习
目标，激发主动学习的动力。

据该县关工委统计，目前该县开展
助学奖励活动的行政村（社区）有 56 个，
占总行政村的 36%，累计奖励录取就读博
士、研究生、本科、专科生 1101 人，发放助
学奖励金 1339610 元。

“今天，深感录取大学是人生中一件
令人欣慰的事情。村里的奖励对我们来
说是鼓励，更是鞭策，进入大学校园后，
我将更加勤奋学习，给弟弟妹妹们树立
好榜样，让家乡多出大学生、多出人才。”
被贵州大学录取的西江镇陡寨村学子余
芳芳高兴地说。

据悉，该县很多村干部都表示持续
把助学奖学活动传承下去，进一步将活
动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形成长效激励机
制，努力营造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培育
人才的良好氛围，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进
程，实现人才兴农，振兴乡村。

雷山县：

开 学 季 助 学 奖 学 活 动 蔚 然 成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