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 凯 校检：王文辉

E-mail：qdnrb67@163.com

本报讯（通讯员 杨 俊）9 月 15 日，
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明波调研天柱县疫
情防控工作。县领导龙腾、王建元、顾
启明及县政府办、县卫健局主要负责人
参加调研。

赵明波一行先后到县人民医院、县
体育场核酸采样点、天柱高速公路服务
卡口、天柱汽车站、高酿高速公路服务
卡口等地，现场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工
作，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整体情况及值班
值守、应急物资准备、核酸采样、数据
核查、预检分诊、流调等情况，并叮嘱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赵明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弦，织
密扎牢疫情防控网，毫不松懈抓好高速
公路服务卡口、汽车站及重点人群核酸
检测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赵明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省、州工作部署上来，全面落
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
加大高速公路服务卡口排查管控力度，
严格落实人员信息登记、扫码测温、查
验核酸检测报告等措施，做到不漏一
车、不落一人，全力筑牢“外防输入”严
密防线。核酸检测是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重要手段和核心环节，要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提升检测效率，确保全
过程科学规范、各环节无缝衔接。要加
强现场秩序维护，积极引导群众做好个
人防护，严格落实好佩戴口罩、保持一
米间隔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妥善处理
好医疗垃圾，确保核酸检测工作安全、
有序、高效开展。

县政府主要领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龙涛）9 月 15 日，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调研组对全县治理
滥办酒席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龙剑参加调研，县相关
职能部门、乡镇（街道）、村负责人及部
分县人大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县文明办负责同志就
县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要求出台文
件共同治理滥办酒席的建议”进行了
回复。

讨论中，参会人员提出，要进一步
完善村规民约，将治理滥办酒席列入村
规民约条款，采取多形式多角度大力宣
传关于治理滥办酒席的相关规定，要充
分利用合约食堂规范操办酒席，统一标
准，减轻老百姓负担。对于违规操办酒
席不听劝导的，要加大查处力度。各级

各部门要加强联动，齐抓共管，形成治
理滥办酒席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近年来，该县纪委、县文
明办、县民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相继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明禁止操办“升
学宴”“谢师宴”纪律的工作提示》《关
于重申加强城乡滥办酒席治理工作的
通知》《关于印发〈天柱县全面推进婚
丧移风易俗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系列
文件，倡导规范操办酒席，严格厉行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坚决遏制巧立名目
滥办酒席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下一
步，天柱县将加大各乡镇（街道）、村
（居）、社区关于落实治理滥办酒席相
关规定的督查督办力度，进一步强化
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推
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专题调研全县治理滥办酒席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龙茂 张才润）近
日，天柱县围绕“推广普通话·喜迎二
十大”主题，采取“七个一”开展第 25 届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全县 83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 3400 多名教职工、
62000 多名学生参加推广普通话活动。

举行一次国旗下讲话。利用周一
升国旗活动，做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并
由少先队大队部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
推进学校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进一步
规范化、制度化。

召开一个主题班会。各班开展以
“写好规范字，讲好普通话”的主题班
会让学生更深刻地明白推广普通话的
意义。

进行一次手抄报比赛。各年级以
“推广普通话，喜迎二十大”为主题开
展一次手抄报比赛，一二年级以绘画
为主，每班限 3 个作品，全校进行集中
评比。

举行一次规范汉字书写比赛、作业
展评。组织二至六年级学生开展规范
汉字硬笔书写活动，每班推荐 2 名选手

参赛。
开展一次“小手拉大手”活动。利

用班级微信群向全体家长发出倡议《致
全体学生家长的一封推广普通话公开
信》，要求家长参与到此次推广普通话
周活动中来，开展“我给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当老师”活动，发动学生运用
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纠正家庭里存在的
方音、方言及不正确用字的现象，以实
现“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
推动一个群体”的推广普通话两级跳。

开展一场“经典诵读”比赛。继续
开展学校、幼儿园经典诵读的系列活
动。进一步提高学校、幼儿园师生语言
文字规范意识和推广普通话参与意识。

成立一支推广普通话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推广普通话志愿者服务队，利
用教师节、中秋节两节期间及周末等课
余时间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村尾
寨头等开展推广普通话活动。真正让
老百姓普通话应用水平得到实质提高，
促进生产生活，为促进乡村振兴贡献一
份力量。

天柱县“七个一”助推第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肖明忠 吴玉枝）
“我已经义务献血好多年了，每次都献
400 毫升。献血不仅对身体有利，而且
还可以帮助别人，对社会也是一种贡
献。”近日，“准新兵”教练员章文标拿
着手中的献血证说。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还能挽救
不可重来的生命。为引导广大应征青
年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9
月 8 日，天柱县人武部今年再次组织

“准新兵”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
行动奉献爱心，为义务献血公益事业
贡献力量。

“作为一名机关党员，我们应该要
起带头作用，能够用自己的血帮助别

人，我感到很高兴。”已经多次献血的
征兵合署办公工作人员唐晓华说。

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献血，但
应征青年们还是很积极踊跃。在县红
十字会和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小伙子们有序地填表、体检、献血。刚
献完血的“准新兵”白明鑫兴奋地说：

“在去部队之前能为家乡人民献上一份
爱心，我感到特别光荣。入伍后我也会
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品质，加强学习和锻
炼，增长知识和本领，为国家和人民做
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当天有应征青年、征兵办
合署办公人员共计 50 余人参与无偿献
血活动。

天柱县广大应征青年踊跃无偿献血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珍霞）近日，天
柱县渡马镇共和村甘溪侗寨一间民房
由于电线老化导致短路引起火花，触发
无线烟感报警器后，渡马镇“智慧消
防”平台发出报警提醒，该镇应急指挥
中心大屏随即弹出警报，微型消防站第
一时间派人前往现场察看情况，并向该
户告知报警情况，提醒及时排出隐患。

“非常感谢政府免费为我们安装的
这个无线烟感报警器，我平时在渡马集
镇做生意，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要是
没有及时发现火情并扑灭，后果不堪设
想！”户主陶光荣激动地说道。

智慧消防就是综合运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对包
括烟雾报警器、燃气报警器等各类探
测器及视频终端设备通过物联网进行
集中接入管理，实现对农户电压实时
监测、火灾感知预警报警、发现问题随

手拍和风险巡查定位等“可视化”管
理。一旦出现火情，终端预警信息会
通过物联网直接传输到数字消防综合
管控平台、镇消防站、微型消防站、农
户手机等，以便于第一时间处置火情，
避免火灾扩大。

近年来渡马镇大力开展数字乡村
建设，投入财政资金 60 余万元，率先在
甘溪传统村落实施“农村智慧消防在线
监测预警平台”建设，从而实现“传统
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

据悉，渡马镇“智慧消防”系统于今
年 5 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已覆盖辖区
内 215 户住户，发布智慧预警 30 余次。

接下来，渡马镇将结合实际不断扩
充系统功能，进一步完善“智慧消防”
系统建设，推进消防数字化建设，全面
提升火灾防控、灭火救援智能化水平，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渡马镇：

“智慧消防”织牢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

本报讯（通讯员 杜作金）年初以
来，天柱县采取“五步工作法”，助推
师德师风专项教育整治取得实效。

制定一套方案，绘制美好蓝图。
天柱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
的师德师风专项教育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天柱县师德师风专项教
育整治工作方案》，紧紧围绕方案开
展各项工作，让方案真正能“立得住、
行得通、用得顺”。

压实两层责任，强化压力传导。
一是压紧教育部门职责，与县教育主
管部门签订责任状，做到明确职责、
主动担责、自觉履责、失责问责。二
是厘清校园主体责任，学校是师德师
风建设的主战场，制定学校“师德师
风建设工作方案”，采取预防为主、惩
戒为辅的原则，努力开创师德师风建
设新局面。

明确三个目标，找准工作方向。
一是营造师德师风正气，通过树典

型、扬正气、惩失德，形成师德师风建
设红线不能碰、不敢碰、不想碰以及
正面典型人人夸、人人追、人人仿的
良好局面。二是打造教学质量高地，
通过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教师从教行
为，让敢拼敢干的优秀教师得以凸
显，让“佛系教师”毫无生存空间，从
而带动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三
是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制定师德师风
责任机制、师德教育培训机制、师德
激励机制、师德考核机制、师德监督
和失德行为惩处机制，构建“失责必
问、管教并举”的良好格局。

狠抓四项举措，确保落地见效。
一是学习教育提认识。全县82所中小
学、幼儿园制定了师德师风专项教育
整治实施方案和详细学习教育计划，
共开展集中学习3695场次以及警示教
育 413 场次。二是深入查摆找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去薪”。采取向学生
和家长及社会征求、领导点醒的方式，

广泛征求到学校问题清单 1000 多条，
教师问题清单1.5 万余条，形成问题整
改台账。三是强化整改促提升。对整
改不彻底、流于形式的，坚决依规依纪
依法予以惩处，提醒约谈8所学校负责
人，通报师德失范典型问题 8 起，批评
教育 351 人，通报批评 31 人，诫勉谈话
12 人，责令检查 2 人，取消评优晋级等
方面资格 2 人。评选师德师风示范学
校9所、十佳校（园）长10名、师德标兵
79 名。组建师德师风宣讲团 7 个，到
学校开展巡回宣讲 19 场次，受众教师
1216人。共修订完善规章制度463个，
新建规章制度 277 个。四是评估总结
见成效。采取单位自评、领导小组验
收的方式，对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开展
情况进行评估验收。评分90分以上的
学校有82所，合格率100％。

落实五级管理，贯通联动发力。
一是县领导联系。在职县领导每人
至少联系一所学校，经常深入开展调

研、座谈，传导责任压力，更科学地制
定顶层决策；二是局班子包保。县教
育主管部门班子成员对各中小学、幼
儿园实行师德师风建设包保制度，负
责统筹抓好所包学校的师德师风建
设、调度、监督和检查等工作；三是纪
检系统监督。县纪检系统成立县师
德师风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组，对各学
校落实师德师风工作专班各项指令、
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对不
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情形进行问
责；四是乡镇（街道）监管。县师德师
风建设实行属地管理责任制，对本乡
镇（街道）辖区内学校定期开展师德
师风排查整治，有效防止师德师风负
面突出问题的发生。五是联络员督
导。每所学校至少都安排有 1 名联络
员，负责师德师风建设具体工作的上
传下达、材料审核、业务指导、督导检
查等工作，有效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
作落到实处。

天柱县多举措推动师德师风专项教育整治取得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龙本英 周荣
塘）金秋时节，笔者走进天柱县蓝田
镇东风村坪寨片，看到工人们正忙着
拌泥浆、砌石贴花。

笔者好奇地走进施工现场了解
到，原来这是该村正在加紧实施坪寨
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建设。跟随驻村干部在坪寨走了
一圈，映入眼帘的是村寨的道路硬化
了，群众的庭院更加美丽了，房前屋
后也扎上了竹篱笆，道路旁也布上了
一面面不同风格的民俗民风图画……

走进杨通斌、杨素英夫妇家的农
家小院，只见一棵拱形槐树“拱”在他
家大门上面，水泥硬化的院子被打扫
得干干净净，一排盆栽小花把院落打
扮得漂漂亮亮，屋里各种生活物品摆
放整齐。

每天清晨，杨通斌、杨素英夫妻俩
都要把屋里屋外打扫一番。杨通斌
说，庭院是居住环境重要的一部分，

整齐的院子、美丽的花草，让人心情
舒畅、生活舒适。

“在我们坪寨村搞乡村振兴建设，
老百姓特别高兴，现在硬化道路四面通
达，生活环境越来越美，退休后能够居
住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之中，每天心情
都特别好。”杨通斌在自家院子，一边给
盛开的鲜花浇水，一边满意地说。

今年以来，蓝田镇东风村坪寨片
以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为契机，借助州
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点建设第一批试点村这一东风，以
建强支部战斗堡垒、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推进整治村容村貌为重点，通过
项目资金支撑保障、镇村两级聚力推
进、村民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示
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东风村党总支书记杨顺烈介绍，作
为州级示范点，该村紧抓乡村振兴战略
政策，高起点编制村庄规划，坚持基础
设施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绿水青山与民

俗记忆相结合。经过一年的建设，人居
环境和群众精神面貌发生很大改观，
水、电、路都延伸到村里各个角落，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提升。

据了解，蓝田镇东风村坪寨片特
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建设总投资 1505 万元，规划建设项目
共 12 个，目前，已完成实施项目 2 个，
正在实施项目9个，已批复第二批财政
衔接资金项目 1 个。已新建完成污水
管网 3853 米、消防配水管 271 米、消防
输水管 2563 米、消防栓 18 套、污水处
理站 1 座、净化池 1 座、管理房 2 座、消
防蓄水池1座、旧房电路改造46户、道
路硬化 371 米，流域整治 760 米。正在
实施建设“稻+羊肚菌”种植基地 435
亩、新建机耕道路、饮水工程、坑塘治
理、标识标牌系统、生活垃圾分类、

“稻+油菜”、民居整治、村寨巷道提升
等项目。

“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试点项目主要提升了我们村的基
础设施建设，以‘五大振兴’来进行打
造，就是改变群众原有的生活环境，
打造成一个生态宜居的特色田园试
点村。”东风村党总支书记杨顺烈说。

“自服务站成立以来，我们服务站
主要是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以及规
划引领，确保该项目能够保质保量按
时完工。接下来，我们将在东风村实
行积分管理制，利用乡村文明超市这
些载体，鼓励群众自发参与进来，共同
维护好管护好我们已建成的项目。”东
风村乡村振兴服务站站长潘易君说。

乡村美不美，事关乡村振兴的底
色和成色。蓝田镇东风村紧紧围绕
建“绿”产业、建“优”生态、建“美”乡
村，不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积
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动员广大
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整治，全力打造
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
乡村，扮靓幸福底色。

蓝田镇：

建设美丽乡村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吴丛华 谌孙海 杨
俊）眼下正值金秋梨成熟的时节，在天
柱县高酿镇隆寨村、丰葆村、三寨村的
金秋梨基地里，金秋梨挂满枝头，呈现
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走进隆寨村，种植户杨芳池一家人
正在自家的金秋梨种植基地，抢抓时间
采摘金秋梨，采摘、选果、装箱、封箱、上
车、运输，在果园里俨然形成一条流水
生产线。

“我这里主要种植的是金秋梨，面积
有 32.5 亩，今年的产量大概在 3.5 万公斤
左右，预计今年收入达到 14 万元。”杨芳
池介绍，他的金秋梨主要销售方式是零
售、电商、批发，批发这一销路主要销往
广西，桂林、柳州采购商收得比较多，我
们现在有高速路进出口，还有 242 国道，
交通便利了，销路也就广了。

据了解，杨芳池的金秋梨种植基地，
是由其父亲于 1997 年开始创建的，由于

父亲年迈，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继续带头种好、管好金秋梨基地，在自
己实现增收致富的同时，通过聘请临时
日常管护、果子套袋等工人 200 余人次，
发放工资 2 万多元，带动群众务工增收。

与杨芳池家的劳动场景一样，在隆
寨村种植户姚城的金秋梨基地里，他也
叫上家人、邀约亲戚一起帮他采摘金秋
梨准备销往外地。姚城告诉笔者，今年
种了 6 亩金秋梨，产量在 7500 公斤左右，
主要销往广西和周边的县城。

高酿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利用气候、土壤等非常适合
金秋梨生长的自然优势，动员鼓励村民
在自家的荒山上大力发展优质金秋梨，
让荒山披上绿装的同时，也鼓起了村民
的口袋。目前，高酿镇种植金秋梨的村
民共有 40 多户，种植面积 2000 多亩，隆
寨村金秋梨种植基地被评为省级示范
农场。

高酿镇：

金秋梨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杨政成）时

下，正是秋收季节。走进天柱县
坪地镇，稻谷飘香，棒穗金黄，一
派丰收景象。为确保秋收工作有
序开展，坪地镇在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的同时，多点发力、抢抓农
时，确保应收尽收，实现疫情防控
与秋收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虽然今年有干旱、疫情的双
重压力，但是好在有政府，在干旱
时节帮我们引水灌溉，疫情来临
时做好值守巡逻，现在收成时又
帮我们收割，我看今年丰收没问
题。”正在收玉米的更高村村民田
振兴说。

面对疫情防控和秋收生产的
双层重担，坪地镇充分利用微信
群、公众号、村级广播、宣传栏等形
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相关政策、秋收形势、气象信息

和农机具使用规范等内容，引导农
民群众在秋收期间使用农机作业
不违章、不超载、不违规载人，确保
秋收工作安全、有序、规范进行。
同时，该镇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及时协调农机下田作业，并
组织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农
技人员组成先锋服务队和助农服
务队两支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帮
助农户收割稻谷的同时指导农户
合理安排好秋收生产，做到科学收
获，确保秋收颗粒归仓。截至目
前，坪地镇已完成抢收1000余亩。

下一步，坪地镇将严格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相关要求，在从严从实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抓好秋
收生产、森防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不放松，努力下好全镇“一盘棋”，
助力乡村振兴。

坪地镇：

抢 抓 农 时 保 丰 收

近年来，天柱县为加强
国防教育进校园，强化学生
国防意识、担当意识和责任
意识，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天
柱县第二中学、天柱县中等
职业学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军
队需要，积极改革教育方式，
2022 年 秋 季 开 学 陆 续 成 立

“国防班”“预征班”，为国育
人、为军育才。
（通讯员 肖明忠 吴玉枝 摄）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