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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海）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
筹备和建设，2022 年黄平县引进的贵州凯瑞钢
化玻璃制品制造项目实现了提前建成投产的目
标，也填补了该县生产钢化玻璃领域的空白。

近日，该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声隆隆，一片
忙碌的生产景象。

贵州凯瑞钢化玻璃制品制造项目位于黄
平县槐花工业园区，总投资 1000 万元，主要利
用外购玻璃原片为原料，每年可生产 70 万平方
米钢化玻璃。车间负责人告诉笔者，随着高楼
建设日益增多以及安全生产的需要，钢化玻璃
成为建筑材料中的一种刚需产品。

该项目于今年 3 月引进。黄平县按照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为项
目尽快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项目租用园区标准
化厂房一栋，面积4000余平方米，已配套到位玻璃
切割机设备1台、双边磨设备1台、高速四边磨设
备1台、中空机生产线1套及其他附属设备，在职
员工30余人，“CCC”强制认证已申请通过。

据贵州凯瑞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李兴旺介绍，该公司主要生产钢化玻璃以及钢
化玻璃的复合产品，中空玻璃以及夹胶玻璃。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接受订单生产，客户来自
黄平本县以及周边县市，仅有一条生产线产量
一天约 1000 平方米，计划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预计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7000 万
元，年纳税 200 多万元。该项目的投产运营将
有效填补黄平大型玻璃加工厂的空缺，成为黄
平玻璃制造领域的一面旗帜，为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做出贡献。

黄平首家钢化玻璃制品制造项目建成投产

本报讯（通讯员 龙润裕）“我们除了加强
日常调度和以考促改外，进一步规范运作，力
争在今年 11 月底前将我县 142 个行政村 762 个
30 户以上自然寨垃圾清运工作推行市场化服
务……”近日，黄平县住建局就县纪委监委反
馈的关于农村垃圾收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着
手落实整改。

今年来，黄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围绕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监督保
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进一步释放监督
效能，全力护航乡村振兴。

为确保监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县纪委监
委细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专项监督工作方案，围绕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农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等 11 项重点工作开展下沉式监督检查，以强
有力的政治监督督促各级党组织主动扛起政
治责任，助推乡村振兴政策落地见效。

同时，积极发挥镇、村纪检干部“触角”和
“探头”作用，紧盯基层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着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牢牢守住
乡村振兴“廉洁关”。

问题整改是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
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县纪委监委
通过不同方式对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

“回头看”，着力破解制约乡村振兴的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

截至目前，该县纪检监察机关累计开展监
督检查 30 余次，发现问题 9 个，督促完成整改
问题 4 个，谈话提醒 5 人，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1 人，立案 3 件 3 人。

黄平：强化政治监督 护航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杨海涛 赵佳玲）“我们深
知，这里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危险就在
我们周围，大家也无所畏惧……”9 月 13 日，在
黄平县援筑医疗队的贵阳驻地，黄平县第一批
次和第三批支援贵阳市全民核酸检测采样组
工作的 12 名抗疫队员向黄平县援筑临时党支
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把对党的无限热爱与拥
护，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必胜信心写给敬爱的党
组织。字里行间，传递着信仰的力量，见证了
她们的坚定信念。

杨秀是重安镇卫生院的护士，她在入党申
请书中写道：“疫情来袭，初心不改。我是这千
万个奋战一线的防控人员，在党和人民群众需
要我的时候，也是我正向党组织靠拢的时候，
前方就是战场，战况也愈加紧张，我要把参加
此次抗击疫情作为锻炼自己的重要机会，疫情
不下线，我也不下线，为人民群众筑牢一道坚
实的健康屏障。 ”

“面对未知的危险，总是令人感到害怕和
担忧。但是，面对危险，面对灾难，如果我们躲
在后面，大家都不敢上，不敢面对，只会令灾难
越来越严重，我深信，有党的指引，我们一定能
够战胜病毒，请党组织考验我。”县妇幼保健院
护士龙秋英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

“这几天，我们看着身边的党员同志们践
行初心使命，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斗特别感动。医者仁心，我们只是做了一名
医生应该做的，而他们真的是舍小家、为大家，
为了百姓安危挺身而出。所以，我也要加入中
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指挥，听从党的安排，服从
党的命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李琴是
谷陇镇外科护士长，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她
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强烈愿望和抗击疫情
的坚定决心。

据了解，黄平县援筑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于
9 月 11 日晚上成立，自黄平县援筑医疗队临时
党支部成立以来，已收到 12 名援筑医疗队员的
入党申请书，经临时党支部充分研究讨论，并
报临时成立的上级党组织审批同意，决定吸收
2 人成为预备党员。9 月 12 日晚上，第三批次
援筑的 7 名党员和 2 名预备党员一起在黄平县
援筑医疗队的贵阳驻地重温了入党誓词。

黄 平 12 名 援 筑 医 疗 队 员
“ 火 线 ”递 交 入 党 申 请 书

今年年初，黄平县开启“四好农
村路”省级示范县创建攻坚模式，全
县 齐 心 协 力 围 绕“ 四 新 ”主 攻“ 四
化”，积极打造“美丽农村路”，推动
农村公路建设与富民产业、乡村旅
游、红色文化深度融合，让乡村因路
更美、产业因路而兴。

打造“主题公路”让乡村因路更美

黄平县自开展“四好农村路”省
级示范县创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
交通发展，将红色基因注入公路建
设，努力打造农村公路建设与红色
文化、产业发展、旅游景点深度融
合，将“四好农村路”创建与红色故
事、风土人情相结合，以线带点，以
点带面，把公路沿线的红色、产业、
民族等资源串珠成链，让乡村因路
而美。

在“四好农村路”创建过程中，
黄平县重点打造重安大石经马场至
新州南门公路，列为“主题公路”建
设。修建观景台，营造红色文化氛
围，绿化美化路域环境。明确联建
党支部、责任党员、技术管理人员、
执法责任岗位、乡村责任人、养护主
体 ，用 心“ 建 好 、管 好 、养 好 、运 营
好”这条主题公路，因为这条公路有
灯草哨抗战遗址、革命烈士陵园红
色文化，有“三朝桥”“四代路”历史
典故，有贡品马场茶、饮品玫瑰花发

展故事。
灯草哨抗战遗址位于主题公路

山巅，海拔 1100 多米，是古湘黔公
路必经之地。1934 年 12 月红军长
征途经黄平时与国民党部队在灯
草哨开展了激烈的战斗，数十名红
军战士的热血染红了灯草哨山坡，
他们年轻的生命就此定格于这片
土地里，为黄平的解放事业谱写了
光辉的篇章。这是一曲可歌可泣
的红色故事，而重安“八道拐”，则
见证了黄平县公路的变迁，第一代
是 老 湘 黔 线 ，第 二 代“ 八 道 拐 ”改
造，第三代是凯施二级公路建设，
第四代是余凯高速公路，四条不同
时期的公路呈现在同一山坡上，形
成了鲜明的年代对比，展示出公路
发展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交通
事业质的飞跃。

马场茶业却是因“四好农村路”
创建焕发出生机。马场茶明清时期
曾列为贡品，后来由于交通不便成
了无人管理的荒芜茶园。“两年前，
公路铺筑了沥青，物资进出方便了，
村里茶业合作社打理了杂草丛生的
茶园，重振马场茶叶的雄风，做成了
振兴乡村的产业。”茶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寿礼切身体会“四好农村路”创
建给群众带来的实惠，既提供了群
众就业岗位，又重塑了马场贡品茶
的品牌。

目前，“四好农村路”主题公路整
合了沿线红色资源和公路建设历史
典故，创建了一个集红色文化、历史
遗迹和景观旅游、富民产业为一体的

“美丽农村路”品牌线路，不仅为百姓
出行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条件，而
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瞻仰先烈和
赏花观景，激活了美丽乡村建设，铸
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创建“四好农村路”让乡村因
路而兴

沿着“主题公路”前行，穿梭在
稻浪飘香的仁里花园田野、铺满金
色的泥巴寨烤烟基地，到野洞河“洞
中漂流”景区，经滑石板蓝莓基地与
旧州古镇形成闭环，一路产业一路
景，美丽乡村跃眼帘。

“ 以 前 出 去 拉 烤 烟 肥 料 ，车 子
抖得散了架，现在公路铺油了，运
烤烟用煤、拉烤烟去卖都不愁路不
好走咯！”野洞河镇种烟大户段明
忠高兴地说，全镇烤烟种植 6000 多
亩，肥料、地膜、燃料等都从黄平经
野洞河至木江这条公路通过，“四
好农村路”的创建为群众节约了烤
烟生产的成本，鼓了“腰包”，建设
了家园。

黄平经野洞河至木江公路路面
改善提升工程全线铺油后，今年又
将其作为“美丽农村路”来重点打

造，实行“路田（土）分家”，栅栏隔
离，增加景观设施，清理路边野广
告，整治路域环境。今年夏天，“四
好农村路”创建为休业多年的野洞
河景区漂流重新营业提供了交通
便利，景区焕发出生机，迎来了蜂
拥而至的游客，带来了景区村民就
业创收的同时，也带火了农家乐，
带动了农特产的销售，让乡村因路
而兴。

路通百业旺，路美产业兴。今
年，黄平县利用“四好农村路”的景
观资源、平坦绿道举行系列户外竞
技和娱乐体验比赛，让半程马拉松、
公路骑行活动参赛者感受公路的
美 ，“ 交 通 + 体 育 ”得 到 深 度 的 融
合。除此之外，“四好农村路”创建
后，野洞河心栖谷、上塘白岩生态农
业旅游观光园打造起来了，木江村
脆红李基地、滑石板蓝莓基地“黔货
出山”便捷了，“游方”文化旅游节、
星空音乐节、低空飞行、滑翔伞运动
等旅游体育文化活动也成功举办
了，村民发展起水产养殖、林下种植
的同时，还做起了农家乐、民宿，乡
村旅游风生水起。

“这个夏天，野洞河景区日突破
5000 人的漂流量。”县文体广电旅游
局副局长龙志成介绍，“四好农村
路”不仅加快了旅游资源的开发，更
给公路沿线村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改变，道出了“公路+”的蓬勃
活力。

据悉，“十三五”以来，黄平县新
改扩建农村公路 1035.887 公里，新
建 677.2 公 里 ，农 村 公 路 里 程 达
2323.057 公里，实施县乡公路路面
改善提升及养护工程 181.605 公里，
改造危桥 30 座，安防工程 1115.642
公里，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
达 64%。农村公路从“泥水路”变成
了水泥路，从“通村水泥路”发展到

“组组通”水泥公路，从保障通行向
“畅、安、舒、洁、美”迈进，人民群众
出行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的历史。

目 前 ，黄 平 县 重 点 打 造 的
119.285 公里“美丽农村路”，以重安
大 石 为 起 点 ，经“ 四 代 路 ”— 南 门

“主题公园”—烤烟示范基地—野
洞河景区—三支寨林下产业—滑
石 板 蓝 莓 园 — 旧 州 古 镇 ，形 成 了

“ 一 路 一 环 两 辐 射 ”经 济 示 范 走
廊。不仅如此，全面创建的 584.141
公里“美丽农村路”也在往乡村延
伸，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农村
注入了发展动力。

如今，且兰大地，一条条平坦的
“四好农村路”像玉带飘舞，似彩虹
升腾，联结起城乡的每一座村落，让
公路沿线的农民脚下生风，信心十
足迈上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

黄平“四好农村路”让乡村更美 产业更兴
○ 通讯员 潘胜天

本报讯（通讯员 杨忠 杨舒悦
李思琪）今年，黄平县抢抓黔东南
创建“苗侗山珍”区域公用品牌的
契机，整合和挖掘当地优势农产品
资源，大力发展野菜产业，提升野
菜产品品质，让黄平野菜成为名副
其实的“苗侗山珍”。

成立于 2018 年的黔东南六源
鲜绿色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今
年 7 月份成功申请“苗侗山珍”品
牌，并被授权为“苗侗山珍蔬菜种
植基地”，成为黄平“苗侗山珍”首
个蔬菜种植基地。

眼下，进入秋冬季蔬菜栽种的
季节。在旧州镇川心村野菜基地
里，有的村民在大棚内忙碌剪枝、
捆绑、装运，有的村民顶着炎炎烈
日在除草、整地，基地里一派繁忙
的景象。

“我们这几天主要就是把富贵
菜、紫背天葵剪枝条，然后拿去栽
种，其他的就是做维护、浇水、施肥
这些常规工作，一天有 10 多个人
在基地里干活。”基地管理员杨再
碧说。

该公司副总经理程丽君介绍，
目前，公司在东门村扩大了野菜种
植面积 500 多亩，产品为养心菜、
紫背菜、富贵菜共 3 款单品。在冷
水河社区建成占地面积 2000 平方
米的野菜食品加工厂，通过借助

“苗侗山珍”平台，提高黄平野菜的
知名度，让黄平的野菜走得更远，
现在每天销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提

高了 30%。
目前，日产鲜菜4000公斤左右，

主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和重庆、湖

南、江苏等地，公司在发展的同时还
解决了黄平县旧州镇 260 多名村民
的就业问题，助推了乡村振兴。

黄平：用好“苗侗山珍”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

员 廖朝阳）近日，
笔者来到黄平县浪
洞镇永康村云雾山
油 茶 种 植 示 范 基
地，映入眼帘的是
大自然美妙风光与
漫山遍野的绿色茶
山。放眼望去 ，一
棵 棵 茶 树 长 势 喜
人 ，茶 农 们 正 忙 着
除草、修枝、施肥，
山间地头处处呈现
出一派热闹繁忙的
景象。

刘永国是村里
的 脱 贫 户 ，自 从 油
茶示范种植基地建
设 以 来 ，他 一 直 在
基 地 务 工 。“ 我 在
这 里 做 工 ，每 天 能
挣 到 100 块 钱 ，收
入 不 比 外 面 少 ，而
且 还 能 照 顾 家 里
人 ，我 感 到 非 常 满
意 。”刘 永 国 开 心
地说。

近 年 来 ，永 康
村 因 地 制 宜 ，利 用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 、气 候 等 条 件 大
力 发 展 油 茶 产 业 ，
通过流转村集体土
地 ，让 曾 经 闲 置 的
土地和荒山“活”了
起来，荒地换了“新
衣”，黄土披上了绿
装 。 同 时 ，通 过 开
垦 土 地 、油 茶 种 植

和日常管理，解决当地 40 余名群众
长期务工收入问题，户均月增收 2000
元以上，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

为加强油茶种植和后期管理维
护，在今年 8 月份，永康村开展用工
主体“短平快”油茶种植培训，由镇
林 业 站 技 术 指 导 员 通 过 理 论 和 实
操 的 方 式 对 40 名 油 茶 管 理 人 员 进
行 专 业 种 植 技 术 指 导 和 管 护 培 训 ，
进 一 步 提 升 管 护 人 员 的 农 业 技 术
管 理 水 平 ，增 加 后 期 油 茶 的 成 活 率
和挂果率。

油茶种植产业只是永康村壮大
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 在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方 面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定 军 有 妙 招 ：“ 目
前 ，我 们 村 已 建 成 了 淡 水 养 鱼 示 范
基地，云上有山影视城，黄金芽茶种
植 示 范 基 地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果
非常显著。”

据了解，永康村油茶种植示范基
地由永康村通过流转集体林进行改
造种植，主要采取“村集体+基地+农
户”方式进行经营管理，通过油茶种
植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村集体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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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艾 吴婷）
金秋九月，稻香四溢。笔者走进
黄 平 县 旧 州 镇 大 碾 房 村 的 稻 田
里，看到成熟的稻穗粒粒饱满，不

时闻到稻穗散发出的阵阵芳香。
见到欢快活泼的鱼儿在田间嬉戏
游 玩 ，不 时 跃 出 水 面 …… 一 时 间
旧州镇大碾房村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派丰收景象。
鱼在水中游，稻在水中长，这

是大碾房村在黄平县农业农村局
技术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成功实现
稻 鱼 综 合 种 养 的 真 实 写 照 。 近
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财政局、
县乡村振兴局、县统计局、县教育
科技局、旧州镇人民政府等多部
门形成的验收组对大碾房村黄平
县新农源合作社稻鱼综合种养产
业提升行动项目进行验收。验收
现场，验收组随机对示范点的稻
鱼进行测产，经现场测量面积、称
重及计算得出平均每亩稻田产鱼
可达 104 公斤，这一成绩是黄平县
2022 年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发展进
程中的技术成果，该技术的运用
促使黄平县稻鱼综合种养再上新
台阶，为当地稻鱼共生发展开拓
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黄平县农业农村局水产养殖
农技专家表示，稻鱼综合种养模
式可以改善水体生态环境，减少

水稻种植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
升大米质量，提高当地水稻总产
量，这种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水产
养 殖 和 水 稻 种 植 的 绿 色 可 持 续
发展。

“在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
下，我们合作社利用鱼稻之间良
性共生的关系，不但产出了有机
稻米，因长期在稻田中生长，稻花
鱼更是肉质细嫩紧实、味道鲜美，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合作社负
责人田仁福向笔者介绍说。县农
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在旧州镇大碾
房村等 11 个乡镇向种植养殖农户
推广“稻沟式”养鱼模式，水沟加
深增加了水体面积，为鱼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环境。

据悉，截至目前，黄平县发展
稻 鱼 综 合 种 养 面 积 9 万 亩 ，示 范
点 15 个 ，示 范 面 积 1500 亩 ，为 农
户亩产提升 40.4%的经济效益，真
正成为让农户增产增收增效的种
养产业。

黄 平 ：9 万 亩 稻 鱼 共 生 双 丰 收

旧州镇川心村野菜基地里一派忙碌景象

稻鱼共生双丰收 农户喜开颜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