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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鹏）新春伊始，
万象更新。1 月 28 日，农历新年上班第
一天，岑巩县开展以“厚植生态优势，共
享生态价值”为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
全县共设有 13 个义务植树点。

在大有镇岑江公路下溪水库移民
安置点、城北新区新思大道温泉桑平段
以及县烈士陵园几个义务植树活动现
场，大家挥锹铲土、扶苗培土，齐心协力

将一株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苗木植入
土地，一排排新栽的树苗给人们带来春
天的绿意，带来绿色的希望。

据统计，活动当天，各乡镇（街道）
也同步开展了义务植树活动。全县共
有县乡村 1050 余名志愿服务者参与义
务植树，植苗 1700 余株，绿化面积 200
余亩，助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
成效。

岑巩县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万再祥）1 月 27 日
大年初六，岑巩县 2023 年返乡劳动力

“点对点”有组织输出就业首发仪式如期
举行。本次返乡劳动力集中输出 329 名
务工群众赴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开展
返岗就业。

据了解，该县积极落实各项稳就业
政策，统筹平台建设服务就业、重点群体
援助就业、强化技能促进就业、扶持创业
带动就业、劳务输出转移就业等措施，群
众就好业的民生新图景渐次展开。

数据显示，该县 2022 年新增城镇就
业 2795 人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2544 人 的
109.87%，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451 人、就
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371 人，城镇失业率
控制在 5.5%以内。

搭建“双线”平台，就业服务全覆盖
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和沿海地区

人社部门对接，定期走访县域企业，了
解生产经营状况和用工需求，采取线上
线下招聘相结合，充分利用“贵州公共
招聘网”“岑巩人社”“今日岑巩”、岑巩
县政府门户网站等线上渠道宣传就业
政策和就业信息，搭建就业“数字桥梁”
为企业招工和劳动者求职全天候提供
线上服务。

线下落实以乡镇为单位、以村为单
元、以组为网格，形成乡镇统筹、村级负
责、网格推进的工作格局，积极向未就业
劳动力、疫情期间返乡劳动力，推荐就业
岗位，确保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

据统计，全年开展就业宣传 15 次，
推荐岗位 2500 余个，开展“微招聘”活动
10 场次、专场招聘 5 次，达成就业意向
700 余人。

落实政策扶持，拓宽渠道稳就业
创业是就业之源，促进创业带动就

业，是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最活跃、
最有效的途径。岑巩县通过降低贷款准
入门槛、支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开展创

业实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场租租赁补
贴、返岗就业补贴、一次性交通费补贴等
措施，鼓励更多劳动者通过创业、返岗实
现就业。

据了解，全县已核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107 笔 1966 万元，创业带动就业 310
人。审核自主创业场租租赁补贴 60 家，
涉及补贴金额 35.96 万元，创业带动就业
240 人。围绕广东、浙江等务工人员集
中的省份，实行“点对点”有组织输出
2089 人外出就业。对新跨省务工且稳岗
在三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
象）给予一次性交通费补助，已兑现 100
人 5 万元一次性交通费补助。

按照分类施策，开启就业直通车
想外出务工，人社部门推进与东西

部协作城市和部分沿海城市等主要劳务
输出目的地的劳务协作对接，搭建外出
就业桥梁。

据悉，该县实现在东部结对省份就
业的农村劳动力 2188 人，在结对帮扶城
市（佛 山 市）就 业 451 人 ，在 省 内 就 业
1696 人。

想就近就业，人社部门通过开发公
益性岗位、扶持就业帮扶车间、农业产
业发展、经济开发区等吸纳部分劳动力
就业。

据 统 计 ，岑 巩 经 济 开 发 区 企 业 87
家，吸纳劳动力就业 4000 余人。城镇公
益性岗位 235 人、乡村公益性岗位（保洁
员）1200 人、护林员 1939 人、管水员 180
人、护路员 658 人、易地搬迁安置点综合
服务公益性岗位 360 人、东西部协作保
洁员 860 人。全县共认定就业帮扶车间
29 家，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劳动力就业
4397 人。34 个 500 亩以上坝区通过产业
发展，吸纳就业人员 1634 人。

图为 1 月 27 日，岑巩县 2023 年返
乡劳动力“点对点”有组织输出就业首发
仪式现场。（通讯员 吴国明 沈婷 摄）

岑巩县多举措开展群众务工就业帮扶

本报讯（通讯员 舒万模）近年来，
岑巩县抓住东西部协作机遇，立足县乡
村资源禀赋、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等特
点，积极将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乡村振
兴经验、做法在岑巩县复制推广，多措并
举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复制推广三水经验，构建完善政策
体系。该县工作组系统整理三水区实
施农村“厕所革命”的相关政策方案及
典型示范案例，形成经验汇编，复制推
广到各乡镇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中。同时制定印发《岑巩县 2022 年农村
厕所革命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整顿、
完善、巩固、提高”的要求，坚持以人为
本、尊重农户意愿，因地制宜、选择改厕
模式，主张改建为主、新建为辅、示范带
动、坚持整村推进四大原则，明确改厕
对象、建设标准、进度计划、后续管理等
工作要求，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主体责
任，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实
施”的模式，确保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高效有序推进。

爱 心 力 量 参 与 ，激 活 群 众 内 生 动
力。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融入更多佛山元
素，积极动员三水区两家陶瓷龙头企业
捐赠 189.18 万元陶瓷产品支持全县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全县 12 个乡镇 2608 户
农户受惠。社会爱心力量的加入，不仅
大大降低了农户修建厕所的成本，而且
让东西部协作政策和佛山三水形象更加
深入人心，极大激发群众参与农村“厕所
革命”工作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按照村情地势，科学推进“厕所革
命”。深入开展调研分析，充分征求听
取农户意见建议，科学选择农村户用厕
所建设改造内容（宜旱则旱厕、宜水则
水厕）。加强工作宣传，印发和张贴农
村“厕所革命”标语、横幅、小册子，宣传
农村改厕的重要意义和显著优点，增强
农村改厕氛围，提高群众改厕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

据统计，2022 年，岑巩县共新建（改
造）农村户厕 2608 户，新建公厕 4 个。

东西部协作助推岑巩县农村“厕所革命”

本报讯（通讯员 王铁肩）1 月 13 日，
岑巩县民丰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15 万
公斤思州柚，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满洲里市口岸外销俄罗斯赤塔市。

在此之前，岑巩县农特产品出口主
要依赖第三方贸易商实现，造成出口商
品价格较低、利润薄。为拓展农特产品
销售渠道，该县大力实施外贸主体培育
行动计划，加强对企惠企纾困指导服务，

逐步打通农特产品出海渠道，同时吸收
借鉴思州柚出口成功经验，助推茶业、油
茶、大米等更多农特产品走出国门实现
外销。

据了解，2022 年，岑巩县外贸进出口
成效显著，实现进出口总额 4370.44 万美
元，同比增长 47.9%，进出口总量位列全
州第 1 位。其中轻工制造业完成进出口
4328.2 万美元，同比增长 88.03%。

岑巩县15万公斤思州柚出口俄罗斯

自乡村振兴开展以来，岑巩县
以“抓典型·树标杆”为总要求，各
乡镇不断在“党建引领、文化服务、
就 业 扶 持 、社 区 治 理 ”等 方 面 下 功
夫 ，做 到 将 好 事 办 好 实 事 办 实 ，实
现群众幸福指数节节高。

平庄镇：
农贸市场改造惠民生
以前没有固定摊位，大家都是

早 早 抢 占 好 的 摊 位 ；以 前 没 有 棚
顶 ，遇 到 刮 风 下 雨 下 雪 天 ，又 要 撑
伞又要卖货很不方便。

如今走进平庄镇农贸市场，只
见明亮通透的市场，采购通道洁净
平 整 ，各 类 摊 位 分 布 有 序 ，来 往 的
顾客络绎不绝。

“ 我 赶 集 卖 水 果 十 多 年 了 ，现
在 好 了 ，有 了 摊 位 有 了 棚 顶 ，现 在
冬天卖水果不怎么挨冻了，也不用
自 己 搭 简 易 雨 棚 ，方 便 省 事 多 了 ，
客 流 量 也 多 了 。”新 春 的 农 贸 市 场
格外热闹，在空隙中偶尔与摊主交
流 ，他 们 都 啧 啧 称 赞 ，政 府 还 给 临
时商贩提供免费摊位呢。

为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平庄
镇 经 过 一 年 的 资 金 筹 措 ，采 取 分
步 实 施 ，对 市 场 摊 位 设 施 、屋 顶 、
污 水 排 放 、公 共 厕 所 等 进 行 全 面
改 造 ，极 大 地 改 善 了 市 场 环 境 ，增
强 了 市 场 服 务 功 能 ，更 加 便 捷 了
群 众 和 商 贩 。 同 时 ，还 增 设 了 免
费 摊 位 ，解 决 本 地 农 户 自 产 自 销
问题。

“ 谁 都 希 望 家 门 口 有 一 个 干
净、整洁、便利、舒适的农贸市场。”
家 住 平 庄 镇 农 贸 市 场 旁 的 易 大 叔
说 ，改 造 以 前 存 在 地 面 不 平 、雨 天
积 水 、垃 圾 乱 丢 乱 堆 、小 贩 抢 占 商
铺门前摆摊、摊位拥堵等问题。

农 贸 市 场 关 系 着 千 家 万 户 的
“米袋子”“菜篮子”，是情系民生工
程 的 有 效 载 体 。 平 庄 镇 坚 持 以 文
明创建工作助推民生福祉，农贸市
场如期完成升级改，点亮了一方群
众生活，在新年里十分抢眼。

此次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共建有
96 个摊位，新建彩钢棚顶 2308 平方
米 ，改 造 公 厕 1 座 ，新 增 分 类 垃 圾
桶 3 个及其他配套设施 6 个。现在
农贸市场采取特色产品分区，强化
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为群众提供更
加规范化、智慧化、安全化、便民化

的服务。
凯本镇：
“三抓三提”推进示范村创建
抓党建强班子，提升乡村振兴

组 织 力 。 凯 本 镇 平 牙 村 按 照 建 好
一个综合服务站、一个党群服务中
心 、一 个 寨 管 委 工 作 展 示 区 、一 个
院 坝 协 商 工 作 展 示 区 的“ 四 个 一 ”
打造全镇党群共商共治示范村点。

把 1 名 大 学 生 2 名 致 富 带 头
人 1 名 退 役 军 人 选 进 村“ 两 委 ”班
子 ，不 断 提 升 乡 村 治 理 能 力 。 同
时，制定平牙村村“两委”工作责任
清单、民主决策制度和群众议事流
程 等 制 度 ，形 成 统 一 协 调 、运 转 有
序的高质量村级团队，提升村级党
组织战斗力。

抓治理强服务，提升基层治理
效 能 。 全 面 整 合 平 牙 村 网 格 内 农
村 党 员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寨 老 乡 贤
力量 15 人，让其担任副网格长，按
照“两人一格、共同履职”的要求，
充分发挥群众“主人翁”意识，建立
健全平牙村村民自治制度，群防群
治工作机制，按照村“两委”领导、
村 民 自 治 的 原 则 ，成 立 法 治 宣 传 、
红白喜事、环境卫生、土地整治、隐
患排查、纠纷调解、产业发展、疫情
防控等管事组织，全面织牢农村基
层治理网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 ，有 效 化 解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形 成
群 防 群 治 良 好 局 面 。 自 网 格 化 管
理 运 行 以 来 ，共 落 实 代 办 服 务 468
次，政策帮扶 400 多户，化解矛盾纠
纷 34 起。

抓产业强特色，提升群众发展
力 。 高 水 平 谋 划 ，为 群 众 幸 福“ 加
速”。通过“支部引领+群众参与”
的模式，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打造“庭院经济”，家家形成“微
果园”“微菜园”，立足田园风光、生
态 资 源 等 优 势 ，打 造 以 休 闲 农 业 、
农 耕 体 验 等 为 主 的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供 给 体 系 。 借 助 特 色 乡 村
田园建设契机，动员本村各类乡贤
人 士 投 身 到 本 村 项 目 建 设 和 产 业
发 展 中 来 ，通 过 承 接 人 居 环 境 提
升、道路建设、河道维修、杂稻制种
等 项 目 ，吸 纳 闲 置 劳 动 力 ，促 进 当
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2022 年，带
动平牙村群众务工 3600 余人次，实
现农民增收 160 余万元。

大有镇：
“四个强化”打造“幸福小区”
强化党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

堡 垒 。 坚 持 以 社 区 党 支 部 标 准 化
建设为抓手，以“支部领导、党员共
管、服务联动”为目标，推动各类组
织参与社区共建。按照“社区+网
格 + 楼 栋 ”模 式 ，将 社 区 相 邻 居 民
楼划分为一个网格单元，明确每名
社 区“ 两 委 ”党 员 干 部 分 别 负 责 1
个网格，并在每栋居民楼中选举产
生 1 名楼栋长共同参与楼栋综合治
理 工 作 。 目 前 ，已 配 备 网 格 员 8
名，楼栋长 14 名。

强化文化服务，提升居民精神
面 貌 。 深 入 推 进 社 区“ 七 个 一 ”文
化 体 系 建 设（一 个 文 化 广 场 、一 个
戏台、一个活动室、一个宣传栏、一
套 文 化 器 材 、一 套 广 播 器 材 、一 套
体 育 设 施），引 导 搬 迁 群 众 有 序 适
应城镇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完成
文化活动室、图书馆、舞蹈室、感恩
宣教室、文化广场等文化阵地的建
设；组建社团表演、电影放映、健身
协会等群众文体活动团队 11 支，组
建文化志愿队伍 1 支，开展感恩教
育、普法教育、市民意识培训 30 余
场次，文艺演出 18 场次，覆盖搬迁
群众 8000 余人，不断丰富搬迁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

强化就业扶持，促进群众稳定增
收。按照“联园区、接产业、促就业”
总体思路，建立健全搬迁劳动力就
业信息台账，精准提供就业服务，促
进社区全员劳动力稳岗就业。积极
推动搬迁群众居家就业，不断促进
群众就地创业就业。实现就业 1874
户 3790 人（含自主创业 1349 人），其
中省外就业 2046 人、县外省内就业
305 人、县内就业 1439 人，如今实现

“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目标。
强化社区治理，构建和谐美丽

社区。抓实“三社联动”项目建设，
统筹协调社区“两委”、社会组织、
专 业 社 工 和 社 区 志 愿 者 共 同 参 与
社 区 的 管 理 和 服 务 ，建 立“ 党 委 领
导 、政 府 主 导 、民 政 牵 头 、部 门 协
作 、社 会 参 与 ”的 新 型 社 区 治 理 体
制机制。建立起社区服务中心、警
务 室 、综 治 中 心 、社 工 服 务 站 等 治
理 服 务 机 构 ；成 立 社 区 发 展 委 员
会 、敬 老 爱 老 委 员 会 、文 体 文 化 委

员会、儿童发展委员会等社区社会
组织 10 余个，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60 余次。

注溪镇：
“四+”模式建美丽家园
“乡土文化+现代元素”。充分

挖 掘 思 州 文 化 、思 州 战 鼓 文 化 、农
耕 文 化 等 方 面 资 源 ，在 房 屋 修 建 、
庭 院 美 化 和 群 众 议 事 点 等 公 共 设
施建设方面融入图案、农耕文化元
素，着重突出乡土文化与特色田园
乡村融合。同时，围绕农村人居环
境 改 善 提 升 ，共 实 施 农 村 消 防 、污
水处理、卫生厕所、弱电改造、稻文
化 科 普 长 廊 等 项 目 ，共 覆 盖 群 众
610 余 户 2520 余 人 ，进 一 步 提 升 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农工巧匠+专业人才”。充分
利用村寨拥有传统手艺的木匠、石
匠等工匠资源，采取以工代赈方式，
发动村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带动
各类农村工匠就近就业 100 余人，实
现增收 120 余万元，达到群众就业增
收和乡村建设质量保障双赢目标。
同时，与贵州大学勘察设计院合作，
结合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等实际，精
准设计特色村庄规划和特色产业规
划，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组织引领+群众主体”。坚持
政 府 主 导 、群 众 主 体 、社 会 参 与 原
则，通过院坝协商等方式充分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建立村级民主协商
议 事 平 台 ，以“ 项 目 资 金 + 自 筹 资
金”融合资金 131.5 万元，实施宜居
农房建设项目，共覆盖五个村民小
组 179 户 749 人。同时，改造提升思
州柚特色产业，实施思州柚土壤改
良 200 亩和品种改良 50 亩，带动果
农改良品种 400 余亩 ，不断夯实产
业发展基础。

“内部资源+外部资金”。整合
乡 村 振 兴 衔 接 、制 种 大 县 奖 补 、省
级示范补助等资金，强化村庄文化
广 场 、人 行 步 道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引导群众自筹资金开展房屋改造、
房 前 屋 后 美 化 等 工 作 。 抢 抓 东 西
部协作机遇，积极争取佛山市三水
区资金支持乡村建设。目前，整合
投入建设资金 2281 万元，争取东西
部协作资金 450 万元、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 240 万元 ，引导社会资本投
入 59 万元，实施项目 30 个。

迈 向 新 生 活
—— 岑巩县“抓典型·树标杆”推进乡村振兴

○ 通讯员 杨琳 吴勇 吴代琴 冉程 吴正东

本报讯（通讯员 高应攀）近年
来，为夯实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当前
农业形势和产业工作的开展，岑巩县
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坚
定不移走农业产业特色化发展道路。

加强项目库建设。在原有项目
库的基础上，做好动态调整工作，将
不能实施的项目调出项目库，并切实
围绕“产业振兴”目标，将优势项目纳
入项目库，确保资金落在高效益项目
上。同时，积极夯实项目论证、勘察
等前期工作，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实
施、早发挥效益。

加强涉农资金整合。依托脱贫

攻坚项目库，瞄准效益明显的产业项
目，进一步推动涉农资金“大类打通、
跨类使用”力度，消除涉农资金多头
管理，资金分散，效益不高的现象，充
分发挥涉农资金效益。

加大投入，做强产业。受限于群
众内生动力不足，加大财政资金对产
业建设的投入力度。解决农民发展
产业的启动资金问题；支持土地有序
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向集
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提高产业
的管理水平与效益；支持脱贫农户开
展多种形式合作模式，由原材料生产
向加工增值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拓

宽市场空间、提高产业效益；支持新
一代农民利用“互联网+”等农业发
展新理念、新模式，加强与东西部协
作进一步拓宽山区特色农产品的销
售市场。

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
加大技能培训，重点向种养大户、科
技示范户、返乡创业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负责人等倾斜，进行有组织、有
计划的系统培训，使其逐步成为有
文化、懂科技、善经营、会管理的新
型职业农民，成为带动发展产业的
主导力量。

建好规范村集体合作组织，促进

抱团发展。对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进行规范和管理，将支持重点放在
与广大农民联系紧密、运作良好，尤
其是能够真正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产
业的合作社上。规范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集体合作社社员必须包括本村
100%的脱贫群众，必须制定合作社章
程、成立监理会；打通和规范财政资
金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渠道，使
农户通过抱团合作方式发展产业，降
低风险、按劳分配、提高效益。支持
农业企业壮大发展，充分发挥农业龙
头企业在产业中的带动作用，通过龙
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岑巩县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1 月 24 日，大年初
三，岑巩县体育公园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来自全县 8 支参赛队
伍带着精心编排的节
目闪亮登场，在这里
举办主题为“启航新
征程·幸福中国年”广
场舞大赛，不仅丰富
了广大群众的文化娱
乐生活，更推动了群
众文化活动的蓬勃开
展。图为广场舞比赛
场景。
（通讯员 罗慧 摄）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