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2023年2月16日 星期四 综合新闻 责任编辑：宋尧平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2@163.com

本报讯（通讯员 陈玲燕）去冬今春火灾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榕江县紧扣“强化+完善+巩固”三大举措，精心编织消防
安全“防护网”，确保辖区火灾形势安全稳定。

2022 年 11 月，榕江县政府先后四次召开会议，部署推进去
冬今春火灾防控，目前全县 20 个乡镇（街道）均下发文件、召开
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定期组织成员单位召开
联络员会议，通报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工作推进措施。消防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明确2名联络员对口联系36个行业部门，督促
指导开展去冬今春消防安全工作。去年 11 月份以来，县公安、
民政、应急、教育等部门先后联合对全县养老机构、城镇燃气企
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和学校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21次，
共检查养老机构8所，燃气企业（加油站、烟花爆竹）45家，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78所，劳动密集型企业101家，发现火灾隐患1535
处，督促整改1358处，下发整改通知书267份。

同时，县消安委联合安委会成立了 6 个常设督导组，对各
乡镇（街道）、重点行业领域进行全面排查督导。自火灾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全县共检查单位 13228 家，发现违法行为 15977
处，督促整改 15946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5542 份，责令“三
停”6 家，临时查封 2 家，罚款 3.8 万元。

另外，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融媒体中心播报安全提示
语，利用移动公司“朋友圈”平台刊发消防公益信息，联合移
动、联通、电信发送提示短信 2000 余条，依托全县宾馆酒店、商
城市场、车站枢纽、地标建筑、繁华商圈等场所楼宇电视、大型
户外广告、LED 电子屏高频次、多时段、全天候滚动播放消防
安全公益短片、提示语，全县范围内营造了良好的冬春火灾防
控宣传氛围。深入各村寨开展消防安全“敲门行动”十提醒，
针对孤寡老人、留守未成年人等弱势人群，面对面、手把手地
开展冬季用电用火常识宣传教育培训。利用农村“坝坝会”集
中组织群众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 345 场次；录制以榕江
语、普通话、水语、侗语、苗语为主的 8 种农村消防宣传口化语
言让各乡镇每天运用紧急大喇叭播放防火歌及消防安全提
醒，不断提升群众防火灭火意识及水平。

榕江县：

三大举措织密火灾防控工作“防护网”

本报讯（通讯员 姚慧）近日，走进岑巩县羊桥乡龙湾
村亿隆生态养殖场，远远地便听到“哞…哞…”的牛叫
声。 宽敞的牛圈里，一头头膘肥体壮、皮毛油亮的牛儿，
争先恐后地挤到槽边吃草。

“我和我哥准备继续扩大规模，预计月底再买进 200
头西门塔尔牛，出栏后预计销售额可达 400 余万元。”亿隆
生态养殖场负责人姚元松说，他正在打理自家新扩建的
牛圈，为接下来的规模化养殖做足准备。

为了保证养殖肉牛的质量，亿隆生态养殖场多次扩
建，标准化建成了肉牛育肥舍、饲草料仓库、消毒及粪污
处理设施、生活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并投入使用。

“下一步，我们将鼓励更多农户参与到肉牛养殖中
来，提升养殖户的技术水平，让肉牛产业拓宽增收致富好
门路，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打造村美民富的新村
落。”龙湾村党支部书记何江海充满信心地说。

近年来，羊桥乡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寻找实现乡村振
兴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因地制宜创新养殖新模式，大力培
育养殖主体，做大做强牛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

“为促进全乡肉牛养殖项目的顺利进行，我们邀请当
地的兽医对肉牛项目进行日常管理，做好肉牛疾病的预
防和措施，加强饲料储备和供应，保障肉牛品质和效益。”
乡产业专班负责人说。

据悉，羊桥乡现有规模性肉牛养殖户有 10 余户，现存
栏肉牛 500 余头。

岑巩县羊桥乡：

做强牛产业 走好振兴路

本报讯（通讯员 姚贤军）近日，从江县停洞镇苗朋村
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宽敞的坝子上，燃起篝火，在明亮的路
灯下唱歌跳舞吹芦笙，热热闹闹欢庆新春。

“这盏盏路灯，像夜空中的星星，点亮了乡村的夜
晚，也照亮了村民们的心，现在走村串寨不怕跌路坎落
水坑，比过去安全多了。感谢中国太保寿险黔东南中支

《点亮美丽乡村》帮扶项目，向苗朋村捐赠了价值 11.28
万元的 60 盏太阳能路灯。”苗朋村党总支部书记余老生
感慨地说。

苗朋村为中国传统村落之一，居民为苗族，全村有 5
个自然寨 565 户 2952 人。该村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传统
民居建筑和古朴浓郁的生活习俗，每年有燕子节、斗牛
节、吃新节等传统民族节日，在螺蛳山上，可以看到云山
雾海，号称“月亮山百里梯田的第一站”。

据驻村第一书记杨剑介绍，由于苗朋村地处山区，地
域复杂，过去基础设施相对滞后。2018 年到苗朋驻村以
来，利用扶持乡村振兴政策，先后帮助苗朋村修建了一条
长 3 公里，宽 4.5 米的水泥硬化通车乡村道路，将孩子们上
学的路程从 8 公里缩减到了 3 公里，步行上学时间也由一
个半小时缩短为半小时；坚持生态农业发展，广泛发动村
民种植高价值小辣椒、百香果等产业；发动致富带头人开
展民族刺绣，年销售额 200 多万元，就地就近解决 12 名留
守妇女就业创收问题；捐赠“稻花田鱼苗”专项助农款，投
放鱼苗 500 斤；培植蜜蜂养殖大户一户，年收入 20 余万元；
多方协调有关部门在村里建成了一所幼儿园，切实解决
了幼儿上学难的问题；协调中国太保寿险黔东南中支每
年向学生捐赠衣物、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若干，“六·一”
慰问金 2000 元；协调黔东南州广东商会向苗朋小学生赠
送价值 6000 多元的运动服和现金 2000 元；协调黔东南州
文体广电旅游局捐赠篮球、乒乓球桌、音箱等几万元的物
资，缓解了苗朋小学篮球、乒乓球、舞蹈训练中的一些实
际困难。

如今的苗朋村，村道宽阔，路灯明亮，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俨然一幅美丽宜居现代新农村景象。

从江县苗朋村：

螺蛳山上党旗红 路灯照亮幸福路

2021 年 9 月，刚毕业的大学生龙大鑫，
荣幸地成为了一名基层选调生，被组织安
排到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村担任野洞村主
任助理职务。任职一年多来，他走遍田间
地头，走进百姓家，观牛棚，看猪圈，一刻
不停地了解全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逐步
实现从校园到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学
生到基层工作者的身份转变。

“小龙，你来帮我看看，我这个摄像头怎

么不工作了？”“小龙，今年的养老保险开始交
了吗？”“小龙，你看看我家这个水管怎么了？”

“小龙，我家电线坏了！”……这是村里经常听
到老人呼喊龙大鑫帮忙或解疑的声音。

野洞村位于黄平县野洞河镇西北部，距
黄平县城约 25 公里，全村总面积约 25 平方
公里，共有村民 526 户 2156 人，主要发展的
特色产业是辣椒和烤烟种植。目前村里仍
存在着群众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外出务工人

员多，导致村里留守老人和留守未成年人较
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龙大鑫同村“两
委”班子用心走访聚民意，聚焦留守群体，通
过定期走访、入户核查等方式，倾听留守老
人和孩子的心声，了解其生活状况，对留守
老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全面掌握，分类
制定服务计划，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此
基础上，由村支部书记组织村“两委”班子成
员及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人员，深入留守老

人家中，为其打扫院落、收缴合医、修水管、
修电路，以及送去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看望
留守未成年人等全方位服务，确保留守老人
老有所养、困有所帮，让他们的老年老有所
为，让儿童童年生活不再孤独，在全村积极
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引导广大村民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龙大鑫自到野洞村驻村以来，组织群众
召开院坝会、村民大会、座谈会等会议20余
次，入户帮助群众维修生活基础设施 30 余
次，发放生活用品各类物资50余件。滚满一
身泥巴味，干出一番新事业，作为基层选调
生在取得一点收获和进步的时候，他高兴地
告诉笔者，将继续扎根基层，争做新时代高
素质基层干部，与野洞村的干部群众一起，
共同描绘野洞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潜 心 描 绘 美 丽 乡 村 的 年 轻 人
——记黄平县野洞河镇野洞村主任助理龙大鑫

○通讯员 谢苗苗

乡 贤 多 是 成 长 于 乡
土、奉献于乡里的农村优
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乡
村能人、身边好人以及有
声望的长者等，他们在乡
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
熟悉乡风民情，其一言一
行深深地影响着群众，对
带动乡风向好、民风向上
有着示范引领作用，是推
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力量。报载，广东省肇兴
市 高 要 区 建 立 乡 贤 调 解
室，借助乡贤的力量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推动乡村
善治，其做法值得借鉴和
推广。

居家过日子，少不了
家长里短，村民邻里之间
难免有磕磕碰碰。小磕小
碰看起来不算什么，可如
果处理不及时、化解不到
位，就可能激化矛盾，影响
农村和谐稳定。因此，将
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就
需 要 一 个 顺 畅 的 沟 通 渠
道 。 如 果 村 干 部 出 面 调
解，可能会被误认为“拉偏
架”，而德高望重的人出
面，对当事双方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事情就很容易
解决。

乡贤的作用，恰恰在这样的情景下充分
得到体现。乡贤生活在老百姓中间，对老百
姓知根知底，对乡村各种矛盾能够把准“病
因”，号准脉搏，他们说的话群众爱听，也能
听得进去，做老百姓的工作更接地气、更有
亲和力，化解矛盾纠纷也是得心应手。他们
充当“和事佬”调解说和，能够软化激烈情
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乡贤具有人熟、地熟、村情熟的优势，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大有可为。期待各地能够
创新机制，打好“乡贤牌”，充分发挥乡贤在
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当好乡村治理参谋、调
解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着力构建

“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
交”的村居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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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泽鹏）立春后，天气回
暖，在天柱县蓝田镇东风村大田坝上，已是人来
车往，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提桶携筐，赶忙采
摘可以上市的第一拨羊肚菌，力图卖个好价钱，
满足当地市场的巨大需求。

“今年，东风村羊肚菌大棚多处呈现密集性
生长的喜人景象，羊肚菌的长势比往年好，后期
无特殊天气影响的话，可持续采摘 3-4 批次，今
年的丰产丰收是肯定的。”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
顺烈高兴地说。

据正在装筐过秤的一位龙姓收购商介绍，目
前新鲜羊肚菌投入市场后异常火爆，开始上市就
供不应求，反馈效果很好，他每天天还没亮就在
菌棚边等装三轮车，最多每天来回要拉十多趟。

为供应市场需求，村“两委”及时组织本村人
力物力加大采摘力度，从最初 10 多人采摘到现
在每天近 40 余人进行采摘，精品每公斤羊肚菌
市场零售价为 168 元，每天采摘量 1000 公斤以
上，还是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销售需求。

东风村“稻+羊肚菌”产业项目，是州开投集
团企业兴村，构建“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基
础，以富民兴村为目标”结对帮扶蓝田镇东风村
共同结出的硕果，东风村充分利用本村大田大坝
和交通便利的先天有利条件，根据前期市场调研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稻+羊肚菌”产业项目，项目
资金由州开投集团投资，通过采取“党支部+合
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进行统一建设
经营管理，带动东风村农户流转土地收益、务工
学习技术、劳务获取报酬、参与效益分红，壮大村
集体经济，增加家庭经济收入，项目就地就近带
动就业群众 150 余人。

据悉，东风村目前种植羊肚菌 435 亩，共计
1740 个大棚，亩产值预计在 400 公斤左右，按照
当前羊肚菌出菇情况和市场销售价格核算，东风
村集体经济预计收益将达 1300 万元，带动村民务
工收入 56 万元。 （备注1亩=0.0667公顷）

州开投集团：

结对帮扶“稻+菌” 东风村民双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张希才）近日，笔
者从雷山县委办获悉，为确保春耕生产
顺利进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
标，雷山县早动员、早部署、早安排，有
序组织各村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各职
能部门各司其职，为春耕提供人员、物
资、交通、技术全方面的保障，呈现出ー

派繁忙的春耕生产景象，为丰产丰收打
下基础。

突出“早”字，精心部署任务。及时
制定《雷山县 2022 年秋冬种生产指导意
见》《雷山县 2022—2023 年马铃薯生产
实施方案》，与各乡镇签订目标责任书，
将生产指导意见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
镇。同时，实行4个县级主要领导包片，
战区指挥长包乡镇，乡镇班子领导包村
的生产责任制，确保水稻、玉米、辣椒和
马铃薯等各类农作物生产能种得下、管

得好、有效益。同时，提前调运、储备和
供应种子、化肥、农药及其他农用物资，
保障春耕农资所需。目前，全县肥料、农
膜等农资储备 2323.1292 吨，农机储备
8414台，全县种子种苗储备4.6937公斤。

紧盯“严”字，全力督导排查。成立
春耕备耕督导工作小组，常态化跟踪检
查春耕种植完成情况，实行“一日一调
度一通报”工作机制推进春耕备耕工
作。同时，强化农资备案登记系统台账
管理工作，不定期开展农资排查，重点
对种子、农药、化肥加大监管和排查力
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和哄抬
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农资来源渠道
清、去向明，销售流向和农资质量问题
可追溯，农资市场秩序稳定。截至目
前，检查农资市场 38 场次，出动执法人
员 104 人次，签订《农资商品诚信经营责

任书》《农作物种子质量安全诚信经营
承诺书》38 份。目前，成立 2 个督查组
共 6 人，对各乡镇春耕备耕工作开展专
项 2 次督查，形成督查专报 2 期，下发督
查通知 2 份。

着眼“实”字，强化技术指导。组建
春耕备耕技术小组，根据不同农作物生
长发育进程、苗情墒情变化和技术规范
要求，组织技术人员下乡免费向农户传
授科学施肥、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指导，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截至
目前，已开展农情调查和技术指导 150
余次，累计派出农技干部 450 人次，开展
春耕备耕防灾减灾宣传 200 余次。同
时，密切关注春季重大天气变化，科学
研判灾害发生趋势，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加强大棚设施加固维修，着力提升
防灾减灾水平，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雷山县：

念好“三字诀”合力备春耕

本报讯（通讯员 张萍 郭晨朝）正
值春耕生产好时节，为努力实现农业
生产开门红，台江县抢抓农时，主动
出击，及时组织农技人员积极开展春
耕备耕工作，确保全县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

在台江县老屯村马铃薯示范基地，
农业技术人员正在认真给村民讲解马
铃薯种植科学管理、精准施药等知识，
参培群众听得津津有味。

村民张秀文笑着说：“每年县里都
派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进行农作物种
植、配肥、抗虫等。去年我家用他们教

的方法种植的水稻，亩产 500 公斤左
右，比前年增产 150 公斤左右 。”

据农业局农环站站长姜冰洁介绍，
今年以来，该县遵循“确保农业增产，
首先技术先行”的理念，积极组织农技
工作人员下到各乡镇，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春耕生产。目前，全县共派出 12
名技术人员，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全县
各乡镇现场技术培训 9 次，主要培训内
容有秸秆禁焚和农作物秸秆“五化”利
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药化肥减量
增效、鸡粪有机肥发酵工艺、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技术等，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以来，截至去年底，该县化肥使用量
累计减少 311.1 吨、农药使用量累计减
少 3.06 吨。2022 年，全县化肥、农药使
用量较 2021 年减少 3.2%，马铃薯、水稻
等农作物产量增加 30 %，农民收入稳
步增收。

下一步，该县将在坚持“减肥不减
产能，减量不减收益”的同时，强化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狠抓农药化肥减量
增效、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大力推进全
县农业生态种植高质量发展。

台江县：

春耕备耕正当时 抓好基础促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单宽）近日，在三
穗县款场乡款场村油菜种植基地，一场
特殊的油菜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培训课
正在进行。

“大家常认为让黄叶自然脱落在田
里可以二次肥田，但这其实并不利于油
菜生长，黄叶有未全部脱落以前会吸收
土壤里的有益生长成分，必须把所有的
黄叶拾捡干净，让油菜保持新鲜的生长
环境，才能更好地吸收各种营养，达到
高产油菜籽。”款场乡农技人员李宏富

耐心地向农户们讲解。
“以前我们都是按照老一辈的油菜

种植方法进行育苗、管理，费心又费力，
产量很不乐观，可就是找不到有效的办
法来提高收成。今天听了技术员的现
场指导，才明白根结在哪里了。”听了技
术员的现场授课，款场村村民瞿仕泉茅
塞顿开。

据悉，款场乡为贯彻落实春耕种植
工作，确保全乡油菜种植面积和单产更
进一步提升，积极邀请乡农技专职人员

集中在款场村田坝开展油菜田间管理技
术现场培训会，为农户讲解田间管理、肥
水管理、清沟排渍、病虫害防治等种植技
术知识，并对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
详细解答，同时，还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进行宣传，指导群众科学施肥。参加现
场培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春耕时
节加大油菜、洋芋等技术推广，为群众
增收致富提供技术保障，为乡村振兴添
砖加瓦。”款场乡有关负责人说。

三穗县款场乡：

农技培训到田间 春耕生产有保障

施秉县牛大场镇石桥村坚持党建引领，
通过“订单育苗+合作社种植”等多种形式，
带动村民和临近村寨农户发展辣椒种植 2240

亩，助农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该村村民在育苗大棚里培育

辣椒秧苗。 （通讯员 邰胜智 摄）

早 春 辣 椒 育 苗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