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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纸箱、自行车、鞋架
……楼道堆物是小区内常
见的消防安全隐患，不少
居民将楼道内的公共区域
视为己有，随意堆放杂物，
其中很多是易燃物品。有
居民反映，北京市朝阳区
三间房地区泰福苑 2 区 6
号楼的公共楼道、楼梯间、
水表箱等区域乱堆易燃物
品，存在消防隐患。（11 月
28 日《北京晚报》）

众所周知，公共楼道是
供住户上下楼行走的通道，
如果公共楼道被大量杂物
侵占，这既存在安全隐患，
又影响住户上下出行。同
时，由于公共楼道里堆放着
大量杂物，又长年不清理，
卫生状况十分堪忧，久而久
之，老鼠、蟑螂等也把公共
楼 道 上 的 杂 物 堆 当 成 了

“家”。尤其是那些长期“霸占”公共楼道烧煤
炉的，更是存在着很大的火灾隐患。由于公共
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易燃物品，烧煤炉时一旦
火苗飞落，极易引发火灾，而一旦发生火灾，又
由于公共楼道被杂物“挤占”，这无形中也堵住
了消防通道，这确实很不安全。

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
住户并没有重视或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有的还相互看样，今天看见你占据了公
共楼道堆放杂物，明天我也把杂物堆放在公
共楼道上，俨然把公共楼道当成了“私人杂
物间”。长此以往，致使原本并不宽敞的公
共楼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其实，公共楼道也是一面镜子，它也能
折射出一个小区的文明程度，反映出一个住
户的文明素质。笔者以为，只要人人从我做
起，把公共楼道“让”出来，那么公共楼道也
就能宽敞起来，这既有利于住户的通行，也
有利于公共楼道的卫生和安全。“让”出公共
楼道好处多多，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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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程雪华 沈婷）初冬时节，岑巩县
注溪镇周坪村草莓种植基地的冬季头茬草莓
陆续进入成熟期，正在抢“鲜”上市。

笔者在该草莓种植基地看到，一排排透明
的草莓大棚集中连片，整齐划一。大棚里，一
垄垄草莓植株翠绿茂盛，一颗颗红润饱满的草
莓从藤蔓中悄悄“探”出头来，甚是诱人。沐浴
着冬日暖阳，游客们三三两两地手提篮筐，在
田埂间来回穿梭，沉浸在采摘草莓的乐趣中。

“今年 3 月份这里举办油菜花节，我就前来
采过草莓。草莓的品质很不错。来这采摘既
能吃到新鲜的草莓，又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游

客杨女士忍不住地夸赞。
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草莓种植基地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光照充足，有利于
草莓糖分的积累；交通也非常便利。得益于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该地区种植出来
的草莓口感香甜、品质优良，深受顾客青睐，给
当地群众带来了经济收益。

“我种植草莓已经有四个年头了，现在种
植面积有 13 亩，共 23 个草莓大棚，有红颜、建
德红、白草莓等多个品种。”种植户刘洪国介
绍，现在成熟的草莓品种是建德红，游客来这
里可以先品尝后采摘。到丰产期的时候，他的

基地每天可产草莓 250 至 300 公斤左右。
据了解，在注溪镇周坪村，利用自家农田

或承包土地种植草莓的农户有 12 户，总的种
植面积共 50 余亩。近年来，该村充分利用地
理位置和气候优势，采取“党支部+基地+农
户”模式，积极引导村民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有
效盘活冬闲农田大力发展草莓种植，为当地村
民开辟了一条“家门口”的致富路，也为乡村振
兴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接下来，该村将继续
依托草莓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乡村采摘旅游，
让“小草莓”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产业兴村，特色富民。近年来，注溪镇坚

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为契机，不断
推进现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着力
打造以“田园观光、鲜果采摘、农耕文化、民宿
休闲”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让田园乡村更具
特色，更具魅力。

岑巩县注溪镇：

冬季草莓 抢“鲜”上市● 11月27日至28日，州侨联青年委员会
第二次委员大会在凯里召开。会议书面传达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
眷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期间，举办了涉侨法律
及其专业领域的法律知识专题讲座，以及现场
观摩会。 （通讯员 鲍等红）

本报讯（潘秀钻 吴勇吉）“这种处理方式
我能接受。”“我也能接受！”……日前，在榕江县
仁里乡公街村矛盾纠纷化解现场，老党员亦法
律明白人李刚在一批乡贤、寨老的见证下，又顺
利地化解了一起因灌溉用水引起的矛盾纠纷事
件。这起矛盾纠纷的化解，既维护了当地乡村
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弘扬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据了解，近年来，仁里乡始终坚持“党建+
法治”工作模式，围绕“党建引领，党员示范作
为”这条主线，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不断推进辖区乡村法治工作。日
常工作中，高度重视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源源
不绝挑选学历高、群众基础好的优秀党员、干
部组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培养法律明白人，
干好基层明白事，以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助力
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法治活力。

截至目前，该乡共有州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1 个，累计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41 人，充分
发挥了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矛
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四大员”作
用，共参与基层矛盾纠纷调解 26 件次，参与农
村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 180 余人次，有力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为这片水乡侗寨的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我们党民村因地制宜，结合村民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的特点，已经组织开展了少数民族‘双
语普法’宣传教育课堂，通过思想教育持续提高
村民的法治素养。”该乡民主法治示范村支部书
记姚秀隆表示，“下一步，将以新时代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
以德治扬正气，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榕江县仁里乡：

“党建+法治”铺就乡村振兴和谐路

本报讯（通讯员 李慧萍 梁学章）时下，正
值秋冬种关键时节，从江县东朗镇按照“就近
育苗、就近移栽、地种相宜、群众便利”的原则，
因地制宜，应种尽种，将“冬闲地”变为“增收
地”，有序推进油菜种植。

近日，笔者走进东朗镇关雄村油菜示范基
地，看到 30 多名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和群众
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油菜移栽，犁地、打窝、栽
苗、浇水、施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现在国家政策好，不仅给我们免费发油
菜种子，还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我家今年种植
了 4 亩油菜，菜苗已全部移栽下地，只要加强
管理，明年定会有个好收成。”正忙着移栽油菜
苗的关雄村村民杨昌权开心地说道。

为了提高油菜移栽的成活率，县、乡两级
联动，选派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
诊”，采取现场实操演示和理论指导相结合的
方式，面对面与群众讲解油菜移栽密度、施肥
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领，切实解决农户在油
菜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据悉，东朗镇今年油菜种植任务共3100亩，
实际种植需求达 3580 亩，已建立油菜示范基地
3 个，覆盖摆德、关雄、苗谷等 13 个村 1776 户农
户，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油菜种植3308亩。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抓好剩余272亩油菜种
植工作，继续加大农技服务力量投入，扎实做好
秋冬种各项保障工作，为实现油菜增产、农民增
收、产业增效打下坚实基础，让“冬闲地”变为

“增收地”，确保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从江县东朗镇：

秋冬地不闲 油菜移栽忙

本报讯（通讯员 谌宏文）为提高村级管
水员业务知识和业务能力，强化农村饮水保
障和运行管护工作，提高农村供水服务保障
水平，维护群众饮水安全，近日，锦屏县铜鼓
镇组织开展全镇农村供水工程管水员业务知
识培训会，来自全镇 7 个村的 40 余名管水员
共同参加。

培训现场，主讲人围绕农村饮水知识、管
水员工作要求、日常管理维护、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等内容展开培训，通过图片展示、案例讲
解等形式对知识进行讲解，参会管水员认真做
笔记，学习相关知识。

“我是村里的管水员，平时在村里总会遇
到群众的很多问题，有时候自己也回答不上
来，这次的集中‘充电’让我对管水员的职责以
及相关的处置办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铜
鼓镇铜鼓村管水员徐钟军如是说。

据悉，铜鼓镇共有25个集中式饮水工程，10
个分散式饮水工程，千人以上有2个，分别是花
桥街上和铜鼓集镇。今年来，铜鼓镇紧盯饮水
安全保障任务，筑牢基层保障防线，充分发挥管
水员主观能动性，全力解决好农村供水管护难
题，确保农村供水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
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锦屏县铜鼓镇：

村级管水员集中“充电”

本报讯（通讯员 张强）“大家好！我是
傅欣，主要讲解理论，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
里探讨‘四下基层’互动式宣讲……”

“大家好！我是实践的讲述者周海燕，今
天能和傅欣老师一起通过二人讲的形式，共
同学习交流‘四下基层’，指引我们走好群众
路线……”

连日来，台江县“四下基层”“理论宣传
二人讲”陆续在各部门单位开展。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台江县认真贯彻
落实“四下基层”，不断推进党的声音在一线
传播、工作任务在一线落实、矛盾纠纷在一
线化解、政策服务在一线兑现，努力把惠民
生、暖民心、解民忧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交上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

“面对面”讲党课，一线宣讲“掷地有声”。

用足资源、用活形式，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
“书记讲党课”“县委宣讲团集中讲”“理论宣传
二人讲”等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以“沾泥土、冒露珠、带热气”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把中国式现代化台江实践是什
么、干什么、怎么干讲清楚说明白，把惠民利民
政策讲清楚讲明白。开展宣讲活动40余场，覆
盖党员干部近5000余人次，用心用情传递党的
声音，推动主题教育学习引向深处。

“实打实”找问题，坚持问题查找到基
层。台江县党员干部严格落实“重实践”要
求，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积极深入
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144 次，现场办公 64 次，现
场协调解决问题 34 个。形成任务清单，严明
问题交办，针对性制定解决措施，逐一分类
分解，并安排专人跟踪督查，不断夯实“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点对点”解诉求，一线接访“破解有方”。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下沉接访工作，变群众“上
访”为干部“下访”，将信访矛盾纠纷解决在一
线。坚持定点接访制度化、带案下访常态化、
重点约访经常化和领导干部包案责任化，“面
对面”倾听群众心声，“心贴心”感受群众疾苦，

“实打实”化解群众难题，对所接待信访事项全
程负责、一包到底。截至目前，下基层开展信
访工作共41人次，化解信访案件14件。

当前，台江县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四下基
层”优良传统，学习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方
法，既身入基层更心至基层，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通过“跑、看、问、记、思”，用脚步丈量
实情，用智慧破解瓶颈，凝聚磅礴力量推动
台江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台江县：

践行“四下基层” 谱写“民生答卷”

本报讯（通讯员 陈正君）近年来，麻江县杏
山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以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
深化“转作风、树形象、强执行、提质量”活动，全
面改进作风狠抓工作落实。规范党员领导干部
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带头参加组织生活会、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的组织生活，引
领党员干部当先锋、作表率，营造创先争优的良
好氛围。

标准化管理强规范，提振担当作为“精气
神”。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增强各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星级化”管支部，

“闭环式”管支书，“积分制”管党员的“三管双促”
机制，更换不能胜任的村（居）干部3人，调整充实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 5 人，完善后备力量 33
人，发展党员10名，全面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集团化作战强实效，吹响干事创业“冲锋
号”。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得到有效落实，采取
集团化作战方式推进工作，进一步凝聚街道、村
（居）干部合力，结合实际下发了《干部包村（居）
工作制度》，有效统筹本职工作和中心工作任务，
所有干部通过点面结合、一岗双责的形式压紧压
实工作责任，由“单兵作战”转化为“区域会战”，
各项工作均取得一定成效。

抱团化发展强动能，打好产业发展“组合
拳”。通过弱村抱团、以强带弱等方式，统筹推进
各村村集体经济发展。在青山小堡靛冲三村，全
面推行“三融三提”机制，着力打造联合党委“升级
版”，强化原有3200亩蓝莓基地管护提效益；新增
种植油菜 2000 亩，发展肉牛养殖 50 头。在谷羊
村、良田村，结合利用两村工业企业优势，实行“村
企共建”，良田村引进发展手工业，解决40余人就
业。谷羊村成立劳务公司，与大型企业开展劳务
协作，同时建成草莓、太子参、油菜等共计500亩。

一体化推进强统筹，下好基层治理“一盘
棋”。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发挥“寨管委”“一中心
一张网十联户”“合约管理”的作用，以网格为单
位全面开展敲门行动、“党政机关大走访”等活
动，联合开展夜间“大巡防”工作，让基层治理的
力量直达“神经末梢”，促进村庄、社区和谐发展，
推动城乡治理提质增效。

麻江县杏山街道：

“四化四强”夯基石 争先创优提效能

近日，为增强人们对艾滋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
防等方面知识的了解，迎接第 36 个“世界艾滋病日”，

丹寨县举办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
图为防艾宣传活动现场。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伟）初冬时节，在天
柱县坪地镇阳寨村罗汉果种植基地，黄绿相
间的罗汉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果香，十分诱人。数十名群众在果架下来回
穿梭，忙着采摘、搬运、分拣，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今年罗汉果长势很好，行情也还行，我
们通过订单的方式销售，亩产能达到 1.8 万
个，明年有意流转更多土地来种植。”果农何
开成乐呵呵地介绍着。

罗汉果属于用工密集型产业，从种植开始
到采摘收获全过程都需要大量用工，不仅可以

带来收益，还能为周边村民提供20余个就业岗
位，促进当地村民“租金”+“薪金”双增收。

“平时要在家里带小孩和照顾家庭，不能
外出远方务工，还好这里要用人，一天有 100
块，从 3 月份到现在我都在这里干活，收入还
不错。”正在忙着装框的阳寨村村民杨丽笑
着说。

据了解，今年阳寨村共种有 35 亩的罗汉
果，成果由广西莱茵公司回收，现已经销售
48 万个左右，预计总产量能达 70 万个，毛收
入 30 余万元。

近年来，坪地镇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

宜，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模
式，做好“土特产”文章，让一个个特色产业
在坪地田间地头开花结果，在全镇种植吊瓜
1000 余亩，种植茶叶 1000 余亩，种植订单辣
椒 1500 余亩，种植烤烟 530 余亩等特色产业，
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天柱县坪地镇：

罗汉果丰收 群众采摘忙

本报讯（通讯员 潘祖桥）眼下正是冬种
时节，在一碗水乡朗浒村万亩太子参种植基
地里，村民们在基地里忙着犁土、松土，分
行施肥、撒种、垄土，呈现出一片繁忙冬种
景象。

一碗水乡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疏松；
十分适宜种植太子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
植，是黄平县太子参的主产区。该乡大力通
过“致富能人+群众”“种植大户+群众”的组
织方式，鼓励和吸引有技术有资金的致富能
人、种植大户到村里流转土地，带领村民种
植太子参，扩大种植面积，帮助村民提高土

地种植效益，增加收入。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农增收。“我忙完

家里的活，就来基地这里干活，每天一百五
十块钱，我觉得还可以，离家也近。”正在垄
土的村民郑建华计算着自己的务工台账，满
意地说道。

梅建国是村里的种植大户，建国农场的
农场主。“我今年种了四十多亩太子参，自己
家的田土不够种，还租了村里其他人的田
土，为了赶在好时候种下太子参，我们都用
机子来犁土、垄土，有了机子，效率提高了，
省时、省力又省心。按往年行情来看，明年

收入肯定好。”梅建国开心地说道。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近年来，一碗

水乡立足资源禀赋，紧紧抓住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好时机，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农业经济为契机，积极探索“党支部＋公司＋
基地＋农户”的组织方式，打造中药材产业集
群，推进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建设。先后引进
贵州中通金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天人
药业有限公司建设GAP示范推广基地和黄平
太子参良种繁育推广示范基地，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示范种植带动作用，让群众种下“参”
药材，结出“致富方”，过上“甜”日子。

黄平县一碗水乡：

万 亩 太 子 参 种 植 忙

丹寨：开展防艾宣传活动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