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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运镇）为适应城区规划
和发展，保障城郊结合自然景观与大自然保持
整体性和协调性，今年以来，锦屏县依托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定点帮扶资源，持续开展清水江
治理工程，进一步提升治理河段的行洪能力，
全力做好河岸堤顶美化绿化亮化工程。

连日来，在锦屏县三桥至清水江风雨桥
右岸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修
缮、治理河道，数辆运输车与之相互配合，陡
峭的河岸正慢慢被填平、铺平，现场施工进度
有效推进。

锦屏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地
带，地形复杂多样，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雨量丰沛。清水江由西入境，于县城接西
北来的小江，再下纳东南来的亮江，“三江”在
此汇聚，呈现出“山为锦屏何须画，水作琴声不
用弦”的秀美场景。

多年前，由于河岸两边滑坡塌岸频发、水
土流失严重，河段防洪能力较低，对辖内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较大威胁，特别是清水江锦
屏县三桥至清江风雨桥右岸治理河段，因处河
道转弯处，加上部分区域常年岸坡裸露，河水
侵蚀较为严重，影响到两岸居民的安全和河道
自身的行洪问题。

此次河道治理，涉及锦屏县三桥至清江风
雨 桥 右 岸 段 及 支 流 小 江 ，总 治 理 河 段 总 长
3.063km。其中清水江锦屏县三桥至清江风雨
桥 段 治 理 长 1.028km、支 流 小 江 治 理 长
2.035km。主要工程建设在清水江锦屏县三桥
至清江风雨桥右岸段，此处河道整治主要以修
缮防洪堤，护岸护脚、美化亮化河岸为主，小江
主要以河道疏浚为主。

据了解，此次为期 12 个月的河道治理，将
进一步补齐锦屏县城修筑河道防洪堤“最后一
公里”，推进清水江水域岸线整治与产业升级，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将助力
该县拓展宜居宜游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让“清
水江十里景观画廊带”特色名片更加靓丽，对
提升锦屏三江水利风景区颜值与品质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锦屏：

加强河道治理 提升城区品质

本报讯（通讯员 龙艳铃）近日，锦屏县的
田间地头一批身穿工作服的土壤采样队，引来
不少群众的好奇心。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一位大爷问道。
“大爷，我们这是在做土壤取样呢，拿回去

给我们的土壤也做一下体检，土壤不生病，庄
稼才能长得更好呀。”州土肥站站长、高级农艺
师杨梅亲切地回答道。

“土壤普查是要查清土壤的类型、数量、质
量等方面的情况，为土壤的科学分类、科学改
良、科学利用等提供理论依据。土壤采集时要
注意排除草根、大块石头等异物，避免造成误
差过大。”省农科院质控专家黄兴成博士在田
间指导采样时对土壤采样队员说道。

据了解，锦屏县土壤普查工作于今年 9 月
份开始启动，经过样品定位、现场标记、清理表
层、采集土壤、录入系统，一个个标准土样被采
集、打包和归档等操作，截至目前，完成了 503
个表层采样调查。

“这次土壤普查摸清了我县土壤类型、土
壤亚类、土属和土种的空间分布，摸清了不同
海拔高度，不同乡镇的土壤特点，同时，我们还
测定了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通过这
些数据，可对我县粮食、蔬菜、果树进行有针对
性的土壤改良，为农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县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龙立鹏介绍说。

据悉，面对锦屏县普查样点数量较多、外
业采样难度较大的情况，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全县各个乡镇开展土壤性状、
类型、条件、利用状况等工作，全面摸清土壤

“家底”。先后派出 23 人参加此项采样勘查工
作，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翔实数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保障措施。

锦屏：

规范土壤“体检” 筑牢安全根基

本报讯（通讯员 杨胜辉）古树名木是林木
资源中的瑰宝，是活的文物，也是自然界和前
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科
学、文化和经济价值。近年来，锦屏县林业局
多措并举，全力保护古树名木，助力绿美锦屏
生态建设。

加大宣传力度。以集中宣讲、现场互动、
走村入户、发放常识手册等多样化的方式，与
群众进行面对面讲解。特别是针对部分古树
生长在住房附近，又缺乏保护意识和常识的群
众，宣传员更是主动上门，一对一地开展《森林
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点解读和知识普及。2023 年该局开展保护古
树名木集中宣传 12 次，入户宣传 100 余人次。

准 确 掌 握 信 息 。 成 立 专 项 调 查 领 导 小
组，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通过全面、规范
的古树名木调查、核实、登记、鉴定、建档等工
作，摸清全县古树名木数量、种类、分布以及
生长状况，将 1259 株古树名木和 15 株枯立木
登记成册。

落实保护措施。科学规范编制锦屏县古
树名木“一树一策”保护方案，明确每株古树名
木在保护修复时的总体要求和管理措施，制定
古树名木养护月历表，提高管护效率。对部分
古树名木采取施肥、松土、填土、消毒、修枝、喷
洒药剂等方式进行养护复壮。2023 年完成古
树名木养护复壮 25 株，完成调查 35 株（楠木），
正在开展养护复壮 20 株。

锦屏：

全力保护古树名木 守护绿色“瑰宝”

本报讯（通讯员 石叶宏 刘晓金）自第二
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锦屏县把“四下基层”作
为推动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聚焦信访难题、
民生重点、群众关切，变“坐诊”为“出诊”、转

“会场”到“现场”、化“脚力”为“能力”，倾听群
众诉求，了解群众期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我之前从锦屏去敦寨上班经常赶不上
车，还要车费 12 块钱，现在每天 8 点钟到这里
来都有固定的班车去敦寨，而且只要 2 块 4 毛
钱，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了。”谈起锦屏到敦寨
交通专线开启后给村民带来的便利，亚狮龙公
司员工陈波开心地说。

“这个干部会讲苗话，他用苗话教我们用
手机交农合医保，我觉得这种方式好。”在河口
乡岩湾村开展“四下基层”“理论宣传二人讲”
活动现场，一位苗族妇女在听完宣讲员的讲述
后高兴地说。

连日来，锦屏县“四下基层”“理论宣传二
人讲”陆续在各单位、各乡镇开展，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宣讲，以“书记上党课”

“理论宣传二人讲”、院坝会宣讲、“双语宣讲”
以及融媒体平台创新宣讲等方式开展各类宣

讲 150 余场次，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
基层，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快过年了，电信诈骗又有新花样
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如何预防这些风险？”
在三江镇飞山社区调研时，县公安局二级高
级警长刘晓东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当
场给出加强法治服务的承诺。这是锦屏县公
安局践行“四下基层”，以调研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锦屏县坚持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以党政机关大
走访、三类户遍访、安全生产大排查以及开展

“建言献策活动”等，由县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
层一线，察实情、谋实策、出实招，着力解决好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县级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发现问题 155 个，已解
决问题 97 个；共收到群众意见建议 1159 条，破
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1 件。

“我们里郎社区太堵车了，车辆乱停乱放，
大家出门很不方便，麻烦你们帮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吧。”近日，锦屏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
记石家德到县信访局坐班接访时，一名来访群

众急切地诉说着烦心事。
“别急，先喝口茶，坐下来慢慢说。”石家德

随即打开笔记本，一边仔细询问，一边将来访
群众姜某反映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当天，石
家德便召集相关人员前往里郎社区进行现场
办公，针对该社区交通拥堵、乱停乱放的问题，
当天就给里郎社区划定 400 个摩托车停车位，
信访人姜某反映的诉求得到了妥善解决。

“信访接待下基层”是党员干部贴近群
众、听取民意的“连心桥”。自 9 月份以来，锦
屏县坚持把群众信访和诉求作为发现问题的
重要途径，县级领导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群众
信访接访工作，零距离倾听民声、纾民解困，
做到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带头接访
下访，面对面为群众答难题、解矛盾，把信访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群众合理诉求及
时就地解决。截至目前，领导干部共下沉基
层接访 151 人 78 次，解决群众难题 157 个，化
解信访积案 34 件。

“老人家，在家吗？我们又来给你拍照录
入养老系统咯。”10 月 16 日一大早，平略镇平
敖村的养老信息采集队到村民姜先润家，帮助
行动不便的姜先润老人采集养老信息。

在锦屏县，这样的便民服务队伍并不少
见。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锦屏县坚持
现场办公到基层，帮助群众纾困解难，从“窗
口”到“门口”，现场解民困纾民难。全县党员
干部充分利用好“一线工作法”，聚焦产业发
展、秋冬种、安全生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重点工作，到困难多、
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
现场办公，破解发展难题，面对面解决实际问
题，打通群众发展“难点”“痛点”“堵点”，推动
问题解决到实处。截至目前，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开展现场办公 105 次，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57
个。

当前，锦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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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
作落实在一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锦屏：践行“四下基层”走实群众路线

近日，锦屏县代冲溪水库项
目建设点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施
工方利用秋冬季枯水期有利条
件，积极组织工人赶工期，争取项
目早日投入使用，惠泽一方百姓。

据悉，代冲溪水库位于长江
流域沅江水系清水江二级支流的
锦 屏 县 敦 寨 镇 笋 屯 村 ，是 我 省
2021 年第四批 10 座骨干水源工程
集中开工的工程之一，也是锦屏
县“十四五”规划和水网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建设重点项目之一。项
目总投资 21333 万元，总库容 149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130.87 万立方
米，死库容 4.13 万立方米。该项
目建成后，将解决敦寨集镇及锦
屏经济开发区 3 万人的供水问题
及 2000 亩的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图为代冲溪水库项目建设施
工场景。
（通讯员 王宏模 刘光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仁生 石叶宏）近日，笔
者走进锦屏县平略镇五星村，看到村民黄再平
正忙着在自家田边的土地上收割钩藤。

“今天天气好，我得抓紧时间收割、剪枝、
晾干钩藤，拿到‘联合社’去卖，还能卖个好价
钱。”黄再平一边忙着收割一边说。

黄再平已经 53 岁，种植钩藤也有十多年
了。“以前都是商贩上门收购钩藤，价钱压得很
低。现在‘联合社’给的价钱很不错，我种植 3
亩多的钩藤，今年可以收入 5000 元左右，明年
我还要多种点。”黄再平笑着说。

黄再平口中的“联合社”就是锦屏县盈辉
股份制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平略镇党委
于 2022 年 3 月牵头组建的，同时还成立锦屏盈

辉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有了联合
社的产业指导、收购销售，老百姓对于产业发
展就更有信心。

群众有了收入，联合社抱团发展这把“金
钥匙”正在打开乡村振兴的“致富之门”。

走进联合社厂房，有的工人正在忙着对收
购来的钩藤进行剪枝、烘干，有的工人对烘干
好的金丝皇菊进行选花、包装和销售等，忙碌
的身影随处可见。

“我们收购来的钩藤和金丝皇菊等，要进
行及时处理好，由公司统一上市销售。这样村
级产业得到了发展，群众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锦屏盈辉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董
事长范芳荣介绍道。

2022 年以来，联合社通过向群众收购竹笋
1.5 万余公斤、土豆 2 万余公斤；生产加工销售
金丝皇菊 7000 余件（盒），竹笋干、马铃薯、羊肚
菌等农特产品 4.3 万余公斤。

“以前村级合作社实力比较弱，人才不足，
资金也不够。现在成立联合社后，由联合社统
筹对内规范管理，对外宣传推荐、销售经营，有
效优化组织形式、整合资源配备，实现了全镇 7
个行政村抱团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增加
了群众收入。”平略镇党委书记卢秋米说。

据悉，平略镇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
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
勇闯新路，推行“支部+联合社+合作社+公司+
家庭农场+农户”发展模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联合社通过发展金
丝皇菊、钩藤种植等产业，持续增收 380 余万
元，为 7 个行政村进行股权分红 17 万余元。截
至目前，全镇已实现 1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50 万元以上，4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20 万元
以上，2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 10 万元以上。

平略镇：

“跨村联合发展”实现“双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光英 王宏模）仲 冬
时节，正是荸荠采收的季节。时下，在锦屏
县境内，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荸
荠抢鲜上市，乡村田野处处呈现出一幅冬日
采收忙的劳动画面。

“今天我来这里收了 950 多公斤，荸荠品
质还可以，我拿去凯里那边卖。”前来收购荸

荠的吴大姐说。
在敦寨镇亮司村的田坝里，三三两两的

村民正忙着采收着荸荠。
村民龙安全拿着采收荸荠的专用工具，

用力一踩、一撬、一刨，一颗颗荸荠被他们从
田地里挖出，经过清洗、装袋后，搬运到销售
点卖给收购商往外地销售。“今年我种荸荠

3 亩多，开始卖得 2000 元了，全部卖完要有 3
万元收入。”龙安全笑着说。

近年来，锦屏县依托当地交通、气候、资
源 和 丰 富 的 种 植 经 验 ，采 用“ 水 稻 + 荸 荠 ”

“水稻+油菜”轮作种植等模式，积极鼓励、
科学引导农民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致富
渠道。

锦屏：发展特色产业 拓宽致富渠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模 龙仙桃）仲冬时节，
走进锦屏县三江镇令冲村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排
排整齐的羊肚菌大棚在山谷间格外显眼，工人们
正在大棚内忙碌着，为来年的丰收劳作。

时下，正是羊肚菌种植的好时节，令冲村
的村民三五人一组相互配合，有的把种子菌棒
破碎、划沟，有的播撒菌种、覆土，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种植景象。

近年来，令冲村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
民发展致富，将村集体、种养能人、村民三者利

益紧紧捆绑在一起，村集体和种养能人合作共
建种养基地，使村集体通过基地投资获得收益，
种养大户通过基地投资和基地管护获得收益，
村民通过土地租赁和务工获得收益。

令冲村家庭农场场主龙方油就是村里的一
个种养能人之一。“现在村里发展条件好了，就
没必要出外面打工啦。今年我们种了15亩羊肚
菌，预估每亩产量 400 公斤以上，每天解决村里
至少12个人劳动力就业。”龙方油说。

令冲村通过集体出资在冬闲田里共开辟羊

肚菌种养基地，全部由龙方油作为负责人看
管，产出的羊肚菌将由村集体统一包装销售。
在去年收获的季节，羊肚菌特色产业亩产值 1.8
万元，总产值 36 万元。

为了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令冲村除了在冬闲田里种植羊肚菌之
外，还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使产业多点开花，让
多种业态相辅相成。

“目前，令冲村的产业是围绕特色田园来打
造，一个是2021年以来的羊肚菌种植，每年都有一
定的盈利。第二个是甲鱼养殖。同时我们启动了
三栋民宿发展旅游经济，另外还有8千羽养殖规模
的养鹅基地，山上还有200亩的淫羊藿、400亩的山
核桃和山油茶套种项目，这些都是我们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支撑产业。”令冲村党支部书记龙家文介
绍道。 （备注：1亩=0.0667公顷）

三江镇令冲村：

产业多点开花 带动村民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石
悦）近年来，锦屏县平
秋镇采取“党支部＋合
作 社 ＋ 农 户 ”发 展 模
式，探索出一条生态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社 会 效
益、经济效益相结合的
产业发展新路子，为当
地 群 众 就 业 拓 展 了 新
渠道。

近日，在平秋镇石
引村腰夹茶叶基地，党
员志愿者、在家群众 40
余人，正在紧锣密鼓地
挖 土 打 窝 、搬 运 茶 苗 、
植苗压土，大家分工协
作，眼前呈现出一片忙
碌景象。

“平秋镇年平均气
温 15℃，生态环境优良，
境内平均海拔高度 800
米，是种植生产出高品
质茶叶的黄金海拔。目
前我们茶叶基地种植面
积有 300 余亩，每年大概
可采摘茶叶 2500 公斤，
收入 30 万元，今年我们
打算扩大规模。”基地负
责人吴化谭说。

腰夹茶叶种植基地
位 于 平 秋 镇 石 引 村 腰
夹片区，由平秋镇众丰
林 下 种 养 殖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进 行 管 理 。 合
作 社 充 分 挖 掘 山 场 资
源 优 势 ，立 足 实 际 ，探
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 山 ”理 念 ，大 力 发 展
高山生态云雾茶叶。

“ 以 前 要 外 出 打 工
才 能 找 到 一 些 经 济 收
入，家里有事很多都顾
不 上 ，现 在 好 了 ，既 可

以照顾到家里和小孩，在基地务工一天
还能挣 100 元钱。”村民陆荣花表示，能
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自己很高兴也很
满足。

据悉，今年平秋镇计划新种植茶叶
400 亩，茶叶品种有奶白茶、龙井 43，目前
已完成种植 100 亩，种植茶苗 30 万株，带
动群众就业 5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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