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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昆 吴祥华）秋分时节，
岑巩县水尾镇老寨村秋意渐浓，秋收后的稻田
洒满金黄，蜿蜒的河流绕村而过，一座崭新的桥
梁横跨在进入村寨位置的河流之上，十分耀眼。

“目前，老寨桥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
98%，正在进行引道施工，预计 9 月底可全面完
工并投入使用。”正在现场开展质量安全检查
的岑巩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兼工程师
吴亮告诉笔者，为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施工进
度，他们每周都会到施工现场进行一次建设质
量及进度的监督检查。

老寨桥是老寨村村民出行的交通要道之
一，原桥为村民自建钢筋混凝土整体式现浇桥
梁，因修筑年限久远，桥梁的桥墩、桥台基础掏
空，板上出现裂缝等问题，加上跨径太小、排水
不畅，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影响着沿线群众
的安全出行。

为治理公路安全隐患，岑巩县今年实施了
10 座危桥改造项目，并将其作为 2024 年十件
民生实事大力推进，老寨桥就是其中之一。新
建的老寨桥桥梁为 3x16m 整体式现浇钢筋混
凝土空心板桥，全长 57m，全宽 5.5m，总投资
247 万元。改建后，不仅桥梁安全等级大幅提
升、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也为方便群众生产生
活提供了保障。

“现在这个桥修得好，看着就很结实安全，
而且路面也比之前的宽。今后，不管是我们出
行还是村里要搞什么建设，私家车、工程车进
出都很方便了。”老寨村村民舒德明十分激动
地说道。

从水尾镇老寨村驱车来到羊桥土家族乡
车河村，一路上山路蜿蜒。在车河村茂马组的
通村公路旁，新安装的道路防护栏像蓝色描边
一般与干净整洁的公路绵延在山间。

“今年，我们针对安全设施薄弱、临崖临坎
路段较多的农村公路进行安全隐患治理，全县
共 19 条路线，治理隐患里程 49.5 公里，总投资
906 万元。”吴亮介绍，岑巩县交通运输局积极
推进同样作为全县 2024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的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截至 8 月
底，项目已全面完工并完成验收、交付使用，为
农村公路装上“安全带”，让群众出行更加安
全、放心、舒适。

今年以来，岑巩县以加强公路安全隐患治
理为着力点，以特殊时间、危险路段为重点，全
面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危桥改造及村道窄路基拓宽工
程建设，确保辖区公路安全畅通。

目前，该县共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43 公
里，危桥改造 10 座、村道窄路基拓宽项目 7 个，
共投资 1895.7 万元。同时，排查整治公路水毁
隐患共 251 处，其中治理边坡坍塌 106 处，恢复
路面损毁 26 公里、路基损毁 6 公里、挡墙和护
坡损毁 17 处、桥梁 1 座、涵洞 7 道，安装爆闪灯
210 套、警示标识 23 套、减速带 37 米、护栏 200
米、施划震荡带 397.2 平方米。

岑巩县：

筑牢道路安全“防护网”
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

本报讯（通讯员 粟莉 陈璇竹）鼓一声《社
会主义好》、唱一首《温暖人间情》、舞一支《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9 月 27 日晚，岑
巩县思旸镇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暨“守望朝夕”工作文艺晚会，全镇上下
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此次文艺晚会以鼓振心、以歌寄情、以舞
献爱，为群众带来了一场视听与文化交融的艺
术盛宴，营造了热烈喜庆、欢乐祥和的和谐氛
围，展现了老有所乐、幼有所扶、团结向上的精
神风貌。

在晚会欢快的音乐声中，发放队伍服装、
授予队伍旗帜……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身穿
红马甲、手握队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迎风
飘扬的队旗指引、激励着全体志愿服务队员们
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们郑重承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竭诚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
风、更加优质的服务，投身到志愿服务事业中
去，以实际行动守护朝夕美好！”这是全体志愿
服务队队员们的铿锵誓言。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细做实对“一老一小”
群体的关爱服务工作，思旸镇着力创建“守望
朝夕”党建工作品牌，通过聚焦“一老一小”特
殊群体的民生需求服务体系建设，凝聚党员、
干部、民警、邻里等各方力量，成立医疗、教育、
普法、义警巡护、帮办代办、爱心帮扶、亲友互
助 7 支志愿服务队，力求做到关爱服务更加精
准，监护体系更加健全，关心关爱留守困境老
小的氛围更加浓厚。

“太好了，这些志愿服务队照顾到我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我腿脚不方便，又没有多少文
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我就能联系志愿服务
队的这些年轻人了。”思旸镇思州社区群众杨
正喜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思旸镇积极推行“三元共理”“孝
老爱亲”等模式，坚持把“一老一小”服务作为
重点民生工作，努力打造助老爱小“服务圈”，
丰富敬老育小“生活圈”，自 2016 年来，思旸镇
已连续 8 年召开教育表扬大会，筹集资金 80
余万元，表扬优秀学生 1100 余人，走访慰问老
人 3200 人次，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打造和
谐稳定乡村新风貌，基层治理迸发出新的社
会活力。

思旸镇：

聚焦“一老一小” 倾情助老爱小

本报讯（通讯员 杨政江 陈国静）连日

来，岑巩县各乡镇、各部门进一步强化风险隐

患排查和安全管控意识，通过开展国庆节前

安全大检查，进一步把好“节前关”拧紧“安全

阀”，让全县人民过上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

国庆假期。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全

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思旸镇

组织开展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各超

市、餐饮店、九小场所、学校等重点领域，重点

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配备齐全、消防器材是否安

全有效、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消防通道是

否畅通、售卖商品是否过期等安全隐患问题。

现场向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要注

意用火用电安全，时刻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有效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此次共检查了该镇烟花爆竹零售店 10 家，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1 家，超市 4 家，餐饮店 33

家，加油站 3 家，食品零售店 65 家、学校 7 所。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内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龙田镇政府紧盯国庆节前安全生产重点领域，

组织开展国庆节前安全大检查、应急消防演练。

该镇围绕农村消防安全、烟花爆竹专卖

店、燃气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施工安全、食品

药品安全等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

治，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责令进行

整改。同时组织专职消防队、各村（社区）开展

节前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应急消防演练。依托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机制，组织镇、村

（社区）干部利用召开小组会、院坝会向广大群

众宣传消防应急处置知识、交通安全知识等，

增强广大群众安全意识。

水尾镇积极组织开展了全面的节前安全

检查行动，重点对加工厂、旅游接待公司以及

城镇九小场所进行了细致的排查。对镇域内

加工厂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着重检查了企业

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生产设备是

否运行正常、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并到旅

游接待公司查看了公司旅游船舶的安全性能、

景区内消防设施以及导游的安全知识培训情

况。通过此次安全检查行动，进一步压实了安

全生产责任，增强了各单位的安全意识，为国

庆节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为确保辖区居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

期，连日来，天马镇组织综合治理服务中心、派

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节前安全生产

检查专项行动，切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此次行动由分管领导带队，通过深入非煤

矿山企业、加油站、沿街店铺、工厂车间等重点

领域，详细检查了各场所消防安全设施配备、

消防疏散通道通畅等情况，有效督促相关负责

人增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好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共同守平安、护稳定。

连日来，平庄镇工作人员用“网格式”的方

式对辖区内九小场所、学校、加油站、人员密集

场所等重点地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在道路

交通方面，工作人员对平庄镇道路在建工程进

行了检查，并叮嘱施工人员做好施工措施，注

意施工安全和过往车辆、行人，在危险路段设

立标识标牌、拉警戒线，确保道路安全。在食

品安全方面，对街道上的食品经营场所进行全

面检查并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在消防安全方面，对连片木

质房屋、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检查，检查灭

火器、电线电路，加强了群众用火用电安全防

范意识。

为确保生产生活安全稳定，客楼镇提前部

署，利用全体镇村干部大会对节前安全生产暨

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进行安排。积极

组织镇交管站、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联合客楼派

出所到辖区加油站、宾馆等人流较大场所及风

险斜坡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设置警示标

志，确保安全隐患排除到位，全力创造安全稳

定节庆环境。

岑巩县：

拧 紧“ 安 全 阀 ” 安 全“ 不 放 假 ”

本报讯（通讯员 唐鹏 程雪华 沈启照）时

下，正是秋播秋种的好时节，在岑巩县的田间

地头，到处是土地翻犁、育苗播种、蔬菜种植的

忙碌景象。

在羊桥土家族乡祝坝村芥菜种植基地，机

器轰鸣，十余名农户有条不紊地开展土地整

理、芥菜移栽工作。

“祝坝坝区总共有 700 亩土地，今年上半年

我们主要在坝区种植制种水稻。”农户郑昌洪

介绍，现在水稻收割了，利用冬闲的土地接茬

种植芥菜，能够提高土地收益。

近年来，祝坝村紧紧围绕建设特色现代农

业发展目标，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采取“稻+

菜”轮作种植模式，大力推广订单芥菜接茬种

植，不断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让“冬闲田”变

“增收地”，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和持续增收，实

现芥菜种植、初加工与销售一体化经营，走出

了一条促农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我们今年种了 700 亩芥菜，现在开始入苗

种植，预计亩产值 2000 元左右。”郑昌洪介绍，

现在每天有 20 多个工人在基地务工，多的时

候有两三百人，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群众一年四

季都可就近务工增收。

据了解，羊桥土家族乡共有 200 亩以上坝

区 8 个，全乡坝区面积共计 5200 余亩。入秋

以来，该乡紧紧围绕秋冬种工作，按照“早谋

划、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的“四早”工作要

求，提前谋划布局，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紧盯市场导向，找准种植主体，引进和培育种

植大户，序时完成秋冬种各项工作任务，守牢

群众“粮袋子”、稳住“菜篮子”，助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除种植芥菜外，今年，羊桥土家族乡秋冬

种以油菜、蔬菜、绿肥为主，通过以点带面的方

式推动全乡产业发展，计划栽种油菜 8680 余

亩、绿肥 8600 余亩、绿叶蔬菜 5000 余亩、牧草

800 余亩，全乡秋冬种面积 27700 余亩。目前，

各项秋冬种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当中。

在岑巩县客楼镇白家坝村百合种植基地，

十余名农户分散田间，正忙着开沟、栽种、覆土

等，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现场一片热闹忙

碌的景象。

“这两天是种百合的最好时期，我们从昨

天开始栽种百合，一天栽种了 775 公斤左右。”

基地负责人邓波说，“现在每天都有十多个工

人在基地务工，今年我种植百合 200 亩，争取

在这一个月以内完成种植。”

百合药食同源，营养价值较高，市场前景

广阔，客楼镇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特别适合百

合的生长，而且，百合种植周期长，从栽种、日

常管护到采收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近年来，客

楼镇立足资源优势，充分利用闲置土地资源，

引进外来种植大户，发展百合产业，让土地增

效，群众增收。邓波是客楼本地人，他正是在

外来种植大户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他的百合

产业发展之路。

“前几年我在网上刷到说种百合的利润很

高，缺乏技术所以一直没有尝试，直到 2022 年

的时候，湖南龙山那边的百合种植大户来我们

这栽种百合，他们去年的百合收益非常可观，

我就又开始动心了。”邓波介绍道，“去年我试

种 60 亩百合，在技术方面也得到了湖南百合

种植户的指导，一亩百合的利润也达到 1 万多

元，所以今年我扩种到 200 亩。”

客楼镇白家坝村的百合种植只是该镇发

展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客楼镇立足资源优势，积极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紧盯市场导向，引进和培育种

植大户，同时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和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构建以中药材、精品

水果、蔬菜等为特色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特

色产业为引领，全力铺就群众增收“共富路”。

目前，该镇共发展各类中药材种植 7200 余亩、

精品水果 8000 亩、烤烟 3000 亩、辣椒 2500 亩、

茶叶 1200 亩，养殖牛蛙 120 亩等。

岑巩县：

秋冬无闲田 接茬轮作忙

图为祝坝村芥菜种植基地，犁田机正在翻犁土地。

本报讯（通讯员 邹小朋）日前，2024 年

“全国科普日”岑巩县启动仪式在注溪镇周坪

村举行，活动邀请了省级科技特派员、高级农

艺师为当地群众、周边乡镇护林员和中小学生

全方位科普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全民科学文化

素质，组织参观了岑巩县水稻制种科技小院及

兆丰农科院试验示范基地，让大家更直观了解

到岑巩县杂交水稻种子种植相关知识。

岑巩县水稻制种历史悠久，始于 1976 年，

已持续发展了 49 年。2013 年来，先后被农业

农村部授予“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

“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成为贵州省唯一的国

家级水稻制种大县。2024 年，还获中国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批复，由贵州省科协、贵州大学、贵

州省农技联依托贵州兆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共建了贵州省岑巩县水稻制种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是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

服务有机结合的一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科技

服务平台。”贵州兆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研发总监、高级农艺师姚元勋介绍，通过引导

科技人员深入一线服务“三农”，研究生扎根农

业农村一线，既结合农业产业创新和农村实际

情况，解决农民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全产

业链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推动农业提质增

效，又对广大农民开展系统的科普培训，提升

他们的科技素质，促进产业发展。

为有力推进岑巩县现代种业发展，进一步

提高种子繁殖生产能力，2021 年 6 月，该县部

分国有公司、制种民营企业与广西兆和种业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贵州兆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并启动建设集生产、加工、仓储、销售为一体的

“育繁推”项目。2023 年，全县制种面积 3.81 万

亩，年产量 800 万公斤，年产值达 2 亿元以上，

全县种农制种收入达 1.4 亿元。2024 年发展水

稻面积达 4.01 万亩，预计产值达 2.4 亿元。

“目前岑巩县水稻制种移栽和辅助授粉环

节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处于应用探索的起

步阶段，母本移栽以人工为主，关键制种环节

机械化率较低。”姚元勋介绍，我们设立科技小

院目的也是想通过探索无人机应用与农艺技

术措施的有机融合，加强移栽和辅助授粉环节

智能化与数字化技术攻关，提升水稻制种的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补齐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技术

短板，增强制种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形成

水稻高效制种技术集成体系与应用示范，助推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据了解，科技小院的设立将有利于“育繁

推”项目建设，建成后岑巩县水稻制种产业预

计年产值将达 2.8 亿元，种农每亩将增收 1000

元左右，全年劳务费用达 3800 万元，土地流转

费用达 1500 万元以上，可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共

同发展水稻制种达 10 万亩以上。

下一步，岑巩县将立足杂交水稻制种优势，

通过科技小院开展科学研究、试验示范、技术服

务和人才培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化能

力和自身发展动力，增强社会服务本领，形成

“产、学、研、用”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和引领周边

区域创新发展，形成特色鲜明、优势聚集、产业

融合、市场竞争力强的水稻制种产业集群，为国

家粮食安全、水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岑巩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力量。

（备注：1亩=0.0667公顷）

岑巩县：

稻 田 边 有 个“ 科 技 小 院 ”

图为老师带领小学生参观科技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