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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苏萍 张勇华）3 月 18
日，雷山县 2025 年春季“迎老兵 送新兵”文艺
演出在雷山县城举行。县相关领导，以及县
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全县人
民群众欢聚一堂，热烈欢迎光荣退役的老兵，
欢送即将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

演出在热情洋溢的《苗族敬酒歌》中拉开
帷幕。随后，舞蹈《送你一朵小红花》、歌曲

《当那天来临》《强军战歌》《海恋》《跳起芦笙
舞》、舞蹈《锦鸡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
表演为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加油鼓劲、送上
美好祝福，进一步营造全县拥军爱军的浓厚

氛围。
活动中，相关人员向光荣退役的老兵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
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向即
将入伍的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们牢
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刻苦训练，早日成为一名
合格的军人，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随后，县领导为入伍新兵佩戴了象征光
荣的大红花和绶带，县妇联和县脚尧茶业公
司为新兵们送上纪念品和礼品，祝愿他们在
军营中带着家乡的关怀与支持，继续保持纯
真与热情，勇敢追梦，不负青春。

雷山县举行2025年春季
“迎老兵 送新兵”文艺演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光辉）近日，雷山县人
社局举办了一场苗族手工刺绣培训班，吸引
了众多妇女同胞前来学习手工刺绣。此外，
该机构还举办了一期 40 人的“仰欧桑”旅游服
务培训，以促进群众稳定就业，增加收入。

为做好易地搬迁社区妇女同胞的稳岗就
业问题，今年以来，县人社局按照全县旅游发
展服务需求，结合群众培训意愿，举办富有民
族特色的培训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雷山县通过打造“贵州技工品牌”，将乡
村旅游发展培训纳入重点培训项目，为群众
提供苗族手工刺绣、银饰制作、少数民族歌舞
等民族特色培训班，深受群众喜爱。同时，该
县还围绕乡村振兴领域开展短平快农业特色
产业培训，通过“四季务工”模式组织易地搬
迁群众参加中草药培育、采茶炒茶等方式吸
纳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务工增收。

图为社区妇女在参加苗族手工刺绣培训。

县人社局：

举 办 手 工 刺 绣 培 训 班

本报讯（通讯员 盘应彩 文胜龙）“推动
纪检监察工作向村（社区）延伸，就是要通过
盘活村级监督力量，凝聚监督合力，提升监督
质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日，在
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推动会上，雷山县纪
委监委负责同志指出。

今年以来，县纪委监委坚持以集中整治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行动为依
托，紧盯打造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哨卡”，经过
充分调研，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完善《关于进
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推动
监督向基层延伸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织密监
督网络、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基层监督，
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村（居）延伸。2025
年以来，推动实现全县 9 个乡镇（街道）154 村
（居）配备纪检监督员，探索（社区）片区协作
机制，用好交叉监督、联动监督等方式，有效
解决群众问题 13 个。

工作中，县纪委监委以村（社区）“两委”换届
为契机，通过“两选举一聘任”程序，全面推行村
（社区）纪检委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和村
（社区）民生监督员由同一人担任的“村（社区）纪
检监督员”，承担纪检监察宣传员、信息员、协调
员、监督员的角色，对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早发现、早掌握、早反馈、早疏导，真正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处置在一线。
为发挥基层纪检监督员履行好村级党内

监督、村（居）务监督和民生监督“三项职责”，
打通监督执纪“最后一公里”，县纪委监委通
过制定村（社区）纪检监督员履职清单、规范
治理村（社区）“小微权力”监督清单，结合工
作实际，每月动态梳理监督工作任务、明确监
督重点、细化监督内容，进行任务派单，使任
务清单化、具体化，可操作、易执行，推动基层
监督有的放矢。

同时，县纪委监委积极探索制定了村（社
区）纪检监督员履职考核办法，以全体纪检监
督员为考核对象，由乡镇（街道）每半年根据
评定标准，对各纪检监督员“政治素质、履职
情况、自身建设”三个方面进行逐一讨论、综
合评比，做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切实发
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和提高基层纪检监督员的
工作能动性，激励基层纪检监督员积极为民
服务、担当作为。

“雷山县以持续筑牢群众家门口的‘监督
哨卡’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有效载体，持
续细化村级纪检监督员工作职责，充分发挥
作用，聚焦群众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提升基
层监督质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县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委：

筑 牢 村 级“ 监 督 哨 卡 ”
推 动 监 督 向 基 层 延 伸

本报讯（通讯员 余小芬）为扎实开展好
统计调查工作，雷山县统计局立足实际，谋篇
布局，通过多举措，环环相扣，确保 2025 年各
项统计调查工作落实落细。

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开
展统计集中培训，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集中培
训，并制定统计标准化培训手册和课件，有针
对性地开展分类培训，围绕重难点指标的填
报、一套表系统的熟练操作、统计资料归档管
理等内容进行培训。同时，深入企业开展有
针对性的“一对一、点对点”业务指导，帮助企
业统计人员梳理报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不断提高企业统计人员专业化水平。

严格审核数据，夯实统计数据质量。坚
持“即报即审”原则，以统计云平台公式审核
和查询模板为切入点，逐条核实企业标记反
馈说明，并加强表间关联指标审核及跨期数
据对比。同时，常态化对企业开展数据核查，
严格按照要求，全面梳理月度波动大的重点
企业及新入库企业名单，通过到企业现场询
问或线上调取资料等方式，查看企业原始凭

证，确保“数出有据、数证一致”。
强化统计服务，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做

好经济形势解读，立足实际，常态化开展月度
经济运行分析，重点解读主要经济指标，加强
经济走势预判预警，通过多维度、深层次分
析，精准识别问题，提出科学建议，为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做好五经普数
据开发应用，撰写有深度的统计分析，为县
委、县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做好业务咨询、企业对接和数据预警工作，发
挥统计监测职能。

开展普法教育，筑牢统计法治意识。将
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
常务会议、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县委党校主体班次学习
内容，推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同时结合全
县性健身徒步活动、姑妈篮球赛等开展统计
法治宣传，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提高
群众的统计法治意识，营造依法履行法律义
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社会氛围。

县统计局：

精准发力 提前谋划各项统计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罗玉龙）近年
来，雷山县以“五良融合”为抓手，聚
焦粮食单产提升，通过系统推进耕
地保护、技术革新、机械应用、土壤
改良和制度创新，实现粮食生产质
效双增。2024 年，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达17.6万亩，总产量5.16万吨，示
范点单产突破588.12公斤／亩。

夯实良田基础，严守耕地保护
屏障。严控“非粮化”撂荒，印发

《遏制耕地“非粮化”方案》，排查
整治“非农化”“非粮化”耕地。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足农业
基础设施短板。实施土壤质量提
升行动、落实地力补贴等激发农户
护地积极性。2024 年，共清理撂
荒图斑 2671 个，复耕复种 257.68
亩，复耕率 100％。实施绿肥种植
5.2 万亩、增施有机肥 6.5 万亩。新
增高标准农田 800 亩。发放中央
地力补贴资金 1006 万元，覆盖农

户 3.17 万户，补贴面积 2.01 万亩。
强化良种推广，筑牢单产提升

根基。聚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
粮作物，引导农户优先选用泰优
808、宜香优 2115、贵农玉 188 等高
产优质品种，确保主导品种 100％
全覆盖。通过推广水稻“两增一
调”、玉米“一增五改”等核心技
术，建成党政领导领办高产示范点
28 个。整合资金 100 万元培育 7 家
育苗服务组织，购置秧盘 37.02 万
张，保障 1.6 万亩示范田及散户用
秧需求。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826.2
万元支持耕地轮作、粮油绿色高产
高效、扩种油菜等粮油生产和防灾
救灾。2024 年，全县粮食单产达
292.9 公斤／亩，同比增速 5％。

深化良法应用，推动技术集成
增效。结合党政领导领办示范田
工作，推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
村、入户、到田，鼓励农技人员开展

基础性示范服务和“揭榜挂帅”。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示范区1个
面积500亩，落实统测、统配、统供、
四统一的服务机制。集成推广施
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和化肥
减量“三新”技术模式，推广面积
4000 亩。推行稻鱼共生 4 万亩、大
豆玉米带状种植等绿色技术，促进
生态与效益双赢。2024 年，全县累
计开展农技培训工作47次，培训粮
油种植农民1932人次。

提升良机覆盖，破解丘陵耕作
瓶颈。实施“农机上山”计划，统筹
各类涉农资金用于新机具购置。
积极探索“国有农业平台公司引领
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国有企
业＋合作社＋农机服务队”“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等发
展模式，鼓励开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针对山区特点，创新机械适用
模式，分配小型旋耕机、收割机至

各乡镇，填补机耕道短板，确保机
械“进得了田、用得上力”。2024
年，全县投入农机补贴 94 万元、报
废更新补贴 69 万元。建成县级农
机服务中心 1 个、乡镇服务点 8 个，
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8家。全县农
业机械总动力2400千瓦，全年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49％。

完善良制保障，构建长效治理
体系。压实责任链条，建立“县统
筹、乡落实、村到户”三级联动机制，
签订《禁止撂荒承诺书》3.62 万份，
制定《撂荒地复耕技术指导意见》，
将粮食安全纳入党政同责考核。出
台《土地确权纠错方案》，整改档案
错漏 2265 户，颁发土地确权证书
3.14 万份，保障产权清晰。通过广
播、网络等渠道发放告知书 3.8 万
份，开展技术培训 47 场次，培训农
户1932人次，营造依法护耕氛围。

（备注：1亩=0.0667公顷）

雷山县多措并举推进粮食生产质效双增

本报讯（通讯员 韦再春）连
日来，雷山县抢抓农时，以“开局
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
态，早谋划、早动员、早部署，持续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有序组织春耕
生产，为全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果蔬菌稳产保增长。做好蔬
菜优势品种选种，调整蔬菜种植结
构，扩大优质、高产、抗病蔬菜品
种的种植面积，确保蔬菜供应的稳
定性和多样性，提升本地蔬菜供给
能力。调整优化蔬菜品种结构，并
做好 3 万亩秋冬种蔬菜及现有果
园、食用菌冬季防寒田间管理和粮

油春耕播种工作。指导雷农公司
维修维护食用菌钢架大棚基础设
施设备，帮助采收和销售 65 亩食
用菌基地的羊肚菌，对 2024 年底
50 万棒香菇种植户进行注水等管
护。加强对大塘镇大棚蔬菜基地
和水韭菜种植、望丰乡五星蔬菜基
地管理和技术指导，蔬菜产量及单
产得到提升。丹江镇猫猫河村新
增 8 个草莓种植大棚，瓜果类水果
产量有所增长。

春茶下树增量固根基。做足
茶产品销售、茶园管理、开采前加
工等准备工作。对全县 70 家茶叶
加工企业春茶加工筹备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深入重点茶叶企业，开
展春茶生产加工技术指导。2025
年，全县有茶叶加工企业（初级加
工厂）70 家，其中，规上企业 4 家，
省级龙头企业 4 家，州级龙头企业
8 家。帮助协调县内各金融机构
做好资金保障，安排资金 200 万元
用于茶叶贷款贴息，全力保障茶
青收购资金需求。安排各乡镇做
好春茶采摘劳动力资源调查，建
立劳动力信息库，做好跨区域采
茶劳动力安排，全力保障春茶采
摘高峰期间的用工需求。目前，
已开展茶叶技术培训 2 期 100 余
人次。

畜牧业挖潜强支撑。紧盯 36
个规模养殖场，做好监测点指导服
务工作。一季度，较去年新增大型
养殖场监测点 1 家，可新增出栏生
猪 420 头。针对 2024 年“到户产业
奖补”项目和省外引牛等实施的畜
禽养殖情况，组织各乡镇帮助农户
产销对接，一季度畜禽出栏量有增
长。积极推进落实 2025 年“到户
产业奖补”项目、郎德和大塘 130
万元肉牛生猪养殖场设施项目、各
乡镇 309 万元 1660 亩牧草种植项
目、望丰 350 万元扩建青山村蛋鸡
养殖场项目等项目建设，为 2025
年畜牧业增长做足支撑。

雷山县：

抢抓农业生产机遇 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张千红李丰杰）
春意渐浓，万物生长。眼下正是羊
肚菌采收季，在雷山县各个羊肚菌
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在忙碌的采
摘中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近日，笔者走进雷山县雷农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羊肚菌种植
基地，只见一座座大棚错落有致地
排列在山谷间，棚内一片盎然生
机，一朵朵棕褐色的羊肚菌如雨后
春笋般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菌农
们正小心翼翼地穿梭于菌垄间，动
作娴熟地采摘下一朵朵鲜嫩肥厚
的羊肚菌。

“我们是上周开始采摘羊肚菌
的，一天能采 150 公斤左右，现在
采有 1000 公斤，估计采到 4 月份，
总产预计 3000 公斤。”雷山县雷农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李
毅成介绍。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
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具有
极 高 的 药 用 和 食 用 价 值 。 2024
年，雷山县雷农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 公 司 通 过“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的模式，租赁郎德镇南猛村
合作社 10 亩大棚发展羊肚菌种
植产业。通过 11 月播种，三四月
份采收的“冬种春收”模式，不仅
让“冬闲田”变成了“增收田”，还
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

南猛村村民杨仕珍告诉笔者，
“收入还是可以的，去年我干了一
年得了 1.7 万多元。”

在该公司的加工车间里，工
人们正忙着将新鲜采摘回来的羊
肚菌进行分拣、装盘、烘干。据
了 解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产 业 附 加

值，延伸产业链条，该企业积极
打通了电商直播、生鲜冷链等销
售渠道。基地采收的羊肚菌在进
行分拣后，一部分通过冷链运输
发往周边市场，另一部分则进入
烘干车间被制成干货，销往全国
各地。

“线下的话我们就在黔东南地

区销售，线上我们有自己的直播
间、抖音、公众号，我们通过这些
方式来销售。”雷农公司羊肚菌种
植基地负责人杨世龙介绍。

近年来，雷山县坚持把食用菌
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来
抓，依托资源优势，推动“茶麻菇
稻”产业化发展，擦亮“苗侗山珍”

品牌，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产业发
展之路。据统计，2025 年，雷山县
羊肚菌预计产量达 21.125 吨，产值
将在 338 万元以上。羊肚菌种植
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更为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可持
续的致富之路，为全县乡村产业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雷山县：

发展羊肚菌种植 拓宽群众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玉华）
近日，黔东南州第二届“仰欧桑
杯”姑妈篮球赛在雷山县木鼓广
场举行。为借助赛事流量扩大宣
传雷山农特产品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雷山县在姑妈篮球赛
期间，积极组织、广泛开展特色农
产品展示销售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宣传活动，取得很好的宣
传效果。

精心组织筹备，搭建多元化宣
传平台。围绕“赛事搭台、经济唱
戏”目标，精心谋划制定展示宣传
工作方案，统筹全县各企业特色农
产品资源，筛选独具雷山县特色的
茶叶、鱼酱酸、天麻等 30 余类优质
农特产品参展。协调银饰、刺绣等
非遗工坊设立文化展区，形成“产
品展销＋非遗体验”的全方位展示
销售区。

农产品展销成效显著。通过
搭建“姑妈集市”，大力开展特色
农产品展示展销，现场设置 15 个
特色展位，组织 15 家企业 30 余类
产 品 参 展 。 通 过“ 线 下 展 示 体
验 ＋ 线 上 直 播 销 售 ”等 促 销 方
式，宣传推广和销售雷山产品。
活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销售农
特产品 70 余万元，茶叶产品占比
超过 60％。

“以旧换新”政策宣传深入人
心。聚焦贵州省 2025 年促消费政
策措施，设置政策宣讲专区。通过
发放折页、现场宣传等方式，向广
大市民、群众宣传讲解家电“以旧
换新”补贴政策。同时，赛场主持
人通过适时插播宣传，赛事广播不
定时轮播等，将“以旧换新”政策
深入人心。活动期间，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 2500 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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