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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生 产 在 行 动

“我们平时风里来雨里去，经
常顾不上吃早餐，现在晨扫完可以
就近去社区食堂吃到丰富的早餐，
像大肉面、油条、豆浆、包子等这些
都有，种类齐全又美味，就像在家
里一样，心里暖暖的，真切感受到
了有一种温暖叫‘工会在身边’。”
环卫工人李阿姨开心地说。（《甘肃
工人报》4 月 21 日 2 版）

据报道，李阿姨所真切感受到
的这一种温暖，是甘肃省张掖市临
泽县总工会考虑到环卫工人因工
作性质，存在“早餐难”这一“烦心
事”，从今年 1 月起，以“环卫工人
掏 1 元、县总工会补 3 元、兴华城市
运营服务公司补 3 元”的方式，每天
为全县 86 名城市环卫工人优惠供
应早餐。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工会
组织如同家一般的温暖。

在临泽县的环卫工人只需支
付一元钱就可以享受到成本为 7
元的营养丰富的早餐，这种以优
惠价回报环卫工人的方式，不仅
让环卫工人能吃上暖胃的热乎乎
的早餐，还能感受到工会组织和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尊重，心
里也是暖暖的。

笔者以为，“一元爱心早餐”具
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临泽县
总工会通过与社区爱心食堂合作，
吸引餐饮服务公司参与，共同传递
真情。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解决了
环卫工人的早餐问题，从而保障他
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还有效
带动了社区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此举不仅体
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既增强了环卫工人的
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同时也能激发更多企业和个人
参与到类似的公益活动中，营造关爱环卫工人、尊重
环卫成果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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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 吴兴荣）春风拂过苗
乡侗寨，卷起书页间的墨香。4 月 20 日，在苗族
芦笙与侗族大歌的交响中，黔东南州 2025 年“4·
23”世界读书日暨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
动于州图书馆正式启动。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州
民宗委、州妇联联合推出“阅读铸魂”工程，以文
化之力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书香润泽苗乡侗
寨，阅读点亮美好人生。在活动启动仪式上，厅
内座无虚席。身着民族盛装的青少年朗诵团以

《凯里酸汤 飘香四方》拉开活动序幕，将非遗技
艺与阅读文化巧妙融合。芳华朗诵队、黔东南青
少年朗诵团等团队和个人朗诵演绎《“桥”，这是
贵州》《这个世界我认真地爱过》等节目，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今天的活动内容很丰富，我在这里看到不
同年龄层次的读者朋友，非常开心。希望大家借
着读书日活动的平台和机会，把朗诵、朗读、阅读
活动开展好，让大家在读书中得到快乐，在读书
中强化自身素质。”前来参加活动的州委老干部
局退休干部马剑英告诉记者。

活动中，组委会还为友好合作单位、优秀延
伸服务点和“阅读之星”颁奖，为州图书馆特聘专
家团队颁发聘书。

“读书能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书里
的每一个字，都让我感觉到快乐。我以后要多多
读书，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领到荣誉证书的凯里市第七小学学生黄乐
天激动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州在 2024 年里，积
极开展服务功能提升配套设备纸质图书采购项
目，全年共采购普通文献 4900 余种，总计 14000
余册；少儿文献 600 余种，总计 1200 余册。同时，
订阅报刊 399 种，有效提升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目前，州图书馆文献总藏量达到 103071
种，共计 340248 件册，包括普通图书 267369 册、
留库过刊报 60842 件册，以及地方文献 4678 种，
共计 12037 件册。

“这次活动旨在推动全民阅读，让阅读成为大
众获取知识、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助力构建学习
型社会。”州图书馆馆长、党支部书记杨曲强说。

未来，该馆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造“品读黔
东南”阅读推广品牌，深入挖掘黔东南地方文化、
民族文化，通过诵读比赛、阅读分享、文化讲座等
形式，丰富阅读体验，推动文化传承，实现以读品
文、以文兴旅的多元价值。

书香浸润苗乡侗寨 阅读赋能文化振兴

2025年黔东南州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远罴 杨菁）当前
气温回升、天干物燥，正值森林防火特险
期。凯里市洗马河街道秉持“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压实主体责任，
精心织密“三道防线”，多管齐下筑牢森
林防火“安全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健全机制，下好防火“先手棋”。定
期召开森林防火专题会议，深入研判当
前防火形势，进一步明确各岗位的职责
分工，构建起“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
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扑
救为辅”的原则，科学制定中长期防火规
划，精准划定 9 个森防重点区，实行定点、
定人、定责和清单式管理。对 2025 年森
林防灭火应急预案进行全面优化，成立

“街道+社区”应急小组，并备足灭火和应
急物资。同时，组织森林防灭火队伍开

展消防器材使用及灭火战术的实战化训
练，提升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狠抓落实，打好防火“主动仗”。构建
“动态巡查+卡口检查”的管控体系，组织
街道干部、社区（村）“两委”成员、社区工
作者及护林员，对辖区森林进行常态化巡
查。在主要进山路口设临时检查卡点，严
格按照“拦停—登记—检查—宣传”的工
作流程，对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信息登记
和火种收缴。针对郊区居民自建房、坟头
墓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在
高温、大风等极端天气下，进一步增加巡
查频次，一旦发现火情立即上报，并采取
有效措施迅速处置。此外，积极配合派出
所严厉打击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并通过宣
传警示案例，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形成强大的警示震慑效应。

循循善诱，筑牢防火“稳定器”。搭

建“线上+线下”联动网络，线下通过悬挂
横幅标语、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广泛普及
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避险知识，线上借
助微信公众号、网格百家群等平台，及时
转发推送森林防火知识和倡议书，确保
防火知识覆盖到每一个家庭。与此同
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小区院
落，与居民开展面对面的森林防火知识
讲解，并通过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
入剖析火灾的严重危害，引导辖区居民
牢固树立“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安全
理念，有效提升居民群众的防火意识与
自我管理能力。

凯里市洗马河街道：

打好森防“主动仗” 织密安全“三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昆 周燕）暮春时节，万物
竞发，迎来中药材麦冬种植的关键期。在岑巩县
羊桥土家族乡羊桥村麦冬种植基地，种植户正抢
抓农时，积极开展麦冬苗栽种工作。

田地里，村民们躬身劳作在行垄间，动作熟
练地将一株株麦冬苗植入提前整理好的土地
里。翠绿的麦冬植株迎风拂动，将整个基地染
绿，透着生命的活力和丰收的希望。

“我从广西采购了 3 万多株麦冬种苗，分两
批发货，正在栽种的是第一批的 1.5 万株，今天就
能完成。第二批苗明天就到，紧接着在两天内就
全部完成栽种工作。”基地负责人黄显祥说。

黄显祥今年是第一次种植麦冬，经过前期考
察学习和对接市场，他看准了麦冬便于管理、病
虫害少、成活率高等种植优势，依托羊桥村所处
海拔较低、气候适宜、水源良好等条件，流转土地
试种麦冬 5 亩。

据了解，麦冬是一种传统中药材，药用价值
高，在中医药领域有着广泛应用，且市场需求大、
价格优势明显，发展麦冬产业前景广阔。

“我种植的麦冬是找好了销售渠道的，采收
烘干后就直接卖到药厂。”黄显祥说，麦冬种下去
之后，接下来就是把除草、施肥、保水等后续管护
工作做好，促进产业稳产丰收。

种下“小药材”，致富新希望。近年来，羊桥
乡立足资源优势，围绕富民兴村目标，突出市场
导向，大力推进中药材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目前，该乡发展百合、麦冬、白
术、太子参、黄精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共 2300 余
亩，全年可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1.6 万人次，促进群
众持续稳定增收。

岑巩县羊桥乡：

麦冬种植铺富路 激活乡村新“丰”景

本报讯（通讯员 刘婕 陈晓慧 龙先华）
今年以来，我州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认真落实省“六六就业稳
岗计划”，坚持强政策、扩岗位、优服务、提技能
多管齐下，推动全州城镇新增就业实现首季

“开门红”。截至3月底，全州促进城镇新增就
业2.4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3.79%。

强政策。全面贯彻落实省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推动职业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六六就业稳岗计划”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等意见，以及黔东南州易地扶贫
搬迁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政策措施十条、
东西部劳务协作高质量发展十条扶持措施
等政策，支持各类群体就业创业。今年以
来，全州落实创业场所租赁补贴、公益性岗

位补贴等就业创业政策补贴 9551.04 万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3 笔 2375.15 万元，支
持各类群体自主创业 103 人（户）。

扩岗位。围绕“四化”项目建设、就业创
业载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开辟家门口
就业增收新路径。依托“村超”“村 BA”“村
T”流 量 赋 能 ，扶 持“ 地 摊 经 济 ”“ 夜 间 经
济”。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大龄劳动
力、残疾劳动力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推
进就业帮扶车间（基地）建设，吸纳脱贫人
口、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等重点群体就近就
业。开发和收集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岗
位，吸纳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截至目前，全州城乡公益性岗位在岗就业
9.53 万人；全州共有就业帮扶车间（基地）

599 个，吸纳各类群体就业 3.29 万人次；启
动实施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三支一扶”招募计划共 2373 个。
优服务。搭建“一县一零工市场”就业

平台，健全州县乡村就业“全链条”服务体
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四级就业
服务网络，目前全州有零工市场（零工驿
站）186 个。实施“人社服务快办行动”，依
托“贵州就业帮”APP、“苗侗就业通”小程序
等平台，推动业务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依
托州县乡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就业援
助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月”等就业服务专
项行动，高频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今年
以来，全州零工市场（零工驿站）服务各类
群众 19.24 万人次，线上线下办理就业登记

2.77 万人。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 355 场
次，提供岗位 18.26 万个。

提技能。围绕高质量发展、“四化”建设
需要，坚持“以产定培、以企定培、以岗定培”
导向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育打造

“黔东南乡村主播”“黔东南绣娘”“黔东南木
构工匠”等职业技能培训品牌21个；实施“技
能照亮前程”行动，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
制、新业态新职业、在岗技能提升、高技能人
才等职业技能培训；围绕本地产业发展、企
业用工和劳动力培训就业需求，组织劳动力
开展中长期项目制、短平快技能和“马兰花”
创业培训。截至 3 月底，全州人社部门共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3799人次，完成省下达2025
年第一季度任务2800人次的135.68%。

我州城镇新增就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世江）沐浴着傍晚的霞光，黎平
县龙形街道兰溪谷社区居民杨大爷接回放学的孙子，笑
盈盈地说，“以前小孩的家庭作业我都不会辅导，现在不
但有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做作业，还带着孩子们做运动、
做手工，家长们放心多了。”

近年来，黎平县探索推进“善治小区”建设，持续推动
服务设施投向小区、服务项目延伸社区、服务事项直抵群
众家门，积极构建囊括教育、健身、养老等多功能的“15 分
钟服务圈”，大大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

依托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县街社三级联动开展民情大
调查，通过入户走访、群众座谈等方式，收集形成需求、资
源、项目“三张清单”。围绕为民、便民、安民服务，全面摸
排社区闲置低效用地，盘活通过拆墙并院腾挪公共空间，
丰富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区建设，打造便民“流量阵地”。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定期组织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
对社区治理难题研判会商，推进各部门优质资源下沉社
区，试点打造“善治小区”，完善老年活动中心、儿童之家、
妇女之家等场所设施，规范停车位、增设充电桩、开设便
民食堂、更新绿植等，持续丰富“15 分钟服务圈”便民服务
功能。

拉长服务供给线，找准社区工作者为民办事切入
口，分网格、小区进楼入户，常态化开展敲门服务，变办
事“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全面激活“善治小区”的治
理动能。

黎平县：

打造善治小区 为群众幸福加码

本报讯（记者 王书燕 通讯员 胡剑
平 刘洪琴）近年来，州政法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
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坚持和
落实绘就一幅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的苗
乡侗寨平安画卷。

州政法委系统围绕群众关心的社会
治安问题及社会矛盾纠纷，依托综治网格
化平台，有效落实相关工作机制，压实行
业部门责任，强化风险防范化解；法院系
统积极推进“调解组织+法官指导”审判模
式，通过科学处理前置解决矛盾纠纷，积
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检察系统深入
开展“富矿精开”等专项工作，通过严打市
场不公平竞争秩序、助力农民工讨薪等，
切实做到民有所需、检有所为。

司法行政系统创新打造“苗侗普法”

品牌；公安系统全域打造“枫桥式派出
所”，加强“一体化”打击犯罪和情报侦查
专业战队建设；应急管理系统创新生产
经营工作机制，实现安全生产事故断崖
式下降；社会工作系统出台《合约食堂管
理规范》地方标准。一项项举措，为我州
高质量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各级各部门积极协同联动，共同构建
了黔东南州“大平安”工作格局。

为防止社会矛盾升级影响全州平安
建设大局，州政法系统划重点精准发力，
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度，积极引导群众
运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调解协议+
支付令”等形式维护合法权益。同时，常
态化开展入村寨进社区走企业访群众

“大走访”活动，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做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党
小组+网格员+联户长”铁三角基层治理
机制，形成网格事件闭环处置，实现“网
格吹哨，部门报到”，真正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
2024 年，州政法系统累计通过网格

化平台流转、办理矛盾纠纷 7 万余件，办
结率 92.43%。通过全链条做好安全稳定
及风险隐患源头预防、中端管控及末端
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州实现各类重大风
险化解稳控率 100%。

“州政法机关将不断寻求化解矛盾
风险的有效方法和路径，打造党委、政府
统一领导，部门单位协同合作、社会力量
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黔东南州社会治
理升级版，为全州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奋力书写黔东南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政法答卷。”州委政法委有关
负责人说。

州政法系统：

奋力书写新时代“枫桥经验”政法答卷

4 月 15 日，丹寨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站
对外开放日活动”，丹寨县第三幼儿园组织学生走
进消防站，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体验消防救援器
材，进一步提升孩子们的应急避险能力，增强消防

安全意识。
图为当日，在丹寨县消防救援大队环城南路

消防救援站，小朋友在消防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灭
火体验。 （通讯员 杨武魁 摄）

萌娃学消防

本报讯（通讯员 姜再久 王贤柳）眼下，正值春耕大
忙时节，踏入剑河县敏洞乡高桂村，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水
光潋滟，村民们头戴草帽、卷着裤腿在水田间穿梭，犁田
机的轰鸣与水牯牛的低吟交织，勾勒出春日里最鲜活的
劳作图景。

在连片的梯田中央，58 岁的王大姐正与身着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们配合默契，只见他们左手熟练分秧，右手
快速扦插，嫩绿的秧苗随着弯腰的节奏在镜面般的水田
里整齐列队，原本泛黄的田块渐渐染上层层新绿。“多亏
了党员助耕队帮忙，我家需要插 2 天的秧地田 1 天就插完
了，比往年快了整整一倍！”王大姐直起腰擦拭汗水，望着
身后排列整齐的秧苗，眼角的笑纹里盛满了希望。

田埂另一侧，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沩
正蹲在育秧棚里指导村民观察秧苗长势。“大家育秧时要
特别注意温湿度控制，现在棚内温度保持在 25℃，湿度
75%，这样育出的秧苗移栽后返青快、分蘖早。”他一边观
察秧苗长势，一边向村民耐心讲解。

看着田间忙碌的红色身影，高桂村党支部书记姜学仲
望满是感慨。“乡党委政府组织得力，乡里的党员干部既
当‘田保姆’又当‘助耕员’，帮我们抢农时、忙春耕，真的
是太贴心了！”

“为了确保水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进行，我
们安排了专业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一
对一的技术指导。同时，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助耕服务队，
主动帮助村里的弱势群众育秧、移栽，全方位保障水稻生
产。”敏洞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杨国娣说道。

近年来，敏洞乡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指
引，将党建引领与农技服务深度融合，通过党员助耕服务
队下沉一线、农技专家“一对一”指导，构建起“党群同心、
技术赋能”的春耕生产体系，既稳住了粮食安全“压舱
石”，又激活了乡村振兴“动力源”，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强
农、技术支撑兴农、服务保障富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剑河县敏洞乡：

春耕正当时 稻田育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