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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俊 张家
精）根据州委统一部署，5 月 22 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
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州委宣
讲团第二轮集中宣讲报告会在台
江县举行。州委宣讲团成员、黔东
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马列部副教
授梁方丽作宣讲报告。

副州长、台江县委书记龙滨主
持。县政协主席黄置民，县委、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贵
州台江经济开发区领导班子成员，县
法院、县检察院主要领导出席。

在宣讲报告中，梁方丽就省委
十三届七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的部署安
排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讲解。她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州委

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统揽全局，以忠诚感恩之
心、攻坚克难之勇、科学务实之为、
众志成城之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

龙滨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全县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与省委全会、州委全会、县委全会
精神贯通起来，切实做到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坚定信心、苦干实
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切实把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
台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
写台江篇章。

县直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主
要负责同志，以及中央、省、州驻台
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聆听报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州委宣讲团第二轮集中宣讲报告会在台江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龙军）5 月 17
日至 19 日，副州长、台江县委书记
龙滨到江苏省无锡市开展招商引
资考察活动，走访对接意向企业，
宣传推介台江县产业优势，洽谈合
作事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县领导周泽东、王进
红、龙维平参加。

在无锡拈花湾小镇，龙滨一行
实地考察了景区文化主题运营模
式，双方就文旅 IP 打造、业态布局、
在地文化融合等进行了座谈。

在华西村（华西集团），龙滨先
后参观了吴仁宝老书记原居、社会
主义富华西展览馆、现代农业园等
地，深入了解华西村从“农业起家”
到“三产兴村”的转型历程。他指
出，要用好这次学习机会，学习先
进理念，升华固化，用以推动台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龙滨
希望，双方在“村 BA”以赛促旅、农
产品深加工等领域有更深层次的
合作，以赛事促旅“一品多化”深度
融合，共创共建共话双方在农文旅
体商协同发展双赢新格局。

在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
公司，龙滨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品牌建设、发展规划等情况，并
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座

谈会上，龙滨介绍了台江县的区
位、资源、交通、产业发展等优势。
希望企业能在新能源、农文旅体商
等领域找到双方切入点开展深度
合作，在互惠互利中结出合作硕
果。企业负责人对台江县的发展
潜力和招商诚意给予高度评价，特
别是持续火爆的“村 BA”发展势头
强劲。表示将立足当前洽谈基础，
强化沟通交流，在新能源产业、文
旅等领域共话发展，推动双方开展
更多合作。

在无锡北邮国昊物联科技园，
龙滨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深入
了解了物联网等技术在智慧城市中
的应用场景。在无锡苏纺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龙滨详细了解企业发展
规划、产品定位等，双方就未来合作
项目的落地细节、政策支持等进行
了充分交流，达成诸多共识。

龙滨要求，随行部门要以此次
考察为契机，建立常态化对接机
制，推动项目早日落地。他强调，
招商引资既要走出去拓视野，更要
沉下去优服务，以营商环境“软实
力”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围
绕台江县特色产业延链补链提质
增效，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汇聚
强劲动能。

龙滨到江苏无锡开展招商考察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家精 张光
奎）近日，台江县 2025 年“两清两
改两治理”现场观摩会在台盘乡、
革一镇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杨
德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宏超，
县政协主席黄置民，县委副书记代
明权，各战区指挥长、县有关领导，
县直各有关部门、各乡镇（街道）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实地检视省级示
范村“两清两改两治理”整治成果，
共谋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

观摩团先后走访革一镇排生
村、台盘乡台盘村、阳芳村、南瓦
水寨村，重点考察生活垃圾及残
垣断壁清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
及 圈 舍 改 造 等 工 作 。 在 各 观 摩
点，观摩团认真听取各村党支部
书记对本村“两清两改两治理”开
展情况的汇报，详细了解治理实

际成效。参会县领导结合每个观
摩村实地情况，现场进行点评，既
肯定“两清两改两治理”阶段性成
效，又直击短板和不足。

在观摩中，杨德昭强调，“两清
两改两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
手，必须久久为功。各乡镇要着力
加强文明新风培育，持续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激发
群众参与热情，让“干部干，群众看”
转为“干群同心干”，让“要我干”转
为“我要干”，让群众成为人居环境
改善的主力军，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此次现场观摩会，各参会
人员对“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有
了更直观的认识，为后续在全县范
围内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
宝贵经验和借鉴，让乡村环境更美
丽，村民生活更宜居。

台江县召开2025年
“两清两改两治理”现场观摩会

本报讯（通讯员 邰知渺 许婷
婷）近日，台江县妇联开展把爱带
回家——“母亲邮包”发放活动，以
集中发放的方式将满载着浓浓爱
心的“家庭健康包”送到 143 位困境
妇女手中，为她们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心和妇联“娘家人”的温暖。

“母亲邮包”项目由全国妇联
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
以中国邮政绿色通道服务为支撑，
主要选取经济困难母亲，帮助困境
中的家庭和母亲解决生活中的一
些实际困难。此次发放的暖心包
中包含了生活用品、床上用品四件
套、血压计、护颈带、护腰带、小药
箱等，每一个邮包都承载着党和政

府的关怀，承载着沉甸甸的爱意。
发放仪式上，县妇联负责人向

大家介绍了“母亲邮包”公益项目
开展的目的和意义。随后，现场工
作人员将“母亲邮包”一一送到困
境母亲手中，并现场教导大家如何
使用邮包里的物品。收到邮包的
母亲们脸上洋溢着感激与幸福的
笑容，她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
不仅送来了物质上的帮助，让她们
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的关爱与温暖，更让她们觉得自己
的工作是有价值、被认可的，传递
了精神上的鼓舞。

据悉，此次活动，共计发放“母
亲邮包”143 份，价值 4.5 万元。

台江县开展2025年把爱带回家
“母亲邮包”集中发放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玳菂 邰光菊）5
月 21 日，贵州·台江 2025 年苗族姊妹节
总结表扬大会召开。副州长、台江县委
书记龙滨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
长杨德昭主持会议。县政协主席黄置
民，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
县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前播放了贵州·台江2025年苗族姊
妹节系列活动总结视频。会议宣读了《中
共台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贵州·台江
2025年苗族姊妹节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进行表扬的通报》，并为部分先进集体代
表和优秀个人代表颁发奖项。会上，先进
集体代表和优秀个人代表先后进行发言。

龙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受到表
扬的 68 个先进集体和 290 名优秀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向文旅部、农业农村部、
团中央、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省、
州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所有关
心支持姊妹节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向为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
工作人员、志愿者、演职人员和广大群
众致以崇高敬意。

龙滨指出，今年的姊妹节，是一次
文化魅力的品牌呈现，是一条文旅融合
的发展赛道，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
会，是一份真抓实干的高分答卷。姊妹
节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台江节庆活

动和赛事活动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在总结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各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要重点
把握“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关系、统
筹“节庆引爆与常态运营”的关系、协调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要以
推动文旅融合为重要突破，大力培育文
旅新场景、新业态，奋力推进文旅产业
提质增效，系统提炼姊妹节、“村 BA”等
成功经验，推出一批具有台江标识度的
文化 IP 产品，为州庆贡献“台江方案”、
彰显“台江担当”。

龙滨强调，要实施“文化 IP 裂变工
程”，打造国内外知名原生态苗族文化

旅游核心区。全力推行社会化、商业
化、品牌化办节模式，办活办靓“苗族姊
妹节”等民族特色节庆活动。要推进

“服务能级跃升工程”，建设全国旅游名
县支撑体系。开展“百赛助台江、千企
入台江、万人游台江”三大行动，聚焦旅
游线路、旅游要素、旅游业态，进一步完
善和提高县城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杨德昭指出，要认真学习借鉴经
验，持续推动台江县文旅体育和节庆活
动向好发展，向所有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再接再厉、勇立潮头，为台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贵州·台江2025年苗族姊妹节总结表扬大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迁）近年来，
贵州台江经济开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组织路线，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台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强基固本方面，开发区将党组
织建设置于首位，通过单独建、联合建
等模式，实现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有效
覆盖。目前已建立 6 个党支部，涵盖 1
个机关党支部、2 个非公党支部与 3 个

非公联合党支部。同时，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今年开展党
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3 次、专题
研 讨 2 次 ，培 训 党 员 干 部 80 余 人 次 。
此外，打造党建示范阵地，在园区党群
服务中心设立多功能区域，增强党组
织凝聚力。

为激发党建活力，开发区创新活动
载体，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
区”，引导党员在企业经营各环节发挥
模范作用；组织两次技能竞赛等活动，

营造比学赶超氛围。结合园区实际，依
托天能集团等龙头企业开展“党建+”特
色活动，推动党建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

在服务企业上，以党建为引领，建
立党员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选派两
个党建工作指导组和 8 名非公党建指导
员开展 30 余次党建指导，45 名党员干部
结对联系 62 家企业。组建党员志愿服
务队，提供全方位服务。今年已走访企
业 170 余人次，解决问题 20 个，助力企

业融资 1000 余万元。
党建引领下，开发区围绕“一体两

翼”产业布局，推动新能源动力电池等
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深化“放管
服”改革，运用“红旗代跑团”等队伍优
化政务服务。1-4 月，园区规上工业总
产值达 29.74 亿元，同比增长 14.85%；工
业 投 资 完 成 3.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54%；招商引资项目投资资金 11.78 亿
元，同比增长 101.2%。多项经济指标实
现快速增长，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

贵州台江经济开发区：

党 建 引 领 激 活 园 区 发 展 新 动 能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通讯员 姜学维 邰海燕 邰
光政）近日，在台江县排羊乡排扎村，苗
族同胞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五
彩粽的制作。洗粽叶、泡糯米、调配染
料、包制粽子，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大家
的心血与热情，制作五彩粽，用传统美食
迎接节日的到来。

五彩粽独特之处在于，当地百姓就
地取材，将五种色彩的糯米包制而成。
五彩粽的制作不仅是一项手工技艺，更
是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排扎村，除了素的五彩粽，当地群
众还可以添加咸鸭蛋黄、红豆、猪肉、板
栗、薏仁米、绿豆等不同的馅。

“来到台江，吃到了五彩粽子，不仅
闻到了粽子的芳香，也能感受到植物的
香味，这种感觉太妙了。”来自湖北的游
客颜星星笑着说。

据悉，近年来，排扎村积极推广五彩粽
制作技艺，通过举办民俗活动、培训村民等
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到这项传统技
艺中来。如今，五彩粽不仅是端午佳节餐
桌上的美食，更成为排扎村的特色文化名
片，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

图为村民在制作五彩粽。

排羊乡排扎村：

制 作 五 彩 粽 喜 迎 端 午 佳 节

本报讯（通讯员 吴瑞 张安主）“种
植技术的革新就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
键，我们要改平地栽为起垄栽，单行沟
栽插垄距 80 至 90 厘米，双行沟 90 至 110
厘米，起高垄 30 厘米。”近日，在台江县
方召镇交汪村紫薯种植基地，镇农业农
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正为种植大户
传授起垄技术经验。

方召镇因地势海拔较高，夏季光热

充足，具有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种出
来的紫薯品质优良，但是一直以来延续
了传统的平地栽种植方法，植株排列稀
疏，单位面积内种植株数有限，光能和
土地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导致产量难以
提升。

为改善光照和通风条件，给紫薯生
长创造良好条件，今年，方召镇以“提
质、增效、促收”为目标，推动交汪村紫

薯种植产业向标准化发展，深入推广起
垄种植法，以科学的种植模式为薯业注
入强大动力。

起垄技术对操作规范要求较高，包
括垄高、垄宽、垄距等参数都需精准把
控。因此，方召镇“把课堂搬到田间地
头”，让紫薯起垄技术推广从“纸上谈
兵”变为“实地练兵”，既提升了种植户
的技术水平，又有效打通了技术推广的

“最后一公里”。
“去年我种了 5 亩紫薯，纯收入两

万多元，今年我扩大了种植面积，通过
学习新的紫薯种植技术，我对今年的产
量更有信心了！”交汪村种植大户邰通
学说。

截至目前，方召镇紫薯种植已覆盖
9 个行政村，预计紫薯种植面积 565 亩，
平均每亩产量 1750 公斤。

方召镇：

加 强 技 术 培 训 促 进 产 业 增 效

本报讯（通讯员 范超标）近日，在
台江县台盘乡棉花村 200 亩马铃薯种植
基地里，50 多位村民正弯腰忙着采收马
铃薯。“这可是咱们的‘金豆豆’！”村民
杨青托起足有 1 公斤重的马铃薯，脸上
满是丰收的喜悦。

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正是 2024 年
创建的台江高山紫薯基地。去年 11 月
紫薯采收后，棉花村“两委”立即启动“科
技轮作”计划，引进“甘引 9 号”马铃薯新
品种。该品种不仅薯型饱满、皮薄肉厚，
更采用大垄双行高产栽培技术——1.2
米宽垄上双行播种，宽窄行距科学配比，
配合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等 8 项技术集
成，实现亩产1850公斤。

“我们给每颗马铃薯都设计了‘专
属座位’。”县农业局技术指导员姜先
平在现场进行解说，错窝摆种确保 25
厘米黄金间距，每亩 4500 到 5000 窝的

精 密 布 局 ，既 让 块 茎 充 分 发 育 ，又 形
成天然通风带，绿色防控体系更让马
铃薯免受病虫害侵扰，真正实现生态
种植。

正在装筐的村民王天堂擦了把汗，
笑道：“去年挖紫薯，今年收洋芋，在家
门口就能月收入 4000 元。”土地轮作不
仅盘活了资源，更让当地群众实现“四
季有活干，全年有收入”。

棉花村支书王堂亮指着连片的基
地说：“‘紫薯—马铃薯轮作’模式既能
抑制土传病害，又能调节土壤微生物群
落，使有机质含量提升 15%。”科技赋能
的土地焕发出生机，传统农耕智慧与现
代农技碰撞出绚烂火花，在这片希望的
土地上，一幅“地不荒、人不闲、产业兴”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图为村民正在挖土豆。
（备注：1亩=0.0667公顷）

台盘乡棉花村：

土 豆 获 丰 收 村 民 采 挖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