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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国平 任栎铭）6 月
1 日晚，省政协副主席、州委书记李建
在州应急指挥中心视频调度全州防汛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科学有效
应对雨情、防范风险，确保安全度汛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州领导陈曦、

陈啸、陆再义参加。
李建通过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各地

实时降雨情况，并以视频和电话方式，
与正经历强降雨的部分县、乡、村连线，
询问现场雨情汛情和相关措施落实情
况，要求切实把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
施，确保安全度汛。

李建强调，要始终绷紧防大汛、抢

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紧盯重点部位
管控，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
备、响应联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要层层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
要担起防汛主责，党政主要领导要实时
掌握雨情水情汛情险情强化调度，各相
关职能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和协同联
动，合力把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要强化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加强监
测数据集成融合，为调度指挥提供重要
的参考依据，提升防汛减灾协同作战能
力和质效。要紧盯防汛责任落实、风险
隐患排查、应急值班值守及工作纪律执
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大力宣传防汛工
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事迹，持续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

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李建视频调度全州防汛工作时强调

科学有效应对雨情 防范风险
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端午佳节至，粽香黔东南。在这片钟灵毓秀、民
族风情浓郁的土地上，除了镇远、施秉和黄平等县举
办赛龙舟系列活动之外，其他各县市纷纷精心筹备，
举办了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节日里的民
俗展示和活动体验，为八方游客与当地居民呈上了一
场场美轮美奂的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出全新的
生机与活力。

在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热闹非凡，一场别开
生面的包粽子比赛在这里激情上演。活动现场，碧绿
的粽叶、雪白的糯米等材料整齐有序地摆放着，散发着
阵阵诱人的清香，为传统节日增添了浓浓的仪式感。
初次尝试包粽子的游客们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
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可爱的粽子迅速成型。看着自
己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游客们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满
足的笑容。

来自广州的游客陈燕女士兴奋地分享道：“我以前
都没有包过粽子，第一次碰到这活动，觉得很新奇。而
且这里的服饰文化与人文风情气息非常浓厚，这里的
歌舞表演也很精彩。”

在榕江县，端午佳节正逢“超级星期六”，“村超”赛
场及周边地区热闹非凡，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他们
不仅为精彩的足球赛事呐喊助威，还沉浸式体验当地的
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全方位感受榕江的独特魅力。

看球赛、品美食、赏民俗，游客们还纷纷前往榕江
县城周边乡镇，体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
深入感受榕江的文化底蕴。“以前都是在网上看到‘村
超’火热的氛围，这次能来现场体验，觉得非常震撼，一
个县城居然可以把‘村超’办得如此热闹，现场气氛非
常好，不虚此行。”来自北京的游客李明激动地说。

在天柱县，联山街道惠民社区以“粽情端午·邻里
同乐”为主题，开展端午节文艺汇演活动，吸引了 500
余名居民参与。活动在社区鼓舞队激昂的《精忠报国》
鼓点中拉开序幕。队员们身着红色彩衣，手持鼓棒，铿
锵的节奏仿佛将观众带入了龙舟竞渡的现场，瞬间点
燃了全场热情。

紧接着，演员们献上《中华魂》《山里的妹子喜洋
洋》《捂不热的心》等精彩舞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文艺表演告一段落后，进入表彰环节。在主持
人的介绍下，社区先进楼栋、家庭及个人代表依次登台
领奖。“我们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带动社区树立文明
新风尚！”荣获“文明楼栋”称号的 D20 栋楼栋长姜叔叔
激动地表示。

在凯里市，大十字、洗马河等街道同样洋溢着浓浓
的端午节日氛围。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拔河比赛、包
粽子等活动精彩纷呈，吸引着众多居民走出家门，参与
到这场欢乐的节日聚会中来。“一二，加油！一二，加
油！”凯里市金泉国际新城小区里，呐喊声、助威声交织
在一起，现场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邻里之间的距离
在这一声声呐喊中不断拉近。“在这儿住了十多年，还
是第一次参加小区活动，真正找到了‘家’的感觉。”居
民杨洁感慨地说道。

在锦屏县里郎社区文化广场，居民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包粽子，一边唠
家常，分享着各自家乡的端午习俗，欢声笑语不断。而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们将包好的 2000 余个“暖心粽”送到社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家中，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温暖。这些小小的粽子，不仅
承载着浓浓的节日情谊，更传递着社区大家庭的关爱与温暖。

在黄平县，旧州镇且兰文化广场灯火璀璨，一场以“氵舞 水竞渡·州运华
章”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激情上演。晚会汇聚了本土歌手及特邀嘉宾，通过
歌舞、器乐、合唱等多元形式，展现且兰文化的独特魅力，整场晚会持续近
两小时，吸引了千余名群众驻足观看。活动通过“文艺搭台，民俗唱戏”的
方式，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也为当地文旅产业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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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世艳）为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三穗县多
点发力、精准施策，深入开展“两
清两改两治理”专项行动，掀起人
居环境整治热潮，绘就和美乡村
新图景。

三穗县瓦寨镇通过组建街道
清理、乱搭拆除、河道清理等七支
专项队伍，实行分片包干、协同作
战。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主动自拆违建，带动群众转变观
念，从“要我拆”变为“我要拆”。

“ 看 到 全 镇 干 部 纷 纷 行 动 起
来，我也积极参与，为全镇的卫生
环境提升贡献力量。”瓦寨镇瓦寨
村村民张根琼说。

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瓦寨镇清运垃圾 2.6 吨，清
理乱搭乱建 4 处，有力改善了乡村
环境。

武笔街道以“三坚持三强化”
扎 实 推 进“ 两 清 两 改 两 治 理 ”工
作。坚持党建引领，强化责任意
识，各村（社区）以党建为核心，通
过召开党员代表会、居民代表大会
等形式开展宣传宣讲，充分发挥党
组织纽带作用，让群众明晰“两清

两改两治理”的重要意义。坚持立
行立改，强化排查整治，建立“网格
员走访+群众反馈”机制，网格员摸
排问题并及时整改，每周五开展卫
生大扫除，村（社区）积极回应群众
反馈，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共同维
护治理成效。坚持干群协作，强化
共建共享，动员群众、公益性岗位
人员、志愿者等力量参与整治，重
点清理房屋内外杂物、整治乱搭乱
建等，并通过积分兑换制度鼓励群
众主动参与，形成全民共建共享良
好局面 。

自“两清两改两治理”行动开
展以来，三穗县各乡镇（街道）积极
行动，通过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广
泛参与，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下一步，三穗县将持续聚焦“两清
两改两治理”重点任务，不断深化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提升乡村
环境质量，奋力绘就生态宜居、文
明和谐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让广大
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穗县：

全域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
提 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品 质

开栏的话: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最后一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
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
活力、农民增收入。即日起，本报推出

《帮扶村的新鲜事》系列报道，以黔东南
州融媒体中心三个帮扶村的变化为视
角，见证新时代基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精神风貌，触摸乡村振兴的强劲脉
搏，感受来自泥土的芬芳。敬请关注！

6 月 2 日，雨后的黄平县重安镇塘都
村，空气格外清新。

一大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保石像往常一样来到村里那口水清岸
绿的池塘边，仔仔细细地巡查了一番。

塘都村因“塘”得名，村里这口 100
多平方米的池塘，就在村委会门口。听
老人讲，这口池塘原本碧水澄澈、绿树
环绕，是村里引以为傲的好风景。然而
前些年，这口曾经风光无限的池塘，却
一度成为塘都村人汗颜的“心病”。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连基本的人
居环境工作都没做好，实在不应该。”回
忆往事，李保石至今羞愧难当。

知耻而后勇，李保石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立下军令状，决心要改变塘都村
的面貌。

当时，村里的这口池塘，是脏乱差
的“显眼包”。生活污水往塘里排，塑料
垃圾往塘里丢。放眼望去，塘里满是浮
萍和垃圾。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因历史
遗留问题，塘中心还建有一个化粪池。

2024 年，塘都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拉
开帷幕，首先从这口池塘“开刀”。

“整治这口池塘，得到了上级有关
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整治项目申
报上去后，村里很快就获得了一笔专项
资金。”李保石回忆道。

资金到位，说干就干。
按照整治方案，用砖墙取代泥墙，

并对边坡作了一些绿化。两台抽水机
连续作业三天，把塘里的污水排干，随
后挖掘机进场，把塘里的化粪池拆除，
并把淤泥和垃圾清理干净。

项目完工了，清澈的山泉水注满池
塘，绿波荡漾的水面与岸边的绿植相映
成趣，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李子发的家离池塘不远，他见
证了池塘整治的全过程。看着池塘里
泛起的清亮涟漪，李子发不禁竖起大拇
指：“过几天放些鱼苗养在池塘里，几个
月后可以放心煮酸汤鱼吃了。”

然而，池塘整治完毕就算大功告成

了吗？
“还差得远呢！”李保石说，“还有生

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管控，这是影响村容
村貌的两大源头。”

为了继续整治塘都村的人居环境，
村“两委”召集村民开“坝坝会”，集思广
益，制定环境整治村规民约。

保洁员要尽职尽责，各项保洁制度必
须严格落实到位。党员带头、干群齐心，
自觉打扫好各家室内室外环境卫生……

采访中，记者在村委会遇到村里的
保洁员李阿蜡来领扫帚，村党支部宣传
委员、负责村居环境督促提升工作的李
东芳马上将扫帚递给她，并做好登记。

李阿蜡领了扫帚，李东芳随后也跟
了出去。两人来到村里的一条公共巷
道，开始打扫起卫生来。忙活了好一
阵，把巷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村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做好，
保洁很重要。”李东芳说。

2024 年 6 月，村“两委”组织举办塘
都村庆祝端午佳节暨家庭环境卫生提

升评比活动。在村里党员干部的示范
带动下，村民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家
家户户踊跃出资，用于村里的生活垃圾
清运。

“现在，生活垃圾每月由镇上的清
运车定期清运，这个污染源头算是堵住
了。至于雨污分离的问题，正在积极争
取上级有关部门支持，千方百计要想办
法解决好。”李保石说。

现在的塘都村，村干入户，总要看
看农户的房前屋后、室内室外的环境卫
生达不达标；而村民每天都要检查一下
自家的环境卫生，生怕在村干和邻居面
前抬不起头。

“目前，村里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
了向好的目标，但还远没到向美的程
度。”李保石说，“人居环境的提升是一
项久久为功的工作，需要一以贯之，更
需要持之以恒。”

采访结束，李保石急匆匆走出村委
会大门，他说早上巡查时发现池塘里有
零星的浮萍，得去找工具打捞干净才行。

向 美 而 行 自“ 塘 ”始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舒增付 杨光洪 康莉

当南海的潮声与苗寨的飞歌相遇，
一场跨越山海的协作，便在时代的画布
上晕染开新的墨色。佛山市南海区与
黔东南州丹寨县，以东西部协作为笔，
以民生福祉为墨，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
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壮美诗篇。

丹寨的晨雾中，总能看到南海留下
的清晰足迹。两地将协作视为共织的锦
缎，在组织领导的经线上，丹寨县委常委
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如精密的梭子，
反复梳理协作脉络。2021 年以来，南海
与丹寨的党政领导29次往来调研，恰似
穿针引线，让协作的纹路愈发清晰。结

对帮扶的纬线更是细密交织：南海区3个
村（社区）、20个社会组织与丹寨县23个
村结成“亲戚”，两地6对学校书声相和，2
对医院仁心相通。这经纬交织的协作帮
扶，正将两地的心跳织成同频的韵律，奏
响共同发展的和谐乐章。

人才交流是这匹锦缎上最灵动的丝
线。南海选派的 2 名党政干部与 7 名医
疗教育骨干，如携带火种的候鸟，跨越山
海，将珠三角的先进理念播撒在苗岭山
间；17名丹寨技术人才南下南海，在制造
业的熔炉里淬炼成长，带着新技能、新视
野归来，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劳务协作的暖流则滋养着这片土
地，983名农村劳动力通过南海搭建的就
业桥找到归宿，其中758名脱贫群众在新
岗位上稳定就业，生活有了新盼头；15名
苗家学子南下学技，让职业教育的光点
亮人生的晨雾，为未来铺就希望之路。

消费帮扶让丹寨的风物有了远方
的地址。今年，0.981 亿元的农特产品
与手工艺品，从苗寨的吊脚楼出发，穿
越千山万水，成为广东人家餐桌上的乡
愁、橱窗里的风情。那些带着丹寨泥土
气息的蓝莓、浸染着蜡染纹样的丝巾，
在南海的商超里讲述着山地的故事，让

苗岭的芬芳飘进珠江的涟漪，架起了两
地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经过几年的帮扶，产业协作的种子
在丹寨的土地上拔节生长：5 家南海企
业落地生根，7000 万元投资如春雨润
土；8 个帮扶车间如簇簇新苗，吸纳 667
名村民就业，其中 244 名脱贫群众在家
门口的流水线旁，织就了增收的新图
景，让生活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资金的活水更精准灌溉着发展的沃
土。在 2025 年 4360 万元协作资金谋划
的 13 个项目中，65.6%的“养分”注入产
业根系，让蓝莓园的枝丫、茶园的新芽、
风电装备的叶扇都承载着丰收的期待，
为丹寨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下转第三版）

山海共绘振兴卷
—— 佛山市南海区与丹寨县深化东西部协作侧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天英 通讯员 石开恒

今年，岑巩县发展杂交水稻制
种 4.2 万余亩（1 亩=0.0667 公顷），该
县通过推广杂交水稻制种高产技
术，结合产地加工中心、工厂化育秧
分中心的设施保障，实现从育种到
加工的标准化生产。

图为村民在思旸镇盘街村水稻
制种基地移栽水稻。

（通讯员 万再祥 摄）

水稻制种移栽忙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详见第三版）

瞒报违规吃喝“捂盖子”，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详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