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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通讯员 吴昌前）近日，
施秉县委书记姜志强到该县第一中学
调研高考安全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膳
食经费管理及师资力量建设等工作。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周武权，副县长
周晓颖，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在施秉县第一中学，姜志强通过
座谈会详细听取了学校关于高考筹
备情况的汇报，重点了解学生近期学
习生活、高考考务安排、应急处置预

案及考生心理疏导措施等情况，探讨
解决学校在师资力量建设、推动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并实地察看学校环境，到学校食
堂与学生一同就餐。

姜志强强调，高考是关系万千家
庭的民生大事，校园安全则是教育事
业发展的根基。相关部门要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协同做好高考保
障、食品安全与师资建设各项工作，从

考生饮食起居、心理调适到校园安全
管理、设施维护等全链条形成工作闭
环，以精细化服务为高考保驾护航，为
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姜志强要求，要健全考生压力疏
导机制，通过开设心理辅导课程、组
织课间放松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缓
解应考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接高考。
要科学规划考生膳食，注重营养搭
配、清淡均衡，严格把关食品质量，切

实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要全
面强化校园管理，为考生营造安全有
序的学习备考环境，及时对电力、通
信、考场等设施设备开展全面排查维
护，确保运行稳定、万无一失。要进
一步强化师资力量，通过“走出去培
训+请进来指导”等方式提升教师业
务能力，尤其要聚焦备考策略优化，
强化对毕业班教师的教学指导，以优
质师资保障教学质量提升。

县领导调研高考安全保障、学校管理建设等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龙湖敏）今年以
来，施秉县纪委监委紧盯乡村振兴领域
突出问题，结合全省“两清两改两治理”
部署安排，选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
出问题作为县级重点整治项目，持续深
化“小切口”整治，着力纠治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工作推进不力、干部作风不实、
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换新貌展新颜。截至5月底，全
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5件，
立案14件14人，党纪政务处分7人。

为找准整治切入点，县纪委监委聚
焦责任落实、政策落地、程序执行等重
要环节，全面起底近三年来监督检查、
信访举报、案件查办过程中发现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突出问题，通过梳理研判
和分析比对，细化“厕所革命以及畜禽
圈舍、危房、厨房、庭院改造”“生活垃
圾、污水治理”“人居环境公共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3 个方面 28 项具体
监督任务，并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明确整治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整
治重点及实施步骤。

充分发挥“室组地”联动监督机制，
构建“村级小交叉检查+乡镇大交叉监
督+室组跟踪问效”模式，通过明察暗
访、随机抽查、实地察看等方式，深入基
层一线，围绕各村硬化、绿化、亮化等

“六化”和改厨、改厕、改圈等“九改”措
施落实情况，以及农村垃圾治理、污水
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等落实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重点了解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
责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项目申报验收
不严不实、虚报套取项目资金、公共基
础设施维护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发现问题是基础，推动整改落实才
是关键。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垃圾清
运不及时、村容村貌整治不到位、项目
验收不严格等问题，对能现场整改的问
题，监督检查组现场督促立行立改；对
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
逐一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下发工作督
办单，督促限期整改销号，并交由相关
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监督，确保问
题真改实改彻底改。截至 5 月底，发现
并督促整改问题 11 个。

县纪委监委：

“小切口”整治助推农村人居环境“展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黄义双）近日，
2025 年中国建投公益助学计划资金捐
赠仪式在施秉县民政局 5 楼会议室举
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中国建投）向施秉县 131 名孤儿及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捐赠助学资金 10.6 万元，
主要用于在校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的教育资助。中国建投党建工作部、

县民政局、县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及中
国建投驻县帮扶工作队成员参加捐赠
仪式。

据悉，自2022年以来，中国建投累计
向施秉县慈善总会定向捐赠慈善助学资
金36.75万元，惠及儿童445人次，为该县
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强劲支持，成为推动教
育公平、助力儿童成长的坚实力量。

中国建投向施秉捐赠助学金10.6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伍姝嫱 石明丹）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
医药健康知识普及，提高人民群众中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在端午节之际，
施秉县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在三角洲
广场举办了以“粽香端午，中医传承”为
主题的中医药文化活动。活动吸引上
千名市民参与。

活动由县卫生健康局主办，县民族
中医医院承办。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
区域，为群众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
体验。

在中医专家坐诊区，专家们热情地
为居民提供中医咨询、把脉诊断等服
务。专家们根据居民的身体状况，耐心
细致地提出个性化的养生建议和治疗
方案，让居民们感受到了中医技术的精
妙。不少居民表示：“专家的讲解很专
业，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也学到了很多养生知识。”

中医特色疗法体验区人气爆棚，
针灸、艾灸、耳穴、拔罐、刮痧、推拿、穴
位贴敷等特色疗法一应俱全。居民们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免费体验这些疗
法，亲身感受中医的独特魅力。一位
体验完艾灸的居民兴奋地说：“以前只
是听说过艾灸，这次亲自体验了一下，
感觉真的很奇妙，做完后身体暖暖的，
很舒服。”

中医药（民族医药）展示区陈设着
各种中药材，并有专人详细介绍各种药

材的功效、用法、禁忌等知识。工作人
员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实物展示，让大家
对中药材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一位小
朋友好奇地问：“这些药材都能治病
吗？”工作人员耐心地回答：“是的，这些
药材经过合理的配伍和炮制，就能发挥
出神奇的治病功效。”

传统融合中医养生操展示区诚邀施
秉县老年大学等队伍现场展示并教授八
段锦、杨氏24式太极、易筋经、功夫扇、太
极剑等养生操。在老年大学老师们的带
领下，大家认真学习，一招一式有模有
样。一位参与学习的大爷说：“这些养生
操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传统文化，真
是太好了，我要坚持练习。”

免费发放 DIY 端午香囊区也热闹
非凡。专人讲解端午佩戴香囊的习俗，
并介绍香囊药材的功效，如驱虫、安神、
防感冒等；参与群众认真学习着香囊的
制作技法，体验中药配比的乐趣；工作
人员现场免费发放端午驱蚊香囊。一
位正在制作香囊的女士开心地说：“戴
着自己亲手做的香囊，感觉这个端午节
更有意义了。”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弘扬了
中医药传统文化，也为群众提供了便捷
和高效的中医药服务，有效提高了群众
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施秉县将继续举办更
多类似活动，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
的高质量发展。

施秉县：

举 办 中 医 药 文 化 活 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林澳）为深入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近日，施秉县马号镇深
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积极推进

“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组织镇村党
员干部、网格员及志愿者队伍，全面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乡村环境整
治与文明建设工作。

“三岔路口排水沟的垃圾得抓紧
清，昨天暴雨冲下来不少。”马号镇金钟
村党总支书记黄应国一边用铁锹铲起
黏在地上的塑料袋，一边对其他志愿者
说，“正好带大伙儿铲除学校附近电线
杆上的广告，给孩子们做个榜样。”

在 专 项 行 动 中 ，马 号 镇 全 体 镇 、
村干部身着统一的志愿服务红马甲，
按照既定分工，对辖区内大街小巷进
行 全 面 清 扫 。 工 作 人 员 以 细 致 入 微
的工作态度，对墙体“牛皮癣”广告进
行集中清理，并对破损的公益宣传牌
进行及时更换，确保辖区环境整洁有
序、宣传阵地规范美观。同时，通过
发放明白卡，向广大群众普及农村改
厕、改圈的技术要点及垃圾分类的科
学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环保理念，主

动参与到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中来，共
同 营 造 整 洁 、舒 适 的 生 活 环 境 。 目
前，发放明白卡 2000 余份，清运生活
垃圾 8 吨。

自“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号角吹响
以来，马号镇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召开专
项会议，精准传达上级精神，将该项工作
确立为核心任务全力推进。工作中，聚
焦硬件设施升级，不断推进农村卫生厕
所、养殖圈舍改造及排污管道修缮。当
前，已受理改圈申请10户，开展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2处，已完成改厕18户，其余32
户改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下一步，马号镇将持续健全长效管
理机制，严格对照“两清两改两治理”工
作标准，聚焦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补齐工作短板，全面开展整改工
作，为群众打造生态宜居、文明和谐、治
理有效的美丽家园，切实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马号镇：

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潘秀菊）初夏时
节，施秉县城关镇上翁哨坝区一派繁
忙景象。稻田里，农机轰鸣与村民欢
声交织，嫩绿的秧苗在农户的精准操
作下整齐入田，拉开了上翁哨坝区
1100 亩水稻种植的冲刺序幕。

为提升水稻亩产量，城关镇依托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路径，
创新推出高产水稻试验田，用科技之
力书写粮食增产新篇章。近日，笔者
走进上翁哨坝区，一幅热火朝天的农

忙画卷徐徐展开。放眼望去，农户们
正在操作农机犁田，铁犁翻卷，将泥土
深翻，为秧苗移栽做准备。坝区里，机
器的轰鸣声、人们的谈笑声交织在一
起，奏响一曲充满希望的农忙乐章。

试验田里，插秧“选手”们正在农
技员的指导下，熟练地分秧、插秧，一
株株秧苗在他们手中迅速落入田中，整
齐排列。“一般来说，人工每亩移栽秧苗
6000株左右，但我们这个试验田推广无
纺布钵苗育秧、合理增密、科学施肥、药

剂拌种、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等技术，种
植密度达 10000—16000 株/亩，是传统
水稻种植的两倍左右。同时，我们的试
验田重点防治‘两迁’害虫、稻瘟病、稻
曲病、纹枯病等病虫害，具备抗病性强、
产量高、稳产性好等优势。今年，我们
先用部分稻田进行实验，让老百姓切
实感受到水稻增产增收的成效，为明
年大面积推广做准备。”城关镇农业农
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光起介绍道。
2025 年，城关镇预计种植水稻 1.31 万

亩，油菜种植1.18万亩预计收成177万
公斤。

高产水稻试验田是农业提质增效
的有力创新，更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下一步，城关镇
将扩大高产水稻试验田种植面积，持
续优化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加强技
术培训和指导，提升农户种植水平。
同时，积极探索创新稻渔综合种养、

“稻油轮作”等模式，加强农文旅融合
发展，实现水稻产业多元化发展。

城关镇：

水 稻 移 栽 忙 奏 响 增 收 曲

本报讯（通讯员 袁涛）初夏，施
秉县白垛乡的油菜褪去绿装，换上

“金甲”。田野间，饱满的油菜荚压弯
枝头，微风拂过，沙沙作响，仿佛在传
递着丰收的欢歌，宣告着又一个油菜
丰收季的到来。

在白垛乡石家湾村的油菜田里，农
户们正忙着收割。他们头戴草帽，手持
镰刀，熟练地穿梭于金黄的油菜丛中。
随着镰刀挥动，一株株油菜应声而倒，

田间很快铺满了沉甸甸的油菜秸秆。
“今年油菜长势特别好，荚果饱

满，产量肯定比去年高！”石家湾村大
塘组油菜种植户张大哥擦了擦额头的
汗水，兴奋地说。这喜人的丰收成果，
背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机械化作业的大规模应用，极
大地提升了种植效率，降低了人工成
本。另一方面，县、乡农技部门全程提
供的技术支持功不可没。从优质品种

的精心选育，到先进栽培技术的广泛
推广，再到收割时的专业指导，一套科
学、高效的生产技术体系已然形成，为
油菜的高产丰收保驾护航。

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近年来，白垛乡将油菜种植作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来发
展。通过落实种植补贴政策、推广优
质高产品种、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
鼓励农户扩大油菜种植规模，并积极

推广“稻油轮作”“菜油轮作”等高效
种植模式，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
单位面积产出效益。

据悉，今年白垛乡油菜种植面积
3400 余亩，预计总产量 380 吨左右。
截至目前，全乡已采收油菜面积 3000
余亩。金灿灿的油菜籽，不仅为农户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为当地乡
村振兴增添了新动能。

（备注：1亩=0.0667公顷）

白垛乡：

菜籽压枝千重喜 夏风传递丰收歌

▲ 6 月 2 日，2025 年“水韵贵州”中国施秉独木龙
舟节系列活动迎来了标准龙舟和独木龙舟决赛。当
天完成各项赛事议程，圆满落幕。

图为独木龙舟组别决赛现场。
（通讯员 杨健 向天祥 摄）

◀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施秉县示范幼儿
园举行“童”心协力守规则、“粽”情欢笑庆双节系列
活动，让孩子们在端午节的氛围中度过一个独特而
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图为施秉县示范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包粽子。
（通讯员 磨桂宾 摄）

图 说 施 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