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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光英 王希
子）为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田
间监测技术暨绿色防控技术，提升
全 省 植 保 技 术 水 平 ，6 月 26 日 ，
2025 年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田间监
测技术暨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在锦
屏县举行，全体学员走进该县开展
现场观摩与实操培训。省植保植
检站相关领导及专家全程指导，来
自全省各县市的植保技术员等百
余人参加活动。

在铜鼓镇铜鼓大坝水稻病虫
害监测预警系统与绿色防控技术
集成应用示范基地的培训现场，
学员们看到基地在采用“稻+鱼”

“稻+鸭”“稻+蛙”等生态调控的
同时，还采取了“智能监测+科学
用药”的综合防控模式等，通过推
广高效低毒农药、采用植保无人
机精准施药等方式实现绿色防控
病虫害。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
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
保安全的现代农业病虫害防控措
施，可以通过物理生物、生态调控
等方式，逐步取代农药化学的使用
量，从而减少对环境和产品的污染
和影响。”锦屏县植保站站长龙向
祥向学员介绍。

在铜鼓镇铜鼓村玉米病虫鼠
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技术专家向

学员详细讲解了生物驱鼠剂与智
能超声波驱鼠设备解决鼠害难题
的成效以及瓢虫治蚜、赤眼蜂灭螟
等生物防治手段，搭配粘虫板、太
阳能杀虫灯等物理防控措施保障
玉米健康生长。

在铜鼓镇乐安村柑橘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和敦寨镇雷屯
村秋梨病虫害绿色防控基地，技术
专家通过案例和实操的经验分享，
与学员针对以虫治虫的捕食螨应
用、性诱捕器诱杀柑橘大实蝇、植
物源农药防治以及套袋保护果实
等技术进行互动交流，传授成功降
低病虫害发生率、提升果实品质等
管理理念和操作经验。

此外，这次培训还邀请部分企
业来到培训现场，集中展示植保新
技术、新产品。

“这一次培训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到田间参观培训，很直观地学
习到防治的方法和一些新技术的
展示，更便于我们以后的学习推
广。”凯里市植保植检站副站长朱
莲英激动地说。

此次培训以实地观摩与实操
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为全省植保技
术人员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有助
于推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技
术的普及与升级，为全省农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筑牢植保防线。

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田间监测技术暨
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在锦屏县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健 姚玉
桃）6 月 19 日，锦屏县“理论宣传二
人讲”第一宣讲组走进平秋镇、彦
洞乡开展宣讲。宣讲活动采用“1
人讲理论+1 人讲实践”的模式展
开，以“小切口”宣讲“大道理”，以

“小故事”印证“大发展”，确保党的
声音深入人心。

宣讲以“破旧立新树新风——
移风易俗与新时代文明生活实践”
为主题。宣讲员龙娟从理论角度
强调，贵州拥有深厚历史底蕴、丰
富红色文化和多彩民族文化，应系
统保护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及
红色旧址，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化
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宣讲员张健则从实践层面生
动诠释移风易俗绝非短期行动，而
是“将文明种进日子里”。他以平
略的“积分超市”为例，阐释了抽象
文明理念是如何转化为可量化、可
持续的行为激励，引导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养成良好习惯，凸显了文明
实践的韧性和长效性。两人相辅
相成，既深化理论高度，又提升实
践可操作性，有力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普及。

宣讲员通过案例与亲身经历，
生动展示了基层志愿服务、文化活
动组织和环保行动等成果，彰显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现实意义与深远
影响。

锦屏县“理论宣传二人讲”宣讲组走进乡镇

本报讯（通讯员 杨秀梅 刘光
英）近年来，锦屏县各中小学积极
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通过创新
传承模式让非遗更接地气、更具活
力，各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开
发利用取得丰硕成果。

“锦屏是个好地方，杉木之乡美
名扬……”每到周四的社团活动，一
阵阵悠扬的歌声就回荡在锦屏县城
关四小的校园里，学生围坐在老师
身旁，逐字逐句地认真学习着。

“我教他们偶里的苗歌、山歌、
伴嫁歌。”偶里苗族婚嫁歌民间歌
师吴珍银介绍。

偶里苗族婚嫁歌是州级非遗
项目，其唱腔优美、语言朴实、编唱
灵活，形式活泼风趣，具有深厚的
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城关四小通
过将非遗融入校园、走进课堂，让
更多的学生接受非遗、了解非遗、
学习非遗，化身小小非遗传承人。

在另一边的刺绣社团里，学生
们也忙着飞针走线，一朵朵小花、
一片片树叶在他们针线翻飞间跃
然于绣片之上，他们还充分地发挥
想象力，将绣片制作成书签、香包

等，将非遗产品融入现代生活。
锦 屏 侗 族 刺 绣 源 于“ 百 里 侗

乡”九寨，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因
其深厚的文化价值与独特的艺术
魅力，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为让侗族刺绣
这张非遗名片得到更好地传承，自
2023 年 9 月份起，锦屏侗族刺绣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红
炎便坚持到城关四小开展每周两
节的刺绣课教学，搭建起弘扬和传
承民族文化的“连心桥”，让这一非
遗技艺在校园中生根发芽，绽放新
的生机。

据了解，近年来，锦屏县累计
获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帮扶资金
80 万元，重点支持县内 14 所中小
学校、1 家非遗企业、1 家事业单位
开 展“ 锦 屏 县 非 遗 保 护 与 展 示 ”

“非遗进校园”“刺绣进校园”三大
项目，全面推进全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进一步
增强了青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的了解和热爱，使其成为弘
扬民族文化的生力军。

锦屏县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连日来，为防范应对持续

性强降雨天气，锦屏县多个水

电站和水库陆续开闸泄洪，缓

解、减轻防洪压力，确保水库安

全度汛。

据了解，自入汛以来，锦屏

县全力做好水库调度，严格执

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水位

监测、加密巡查频次，备齐防汛

物资并全面启动运行山洪灾害

防治监测预警信息综合服务平

台，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图为 6 月 23 日，位于锦屏

县大同乡境内的八河水电站

开闸泄洪。

（通讯员 杨晓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灵堃）近日，受
持续强降雨影响，榕江县遭遇严重汛
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危急时刻，锦屏县人民武装部闻令
而动、迅速集结民兵队伍，组建 50 人抗
洪抢险救援队，冲锋在防汛救灾最前
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平时服务、急时
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担当。

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场。6

月 24 日，接收到抢险指令后，锦屏县人
民武装部立即响应，迅速组织民兵队伍
携带救生衣、冲锋舟、铁锹、沙袋等抢险
救援物资赶赴榕江受灾现场。他们与
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投入到抢险救援工
作中。

在榕江县“村超”体育馆，由于河水
漫堤，大量洪水涌入体育场馆，街边商
铺严重受损。民兵救援队手提铁锹，穿

梭在齐膝的淤泥中，挨家挨户帮助群众
清理堵塞垃圾和淤泥。

“大家不要害怕，危险物品不要动，
大物重物我们来搬。”民兵队员们一边
安抚群众情绪，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老
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村民转移到安全
地带。经过 10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成功
转移被困群众数十人。

雨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救援队员

的衣服早已湿透，双手磨出了血泡，但
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此次防汛救灾
行动，民兵队伍充分发挥了“战斗队”
和“排头兵”作用，用血肉之躯筑起了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
长城”。

目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锦屏县
民兵救援队将继续坚守岗位，全力以赴
帮助榕江县做好各项防汛救灾工作。

锦屏县民兵队伍驰援榕江抢险救灾

连日来，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天
气，锦屏县各部门、各乡镇积极行
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
速打响防汛主动仗，全力守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图为 6 月 23 日，县交通局在平

秋镇高坝村公路段抢修塌方路段。
（通讯员 吴玉富 摄）

“朱干部，你一个外乡人比我们本
地人还拼？”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老党
员龙英豪看着齐腰被泥水浸染的驻村
干部朱学俊笑着说。

“您忘了，我们茅坪的竹子，根扎得
越深才越经得住风雨！”朱学俊回答道。

2023 年盛夏暴雨夜，茅坪村口石桥
被山洪冲垮，朱学俊抓起手电筒冲进雨
幕，身后跟着 20 多名自发赶来的党员，
历经 4 小时，避免了决堤的风险。这是
朱学俊驻村 4 年里，无数个冲锋在前的
瞬间之一。

这位来自茅坪镇人民政府的驻村
干部，用脚下有泥、心中有光的实干，从
村民试探的目光到信任的笑容，从荒芜
竹林到“黄金产业”，在竹海绵延处谱写
了一支“黄金杆”与“红基因”的足音。

2021年初到村里时，朱学俊目睹村民

将楠竹以每公斤6毛钱卖给小作坊，心疼
得彻夜难眠。他揣着村民砍来的竹子跑
遍 3 家竹制品厂，当带着竹编茶具、工艺
竹席样品回村时，村民王大叔摸着光滑的
竹席直感叹：“竹子还能这么值钱？”

2023 年春，朱学俊和驻村工作队带
着村“两委”跑项目、争资金，1500亩楠竹
标准化示范基地破土动工。为解决技术
难题，他协调贵州省林科院专家指导，带
着村民在竹林里搭起“田间课堂”。

当首条竹笋加工生产线在村头轰鸣
运转，首批 5 吨包装精美的笋干以高于
市场价 3 倍的价格销往省城时，王大叔
数着增收的8000元钞票笑出泪水：“朱干
部让我们的竹子真成了‘黄金杆’！”

如今，村里竹产业年带动就业 47
人，村集体年增收 5.2 万元，公示栏上的
红榜成了村民心里的“定心丸”。

“党员会开成茶话会，记录写得像
流水账。”初到茅坪村时，涣散的组织生
活让朱学俊忧心忡忡。他揣着笔记本
走访 28 位老党员，在柴火灶前、田埂边
上收集到 23 条党建建议。每周三晚，他
带着村“两委”成员逐字逐句梳理会议
记录，规范“三会一课”制度，曾经泛黄
的笔记本变成了整齐的档案柜。

2023 年汛期抢险后，朱学俊牵头成
立“党员先锋队”，将红旗插在河道整
治、矛盾调解、产业服务一线。

如今，先锋队全年开展 186 次志愿
服务，在蜜柚林里帮村民疏果的“红马
甲”、在田埂上调解纠纷的“板凳会”，让
党员徽章成了村民最信赖的“信号灯”。

龙大道烈士故居的斑驳木梁，是朱
学俊驻村日记里反复描摹的牵挂。当
他发现烈士事迹散落在各家族谱中时，

连夜整理资料跑了 12 趟县档案馆。请
来工匠修缮故居时，他带着村干部蹲在
地上清洗 67 件老物件，参与绘制烈士生
平展板到凌晨 3 点。

2023 年国庆，茅坪村首条“红色文
化+生态旅游”线路开通。当外来的研学
团走进故居，孩子们对着展板奶声奶气
地喊：“龙大道爷爷真伟大”时，朱学俊正
蹲在地上擦拭玻璃展柜，阳光透过窗棂
照在他晒黑的脸上，映出亮晶晶的光。

如今，龙大道烈士故居年均接待游客
1.2万人次，带动村民开办6家农家乐。

今年 5 月，驻村工作队进入轮换。
茅坪村新修的水泥路蜿蜒至竹林深处，
竹梢摇曳的沙沙声里，混着蜜柚园的笑
语和加工厂的机器轰鸣。朱学俊的驻
村日志最新一页写着：“竹子生长有拔
节期，乡村振兴要耐得住扎根的寂寞。”
4 年来，他晒黑的面庞映着竹荫，磨破的
鞋底沾着春泥，却让这片土地长出了

“黄金产业”、踩实了“红色脚印”。
当有人问朱学俊何时返程，他听着

漫山竹浪笑着说：“等每个村民的笑脸
都像蜜柚一样甜，等竹林的涛声都变成
乡村振兴的掌声。”

把驻村当故乡 把村民当亲人
—— 记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驻村干部朱学俊

○ 通讯员 杨宗榜 龙锦林

本报讯（通讯员 潘存澄 吴玉富
陆小玲）自 2021 年贵州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口帮扶锦屏县敦寨镇雷屯村以
来，驻村工作队始终将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聚焦农业产
业发展硬件短板精准发力。经过 4 年
多的持续攻坚，曾经受制于灌溉缺水、
运输不便的坝区村寨如今实现了田成
方、渠相通、路相连的现代农业图景。

夏至时节，雷屯村一片片稻田换
上绿装长势喜人，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更显生机勃勃、美不胜收。在雷屯
村四组村民朱允贵的记忆里，过去的

灌溉渠是“水还没到田里就漏光了，守
着河却没水用”。

作为典型的坝区农业村，雷屯村
下辖 6 个自然寨 521 户人家，近 2000 亩
耕地承载着全村人的生计，但老化的
水利设施和泥泞的产业路，像两道枷
锁困住了村民发展的脚步。

随着问题的到来，一场围绕“水电
路”的硬件升级攻坚战全面打响。驻村
工作队与村“两委”协同发力，累计争取
项目资金350万元，通过前后4年的时间
先后实施了雷屯村灌溉堤坝维修项目，
维修和日常管护拦河坝，更换了 3 台自

然力水轮泵，并对各自然寨的灌溉水渠
进行了全面修建升级。3.8 公里标准化
灌溉渠、1.6 公里产业路硬化……三轮
车、收割机终于能开到农户的家门口。

硬件设施的蜕变带来立竿见影的
效果。朱允贵家的 3 亩稻田去年亩产
突破 600 公斤，较之前提升 20%。

“现在拧开水泵开关，清水直接漫
进田里，再也不用半夜打着手电筒修沟
渠了。”三组村民朱崇汝切身体会。过
去他家收稻谷要肩挑 200 米才能装车，
如今三轮车直接开到田边，6 亩稻田的
3500公斤稻谷半天就能运完。

在雷屯村的田间地头，新修的灌溉
渠与硬化路纵横交错，构成乡村振兴的

“主动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村
工作队副队长金鑫表示，硬件升级不仅
解决了生产痛点，更激活了产业潜力。

（备注：1亩=0.0667公顷）

敦寨镇雷屯村：

硬件升级筑牢乡村振兴丰收路

本报讯（通讯员
龙立新）6 月，锦屏县
铜鼓镇石斛种植基地
迎来盛花期。晨曦中，
数十名村民挎着竹筐
穿梭林间，指尖轻捻饱
满花穗，动作娴熟，片
刻间竹筐便铺满金黄，
勾勒出一幅丰收图景。

不远处的石斛花
加 工 厂 内 ，选 花 、烘
花、晾花、封装等工序
正有序进行。这条从
林间采摘到工厂精加
工的完整产业链高效
运 转 ，将 自 然 馈 赠 转
化为经济价值。

“我们都是附近的
村 民 ，现 在 铁 皮 石 斛
花 开 了 ，我 们 来 打 零
工，一天可以采摘 10
公斤左右，有 100 多元
的收入，蛮不错的。”
正在摘花的村民徐德
义笑着说。

进入 6 月采摘季，
铜鼓镇石斛产业迎来
全年最热闹时刻。从
种 植 基 地 到 加 工 车
间，从线下采摘到线
上销售，各环节全面
激活，构建起覆盖种植、管护、加工、销
售的标准化就业体系。

据统计，该产业链共设置选花、烘
花、封装、种植、日常管护等标准化固定
岗位 20 余个，月均稳定增收 3000 元以
上。采摘期，日均有 80 余人务工，他们
通过挎筐摘花实现“家门口就业”，日增
收 100—150 元。

铜鼓镇以铁皮石斛全产业链建设为
抓手，不仅破解了鲜花损耗难题，提升了
产品附加值，更成为促进本地劳动力就
业增收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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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龙本盛 龙景桃）
近日，位于锦屏县偶里乡寨霞村的皆
培牛鹅养殖基地内传来喜讯，5000 羽
三花鹅经过 60 多天的精心养殖，迎来
首批出栏。

只见工作人员在养殖场出口处将
上百只筐子围成“凸”字形，2 人负责从
圈舍中将大鹅分批赶出，其余 4 人抓鹅
装筐，繁忙而有序。成群的大鹅叫声
不绝于耳，阵阵叫声恰似在唱响一曲
嘹亮的“致富歌”。

“这个养殖点的鹅这两天就能全部拉
走了，等养殖点清理干净后，我们还要进
行下一批养殖。现在有养殖经验了，相信
只要继续精心照料，还能让它们长得更肥
一点，争取再卖个好价钱。”皆培牛养殖基

地负责人许昌龙一边忙碌一边说。
三花鹅个头大、生长速度快、耐粗

饲、抗病能力强、繁殖率高、肉质好，因
此深受锦屏养殖户的喜爱。

今年以来，偶里乡积极响应全县
鹅产业规划布局，采用“村集体+合
作社+养殖大户+农户”相结合的模
式，通过党建引领，养殖大户示范带
动 鹅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使 群 众 受 益 增
收 ，村 集 体 、养 殖 大 户 、农 户 形 成 产
业 发 展 命 运 共 同 体 。 目 前 ，偶 里 乡
规模以上鹅养殖点已投入使用 3 个，
在建 3 个。

此次大鹅的成功出栏，不仅为养
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为村
集体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据初步估

算，此次出栏的肉鹅可为村级合作社
净增收 5 万余元，带动参与集中养殖的
农户户均增收 1000 余元。

“以前单干，技术不成熟、养殖条件
有限、销路窄，现在跟着合作社一起养，
不仅成本降了，还有订单直接找上门。”
寨霞村边缘易致贫户陶光燕笑着说，

“这批鹅我家养了200只，纯利润有好几
千元，这让我对养鹅充满了信心！”

据悉，偶里乡将以鹅养殖项目规划
为契机，持续走好“集中养殖+生态散
养”的发展路子，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延
伸产业链条。同时，探索电商直播平
台，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偶里生态鹅”
特色品牌，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小产
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大引擎”。

偶里乡：

首批大鹅喜出栏 唱响乡村“致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