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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庆松）7 月
10 日，十三届县委常委会 2025 年第
19 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相关工作
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县委书记赵明波主持会议并讲
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用华，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彭子培，县政协主席
赖燕明，县委副书记杨长燕，县委常
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

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
想和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跳出历史周
期率的“两个答案”，深刻领会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
求，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时刻绷紧自我革命这根弦，
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
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
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将党风
党纪硬要求变为硬措施、让铁规矩
长出铁牙齿，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
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天柱实践提供坚强作
风保障。

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统计造

假、政治生态恶化典型案例的深刻
教训，深入剖析案例性质、根源、后
果、教训，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权力观，以实干实绩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要健全统计造假问题发
现和纠治机制，加强统计监督与纪
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等监督协调
联动，严肃查处统计造假等违纪违
法问题。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顶格推
进，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干部教
育管理，深化“贵人服务·柱立办”品
牌建设，持续拓展“企业之家”服务
内涵，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要坚持大抓招商，把招商引资工作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
擎，靶向招商、精准招商、优质招商，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全
力招引一批优质重大工业项目落
地。要严格落实推进重点工业项
目、重大项目建设制度机制，强化要
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投
产、投产项目早日满产达产，不断扩
大经济体量。

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十三届县委常委会
2025年第19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杨德志）7 月 8
日，天柱县 2025 年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暨农村领军
人才培育孵化重点培训班在县委党
校开班。县委书记赵明波出席开班
式并作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委
组织部部长、县委党校校长陈守宇
主持开班式。

在专题辅导课上，赵明波围绕
“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
阐述。他强调，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作为基层发展的“领头雁”，要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党性修养、
强烈的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在
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要在
抓好班子带队伍上蓄力、推进基层
党建上发力、培育致富产业上用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上使力、保障安
全稳定上聚力。要勇于承担起责
任，带领群众发展产业，维护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和“两清两改两治理”行
动，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
实向组织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要

努力提高思想内涵，全面提升带头
致富、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等本领，
高质量完成好县委、县政府安排部
署的各项任务，努力为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作贡献。

赵明波要求，作为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必须心存敬畏、手握戒
尺。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切实做到为民办事依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以各类反面典型案例为警
醒，自觉做遵规守纪的典范。要坚
持公心为本、公正为上、公论为先，
做到廉洁自律，不触红线、不碰底
线，以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5 天，培
训对象涵盖全县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各乡镇（街道）负责乡村振兴和
农业产业发展的同志、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职业经理人。培训内容丰富
全面，重点围绕政治理论、专题讲
座、基层党建、农业农村相关政策、
实用技术、经验交流等方面展开，通
过理论授课、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
多种形式，全方位提升学员的综合
素质与业务能力。

天柱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暨农村领军人才培育孵化重点培训班开班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德 志）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副区长
叶华率党政代表团到天柱县，就深
入推进禅城区与天柱县东西部协作
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县委副书
记杨长燕，县领导邓伟文、王建元及
县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在天柱县现代农业蛋鸡产业园，
叶华一行通过听取汇报、观看宣传片
等形式，详细了解天柱县蛋鸡产业的
现状与潜力。叶华表示，该产业园在
产业规模、技术应用、产业链完善等
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建议，要加大
宣传力度，制作针对消费者群体的宣
传片，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要严
格质量检测，保障鸡蛋的新鲜度和品
质安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同时，

将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农业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
同发展寻求新契机。

据了解，天柱县现代农业蛋鸡产
业园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在东西
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共建成蛋鸡舍13栋、配料厂1座
及6000吨的配套仓储，蛋鸡养殖规模
达到145万羽，形成了集种鸡选育、蛋
鸡养殖、饲料加工、鸡蛋销售、有机肥
生产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当天，叶华一行还考察了天柱
县坌处镇三门塘村，就加大两地文
旅产业交流合作，推动深度融合、双
向奔赴，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力争
共同谱写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
就、新篇章。

佛山市禅城区党政代表团到
天柱县调研考察

本报讯（通讯员 吴尊泉）7 月
13 日，天柱县教育系统 2025 年教职
工篮球赛在县体育场开赛。

活动当天，来自全县各中小学、
幼儿园的教职员工们组成的 70 支
参 赛 队 伍 整 齐 列 队 ，精 神 抖 擞 。
1050 余名运动员身着统一队服，身
姿挺拔，眼神中满是对比赛的期待
与热情。

此次篮球赛旨在“增强教师体
质 、展 示 教 师 风 采 、树 立 教 育 形
象”。比赛分为甲、乙、丙三组，比赛
时间为 7 月 13 日至 18 日，将进行近
200 场激烈对决。

比赛当天，运动员们迅速进入
状态，开场便展开了激烈拼抢。运
球、传球、投篮，一系列动作行云流
水。精彩的快攻、默契的配合、精准
的三分远投，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赛场边，观众们热情高涨，纷纷
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呐喊助威，加油
声、欢呼声交织成一片，将比赛氛围
推向高潮。

此次篮球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
技的盛会，更是全县教育工作者交
流协作、团结奋进的平台，各参赛队
伍将继续发扬拼搏精神，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天柱县教育系统2025年教职工篮球赛开赛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夏日清晨，无人机镜头掠过天柱连
绵群山，雾霭中层峦如黛，林海翻涌。从
荒山披绿到产业生金，天柱县正以绿为
笔，在青山绿水间书写生态文明建设的
时代答卷。

扩绿提质 厚植发展根基
植绿、护绿、爱绿，是天柱人的共识。
每年春节刚过，喜庆氛围尚未散去，

天柱县便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接
力”。县、乡、村三级同步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造林活动。数万双手执锹挥锄，在
山野间植下数万株树苗，为春天增添了
一抹新绿。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这一理
念，在天柱得到了生动实践。通过查缺
补漏、见缝植绿、广泛宣传等措施，天柱
县扎实推进国土绿化工作。每年，形式
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如火如荼开展，植
树量稳定在50万株以上。

汗水浇灌，绿满山川。从曾经的荒
山之忧，到如今的绿色屏障之固，天柱的
生态之变，令人惊叹。截至目前，全县林
地面积达到 252 万亩，活立木蓄积 1230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67.39%，村庄绿化
率达50.18%。放眼望去，层峦叠翠，绿意
盎然，飞鸟翔集，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动人图景。

当地老人常说：“山上多栽树，等于

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这
背后，正是 252 万亩林地默默释放的生
态红利。

长效护绿 筑牢生态屏障
清晨的天柱县凤城街道教场村山

林，还轻笼着薄雾。护林员粟高鑫已拿
起柴刀，身影没入蜿蜒的山径。

“我们村有19名护林员，管理2.6万
多亩林地。”粟高鑫边走边说，“这棵树
叶子发黄，得拍下来，上传系统，请专家
看看是不是有虫害。”

像粟高鑫这样的“青山卫士”，全县
共有4660名，他们编织了一张覆盖群山
的生命守护网。

近年来，天柱县推深做实林长制，构
建“党政同责、三级联动”组织体系，责任
层层压实，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前
后接力的护林治林工作机制。今年以
来，全县 650 余名三级林长累计巡林超
8000人次，有效解决了一批批林地纠纷、
病虫害等问题。

与此同时，当地持续深入开展森林
督查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伐、非法
占用林地等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运用无人机航拍等“天眼”技
术，结合护林员网格化巡查，构建起“空
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让破坏森林资
源的违法行为无所遁形。

目前，已累计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12
起，为绿水青山筑起了坚实的法治屏障。

聚绿生金 绘就共富画卷
“咕咕咕……”在天柱转水生态土

鸡养殖基地里，万羽生态土鸡在林间穿
梭、嬉戏或啄食，鸣叫声与振翅声交织。

该养殖场技术负责人郭松介绍，该
基地依托油茶林资源，采用“散养+科学
管理”模式，鸡群自由采食林下虫草等，
结合有机营养供给与精细化管理，满足
市场多元化需求。

作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天柱
县依托林地资源优势，综合利用林地面
积达 65.24 万亩，因地制宜，高效益发展
林药、林蜂、林禽等林下经济。

数据显示，2024 年全县林禽存出栏
220.9万羽、林下中药材保存面积2.18万
亩、存栏蜜蜂2.11万箱，林下经济综合总
产值达11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
红利，实实在在地装进了老百姓口袋。
2024年兑现天然林管护资金41.52万元、
公益林资金 821.12 万元、退耕还林资金
363万元、林下经济项目资金152.8万元、
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4660万元，兑现率
均为100%。

漫山遍野的油茶林，更是天柱县的
一张闪亮名片。

在蓝田镇地锁村岩背油茶基地，青
绿色的油茶果缀满枝头，压弯了枝条。
该基地负责人吴仕华凝望着眼前这片油
茶林，眼角漾开笑意。

作为全国油茶发展重点县，天柱县
在油茶产业方面更是取得了显著成果。
目前，全县共有油茶林面积 40 万亩，投
产面积达30万亩。2024年，产油茶籽1.5
万吨，产值超过 5 亿元，覆盖 4.59 万户
16.98 万人，带动就业 2.16 万人，人均增
收超过5000元。

小小油茶果，点翠成金，甜了乡亲们
的日子。

目前，全县已培育出 15 家龙头企
业、66 家合作社，建成千亩示范基地 8
个、千亩村 33 个、万亩村 1 个，培育规模
加工企业2家。

清水江碧波荡漾，倒映着两岸层峦
叠翠与侗寨飞檐；三门塘古村的炊烟轻
拂林海，云雾在山间流转成诗。这满眼
的绿意与生机，不仅是游客镜头里的“绿
水青山”，更是天柱县以生态为基、以产
业为翼的生动注脚。

从荒山披绿到产业生金，从护林人
踏遍山路到千万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天
柱县正以 67.39%的森林覆盖率为底色，
让每一片绿叶都承载发展希望，让每一
寸青山都成为共富源泉。

以绿为笔 绘就生态共富新图景
—— 天柱县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 通讯员 王岩弟

7 月 12 日晚，天柱县体育场

星光璀璨、人声鼎沸，“锦绣黔东

南・侗听天柱”和美家风群星演

唱会火热开唱。

演唱会现场，多首经典歌曲

轮番上演，现场变成了一片音乐

的海洋。歌曲《让世界侗听》更是

将演唱会推向高潮，歌曲中融入

侗族大歌元素，展现了黔东南独

特的民族文化魅力，赢得了观众

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据悉，整场演唱会共有 25 首

歌曲精彩呈现，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丰富的视听盛宴。

图为演唱会现场。

（通讯员 吴尊泉 摄）

本报讯（通讯员龙倩肖明忠）近日，笔
者走进天柱县渡马镇龙盘村龙园桃园种植
基地，只见基地内沉甸甸的水蜜桃缀满枝
头，在阳光下泛着粉白柔光。游客穿梭其
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们来采摘水蜜桃，
我摘了十多个，桃子很大、很甜。”杨武坤小
朋友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摘下一个桃子，
兴奋地向笔者展示。

基地内，笔者摘下饱满圆润的水蜜桃，咬
上一口，清甜脆爽的滋味瞬间在舌尖化开。

据了解，龙园桃园从2018年开始种植，
以“错峰种植、多元供给”为特色，培育了蟠
桃、水蜜桃、黄桃等十余个优质品种。

“我们坚持生态种植，施有机肥、套袋
防虫，保证每颗桃子的品质，最近的日照
时间比较充足，这批桃子的甜度相当高。
截至目前，桃园销量已达 2.5 万公斤。十

余天后黄桃将接档上市，待到 10 月份冬
桃成熟，本年度的采摘季也将圆满收官。”
龙园桃园负责人陈守标告诉笔者。

在销售模式上，该桃园以“游客自采”为
主，每逢采摘季，自驾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漫步桃林，亲手摘下新鲜果实，沉浸式
感受田园诗意。此外，桃园也开展少量批发
业务，凭借其出众的口感，吸引了周边黎平、
从江等地的采购商多次前来进货。

“我们今年来拉了几次货了，这里的桃
子甜度高、汁水足，回购率特别高。”黎平采
购商杨先生表示。

近年来，龙盘村以桃园为依托，整合田
园风光、农事体验等资源，打造“春赏花、
夏摘果”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从单一种植
到农旅融合，龙盘村正以“桃”为笔，在乡
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甜
蜜”篇章。

渡马镇龙盘村：

百亩桃园结硕果 农旅融合绘新篇
本报讯（通讯员 伍丽 杨德志）

眼下，正值桃子成熟旺季。近日，笔者
走进天柱县社学街道金凤村桃李基地，
只见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
着清甜的果香。桃园入口处的打卡点
设计精巧，与满园桃李相映成趣。园中
还搭建了露营基地，游客们围坐休息的
同时，还能品尝着刚摘下的桃子。

“自从村里建设了网红打卡点和
露营基地后，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我
们的桃子销量也越来越好！”金凤村桃
李基地负责人石维武开心地说。

“我们每年都盼着来这里摘桃子、
拍视频、唱山歌！今天我还特意带了
家人来体验，我儿子在果园里摘桃，玩
得可开心了！”游客杨玉桔告诉笔者。

据了解，金凤村地处山区，独特的
土壤条件和充足的光照，为桃李生长提

供了天然优势，也点燃了农户们发展产
业的热情。目前，全村已有5户农户参
与桃李种植，种植面积300多亩，桃李
产业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树”。

“我们村以党建为引领，在桃园
打造了‘网红’打卡点、修建了露营基
地，让果园变成了景区。与此同时，
每年农历六月十九还会举办‘民族文
化节’，推出采摘体验、果园寻宝、民
俗表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摘果之
余，沉浸式感受浓郁的乡村风情和民
族文化。”金凤村党总支副书记梁丽
介绍。

从“单一果园”到“农旅景区”，金
凤村以桃李为媒，让产业与文化共振、
田园与风景交融，让桃李产业在文旅
融合中焕发持久生机。

（备注：1亩=0.0667公顷）

社学街道金凤村：

桃 李 飘 香 富 农 家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

天柱县凤城大坝蔬菜基

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

眼下，正是夏秋蔬菜

生长管理的关键期，菜农

们顶着烈日穿梭田间，忙

着为蔬菜施肥、除草、整

枝，大家积极抢抓农时，

为蔬菜抢“鲜”上市做好

准备。

图为菜农们在管护冬瓜。

（通讯员 潘存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