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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公共空间管理往往秉持
“秩序优先”的原则，对于在公共场所露
宿、纳凉的人群，常常采取驱离措施。
而如今，深圳等地主动在部分地铁站设
置纳凉区，贴心地提供饮水、桌椅，甚至
配备防暑物资、儿童绘本等，这无疑体
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城市治理
从“刚性管理”迈向“柔性服务”。这种
转变的背后，蕴含着对高温下劳动者生
存需求的深切共情，是对“城市属于所
有人”这一理念的有力践行。

深圳并非个例，在炎热的暑期，不
少城市都充分挖掘地铁站资源，为市民
免费提供纳凉区，且服务愈发丰富多
样。重庆从 7 月 4 日起，146 个具备条件
的轨道站点均开放纳凉区，还准备了防
暑降温用品；自 2022 年起，成都地铁全
线网 423 座车站均可纳凉，列车更是实
行“分区控温”；南昌地铁 3 号线打造升
级版纳凉区，设有儿童娱乐区、老年棋
盘区域，还同步设置户外工作者驿站；
无锡地铁 85 处纳凉区覆盖率达 95.5%，配备了各类日常用
品和驱蚊防暑专用品；合肥 131 座车站设置“纳凉区”，提
供纳凉凳、“夏日清凉包”等。

这些城市的暖心举措，收获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与
感动。因为纳凉区所折射出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防暑
降温举措，更是一座城市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当劳动
者能够毫无顾虑地在地铁站休息，当市民们不再投以异
样的目光，当管理者主动为他们搬来椅子，这些看似平
凡的瞬间，却让城市精神从空洞的口号切实落地为可触
可感的温情。

高温，是大自然对城市的严峻考验，而纳凉区则是城
市交出的精彩答卷。当越来越多的城市放下所谓的“面
子”，将目光聚焦于民生“里子”，用一把椅子、一杯水、一
个包容的空间去回应民众最朴素的生存需求时，我们从中
看到的，不仅是应对高温天气的应急智慧，更是城市文明
的全方位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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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路路 通讯员 陈君 吴玉勇）近年来，黎平
县平寨乡将“水改”“电改”提升工程列为重要民生抓手，通过
精准摸排底数、高位统筹推动、多方高效协同，打出“水改”

“电改”组合拳，持续提升 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的
消防安全能级，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科学规划，下好统筹布局“先手棋”。成立专项工作专
班，明确各成员职责，构建高效指挥体系；联合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各村寨，全面勘查水电现状，收集群众需求，形成详
细“一村一档”；综合考量地理条件、人口分布、未来发展等
因素，制定契合实际的“水改”“电改”整体规划，明确各阶段
目标与任务。今年来，全乡摸排需“电改”1402 户、“水改”18
个村寨。

规范标准，立起施工建设“标尺杆”。依据国家水电改造
相关规范，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涵盖材料选用、施工工艺、工程
验收等环节的详细标准；对施工人员开展标准化作业培训，提
升专业技能，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确保施工严格按标准推
进。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吸纳群众就近就业，增加参与群众
收入。今年来，引进水电改施工班组 21 支 420 人，开展标准化
作业培训 6 次，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300 余人次，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上。

严格监管，筑牢工程质量“压舱石”。组建质量监督小组，
采取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施工全程监督，
发现问题立即责令整改；设立群众监督举报渠道，鼓励村民对
施工质量、违规操作等情况举报，查证属实给予奖励；建立工
程质量追溯机制，对出现质量问题的环节与责任人严肃追责，
保障工程质量。今年来，组建质量监督小组 9 支，发现问题 15
个并督促完成整改。

广泛宣传，奏响全民参与“和谐曲”。利用村级广播、宣
传栏、宣传手册等方式，高频次宣传“水改”“电改”意义、政
策与进展；借助“云上平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
体，制作生动有趣的宣传内容，扩大宣传覆盖面；组织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院坝会、鼓楼会，面对面为村民答疑解惑，算好
水电改造前后的经济账、安全账，提升村民参与积极性与支
持度。今年来，发放宣传手册 1000 余份，上门入户开展“水
改”“电改”政策宣传解读 1500 余次，召开协调会议 20 次，解
决各类问题 100 余个。

黎平县平寨乡：

打好“水改”“电改”组合拳
筑 牢 乡 村 安 全 屏 障

本报讯（通讯员 石灵丹）近期，从江县持续高温，为切实
保障一线职工高温作业安全与健康，从江县总工会积极开展
2025 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慰问中，从江县总工会班子成员分成 3 组带队，分赴灾后
重建项目工地、交警大队、消防大队、快递行业、货车司机、环
卫工人、道路养护等 22 个重点行业领域，为坚守一线的户外劳
动者送去西瓜、矿泉水、挂脖风扇、藿香正气水口服液、藿香可
乐等防暑降温物资。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劳动者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强度、防暑措施及劳动保护情况，叮嘱他
们在高温作业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安全健
康。同时，认真倾听大家对劳动保护、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意见
建议。针对部分岗位存在的防暑设施不足问题，当场协调用
工单位限期整改，用“即知即改”的效率推动学习教育工作落
到实处。

此次活动共慰问一线职工 1105 人，发放慰问物资 2000 余
件。一线职工纷纷表示，收到这份“清凉”十分感动，将把工会
的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更饱满的热
情用心做好服务民生工作。

从江县总工会：

开展2025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罗传鼎）近年来，天
柱县聚焦村级后备力量的培养，通过拓宽
渠道择优“选”、多措并举精准“育”、树牢
导向及时“用”等方式，着力蓄好乡村全面
振兴的“源头活水”，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
动能。

拓宽渠道择优“选”。由县委主要领导
带头，组建 17 个调研组深入全县 134 个村
（社区）开展村级后备力量培育储备摸排
调研。结合前期调研情况和县直各部门提
供的人员信息，注重从本地村（社区）领军
人才、务工人员、退役军人和村（社区）群
团组织成员中筛选村级后备力量人选。同
时，通过多渠道开展全面摸排，详细了解
人选家庭情况、就业状况和现实表现，重

点选取年纪轻、学历高、思想正、有能力、
愿奉献、群众认可度高的人选进行培育储
备。目前，全县 134 个村（社区）共储备后
备力量 680 余人，其中党组织书记后备力
量 340 余人、其他村“两委”成员后备力量
340 余人。

多措并举精准“育”。建立县乡两级
轮 训 机 制 ，以 县 委 党 校 为 主 阵 地 ，将 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培训纳入年
度村（社区）干部培训计划，先后开展天
柱 县 村 级 后 备 力 量 重 点 培 训 班 、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等集中培训。乡
镇（街道）以“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等方
式，对本辖区村（社区）后备力量进行全
员轮训，同时依托定向联系师资力量，推

荐 村 级 后 备 力 量 到 贵 州 电 子 信 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提 升 文 化 学 历 与 专 业 能 力 。
建立县乡村三级结对帮带机制，由包联
县领导、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驻
村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与村级后
备 力 量 结 成 帮 带 对 子 ，通 过 传 经 验 、教
方法、定期谈心谈话，进行跟踪管理，提
升服务本领。目前，县级已开展后备力
量轮训 210 人次，乡镇（街道）已开展后
备 力 量 轮 训 680 人 次 ，结 对 帮 带 村 级 后
备力量 680 对。

树牢导向及时“用”。树牢重实干重
实绩的用人导向，充分结合村级后备力
量的专业特长和性格特征，安排引导村
级后备力量积极参加环境整治、村居建

设、矛盾调解等实践锻炼，通过交任务、
压担子等方式，增强后备力量处理复杂
问 题 的 能 力 ，提 升 履 职 尽 责 、服 务 群 众
的 本 领 。 积 极 邀 请 后 备 力 量 列 席 参 加
村（社区）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等，帮助
其全面了解村级事务，为村级发展建言
献 策 。 对 在 实 践 锻 炼 中 表 现 突 出 的 后
备力量，按照“成熟一个、使用一个”的
原则，结合村（社区）“两委”班子届中空
岗 情 况 ，及 时 将 后 备 力 量 补 充 到 村（社
区）“两委”班子中。目前，共有 40 名村
级后备力量通过临聘、群团组织或村主
任助理等方式加入村级服务队伍，已将
17 名后备力量通过法定程序选入村“两
委”班子中。

天柱县：

“选育用”建强村级后备力量队伍

本报讯（通讯员 吴红满）连日来，为
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
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守护美
丽家园，锦屏县铜鼓镇聚焦安全监管核心
任务，创新实施“四强化”工作法，全力营
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为铜鼓镇高质量
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强化责任分工，提升安全责任意识。
持续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机制，制
定《铜鼓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
股室部门责任分工，将安全生产和农村消
防工作纳入“逢会必讲、必安排”内容。同
时深入村寨广泛宣传“消防安全家庭主体
责任”理念，切实提升群众安全自觉。截
至目前，已组织召开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7
次，开展专项督查及节前检查 10 余次，下
发工作提示 5 期，层层传导压力，全面夯实
安全责任体系

强化排查治理，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合理划分网格，实现安全生产网格化工
作机制全覆盖，网格、驻村干部联合村组
干常态化开展村寨安全检查。镇党委、
政府成立专项督查组，定期对重点企业
安全生产、村寨消防安全等关键领域进
行督导检查，形成问题通报，闭环推进各
领 域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确 保 风 险 清 仓 见
底。截至目前，全镇共划分 69 个网格片
区，安排 69 名网格干部常态化开展安全
检查，督查通报 6 次。

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以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健全应急救援机
制，构建“队伍+演练+物资+长效”的全
链条应急体系。组建 396 人的综合性应
急救援队伍，通过“实战演练+业务培训”
双提升模式，累计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
练 45 次、消防技能培训 5 次，基层应急处
置能力显著增强。争取上级资金项目推
动建设 2 个消防水池及管网建设项目，提
升应急救援能力。同时指导各村将安全
生产、农村消防等核心要求纳入《村规民
约》，通过村民自治强化日常监管，形成

“人人参与、共建共治”的基层消防安全
长效机制。

强化安全宣传，提升预防为主意识。
以进门“五查”为抓手，深入农户、村寨、
校园、企业等重点场所开设宣传阵地。
除每月常态化消防检查外，还在节假日
及重点时段集中开展“敲门行动”。并由
镇党委、政府牵头，组织综合治理服务中
心、专职消防队等开展“安全生产知识进
校园”活动 5 次；组织镇村干部观看警示
教育片 20 余场次；召开安全生产宣传院
坝会 20 余次；利用赶集日开展集中宣传 6
次。通过多形式、高频次、全覆盖的宣传
教育活动，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核
心理念深植人心，全面提升全社会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

锦屏县铜鼓镇：

筑牢安全“铜墙铁壁”
护航群众安居乐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慧娟 吴朝坤 黄彩
云 陈传清）近年来，岑巩县天星乡山岗村
立足资源禀赋，探索特色产业，今年通过
精细化种植与科学管护发展冬瓜产业，让
田间的冬瓜成为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带动
群众增收的“致富瓜”。

盛夏时节，走进山岗村的冬瓜种植基
地，60 多亩田垄上瓜架纵横交错，藤蔓沿
着支架攀爬伸展，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冬瓜
在绿叶间点缀，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施
肥、吊瓜、疏果，用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
的图景。

“现在冬瓜正处吊瓜环节，我们采用
吊蔓种植技术，让冬瓜悬空生长，既能节
省一半土地空间，还能让果实受光均匀，
表皮更光滑、果肉更紧实，亩产预计能达 1

万公斤左右。”种植户刘洪宝一边将冬瓜
系在支架上，一边介绍管护技巧。这一技
术有效解决了传统地面种植易受病虫害、
果实畸形的问题，为优质丰产筑牢基础。

田间另一头，疏果作业有条不紊。刘
洪宝仔细查看每株瓜藤，将藤蔓叶片不足
5 片的小冬瓜轻轻摘除：“把这些弱瓜摘
掉，保留的瓜才能更好地吸收营养，卖上
好价钱。”

据了解，这片流转的土地今年 3 月栽
下瓜苗，如今幼瓜挂满藤蔓，8 月初将迎来
首茬采收，订单已对接铜仁、广东等地。

冬瓜产业不仅让种植户获益，更给村
民带来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我在这里干活
10多天了，一天工资100多元，还能补贴家
用，离家近还能照顾孙子。村里好几个同

伴都在这干活，大家一起说笑着挣钱，可舒
心多啦！”务工村民杨芝兰高兴地说道。

基地自春耕以来，每个阶段都有 10 多
名村民常驻劳作，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
有薪金，村民腰包渐鼓，田间地头也热闹
起来。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该乡依托
“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培育了辣椒、
吊瓜、水稻制种、黄牛养殖等多元产业。

据统计，全乡中椒 G19 订单辣椒种植
面积110亩，水稻制种面积超4000亩，吊瓜
籽年交易量突破30万公斤，肉牛存栏量达
4000 余头。这些产业如同纽带，将资源转
化为发展动能，在鼓起村民“钱袋子”的同
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备注：1亩=0.0667公顷）

岑巩县天星乡：

冬瓜田间管护忙 丰收希望挂满藤

本报讯（通讯员王荣）近日，在黄平
县上塘镇团坡村蓝莓基地，200 余亩“蓝珍
珠”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村民们穿
梭在蓝莓树间，兴高采烈地采摘蓝莓。

采摘高峰期，每天约有 40 多个村民前
来基地务工，日采鲜果 600 公斤，每人每天
能挣 100 多元，带动 200 余人因稳定增收。

今年该基地蓝莓预计产果 120 吨、产
值超 200 万元。“党建+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让群众抱团发展享红利。

近年来，镇党委牵头总抓，成立产业
专班定方向，通过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
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从无到有培育
出高品质蓝莓产业，党员服务在点传技
术，群众嵌入产业链同发展。

“党旗红”映照“蓝莓蓝”，结出的不仅
是累累硕果，更是上塘人奔向富裕的希望。

黄平县上塘镇：

党建引领产业兴
蓝莓丰收采摘忙

本报讯（记者 王书燕 通讯员 吴沼江）
七月的黔东南，骄阳似火，却挡不住黔东南
公安民警前行的脚步。从深山救援被铁夹
困住的村民，到找回走失老人，再到泥泞山
路中寻回农户的黄牛，这些看似平凡的“小
事”，藏着动人的温情，也诠释着“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滚烫初心。

近日，锦屏县公安局大同派出所接到
辖区龙矮村龙姓村民报警，称其 57 岁的
嫂子杨某某在八河村兴隆一深山采摘木
姜籽时，不幸被狩猎铁夹夹住且失联，情
况危急。

警情如令，公安民警迅速联合大同卫
生院等部门人员赶往现场。然而，山区树
木茂密、荆棘丛生，无现成道路可走。公
安民警、辅警拨开树枝，艰难穿行，呼喊着
杨某某的名字，历经近两小时搜寻，终于
在一棵树下找到被铁夹夹住的杨某某。
她脸色铁青，疼痛难忍。救援人员立即行
动，小心解开铁夹，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

并包扎止血。随后，众人将杨某某扶上担
架，经过近一小时艰难下山，杨某某被安
全送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7 月 8 日 23 时许，施秉县公安局双井
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家中老人走
失十余小时未归，全家焦急万分。接到报
警后，民警、辅警迅速赶往报警人家中，详
细了解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及
平时的活动习惯后，立即以报警人家为中
心，兵分两路对老人可能途经的村道展开
拉网式搜寻。

夜 色 已 深 ，乡 间 的 小 路 崎 岖 难 行 。
民警们打着手电筒，一边仔细查看路边
草丛、田埂，一边呼喊老人名字。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终于在施秉县翁
西大坳的道路旁发现了走失的老人。确
认老人平安后，民警将其扶上警车，安全
送回家中。

7 月 11 日 8 时许，三穗县公安局八弓
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姚某报警，称其饲养

的价值约 5000 元的两头黄牛在田间走
失。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
置。经现场勘查，发现拴牛桩上的绳索有
明显挣脱痕迹，初步判断黄牛自行走失。

为尽快找回走失的黄牛，八弓派出
所立即启动警犬追踪。刑侦大队警犬中
队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当前正
值盛夏，山路狭窄崎岖，荆棘丛生，警犬
训导员和派出所民警顶着烈日，沿着崎
岖山路展开搜寻。经过两个小时的不懈
搜寻，民警们终于在一处隐蔽的山沟中
发现了走失的黄牛。看到失而复得的黄
牛，失主姚某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两头
牛是我们家的重要财产，感谢你们这么
快就帮我找回来了。”

一直以来，黔东南公安用一次次奋不
顾身的行动，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初心。他
们的身影，是群众危难时的依靠，让平安
的暖流在黔东南大地涌动，彰显着黔东南
公安的责任与担当。

黔东南公安：

炎炎夏日“警”常在 点滴小事暖民心

盛夏七月，在施秉县杨柳塘镇地坝村的生态林里，村
民们正忙着采收林下灵芝。五年来，在中投公司的持续帮
扶下，地坝村的林下灵芝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图为村民在采摘灵芝。

（通讯员 杨力 摄）

林下灵芝采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