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记者在西秀区杨武乡大屯河现代高效农业（扶贫）示范园看到，村民们正在进行头花蓼种
植。据悉，该园区头花蓼种植面积已达6300余亩，农户通过经果林套种中药材，年收益可达6800多元。

□记者 李恺 摄

责任编辑：段斌/校对：唐云霞/组版：赵勇ANSHUN DAILY要 闻22016年3月22日 星期二

市领导赴平坝督促
检查创模重点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斌） 3月 21日，市政协副主席

周涛率检查组赴平坝区督促检查创模重点工作，就平坝
区创模重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

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到平坝区垃圾填埋场、平坝区
污水处理厂、平坝台泥水泥厂及平坝区贯城河等创模工
程实施点，对垃圾填埋场整治情况、城区周边环境综合整
治情况、台泥水泥窖协同处置垃圾项目运行情况及污水
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和污泥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指
出，平坝区的创模重点工作是我市创模工作中的重难点，
平坝区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全力投入到创模的各项工
作中来。

座谈会上，检查组对平坝区创模重点工作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检查组指出，平坝区的创模重点工作虽然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创模工作仍然面临总量大、时间
紧、任务重的复杂局面。建议平坝区相关职能部门做好
规划、抓好落实、做好监管，把握好各项创模重点工作的
时间节点，以多种方式加大创模宣传力度,在全区范围内
营造出创模氛围。同时，希望各部门在推动创模重点工
作时，做到为人民群众负责、为市政府负责、为区政府负
责以及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着力
加 快 和 推 进
各 项 创 模 重
点工作，切实
推 动 平 坝 区
创 模 工 作 再
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王玉环） 3 月 16 日，镇宁自治县
在朵卜陇乡开展村民春季采茶培训会暨“革利老树
茶”保护推广签约仪式。省农委常务副主任、省茶办
主任胡继承出席培训会。

会上，来自省茶科所及我市茶叶专家分别就春茶采
摘技术进行了现场讲解，参加培训的400名妇女还来到
附近的茶山上，举行了春茶采摘比赛。

胡继承说，春茶采摘是茶叶生产的重要工序之一，
这一工序的标准化、专业化对茶叶的品质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茶叶采摘主要依靠人工进行，对农户采摘
的方法、姿势都有非常精细的要求。加强对茶区老百
姓的采茶培训，不仅能有效提升采茶速度，提高茶叶质
量，而且对老百姓增加收入，茶叶成本下降，都是非常
有好处的。

据了解，当前我省的所有茶园中，都是采用人工采摘
茶青的方式进行制茶，每年大约有三百万人在茶山上劳
作，从事茶叶采摘活动。因此，提高茶叶采摘技术，对提
高茶叶的品质、增加茶农收入至关重要。

据介绍，在镇宁全县5.54万亩茶叶中，能够采摘的已
达2.1万亩，茶产业已成为镇宁自治县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之一。通过专家讲解授课
增强相关技术培训，对该县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具有重大意义。

当天，当地的制茶企业还与革利乡政府签约，共同致
力于保护革利乡境内的近万株老树茶，并开展古茶挂牌
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保护古茶，共同为茶园基地
的生态化、生产清洁化、产品优质化而努力。

“种下了梨子林，就等于找到了脱
贫致富的路子。”3月14日，紫云自治
县猴场镇马寨村打开组村民杨光芬看
着发芽的梨苗说，靠种植传统农业很
难脱贫致富。

为扎实推进“十三五”脱贫攻坚战，
猴场镇转变观念、调整思路，紧紧抓住
该县提前实施的20万亩退耕还林举
措，科学规划，合理调整，围绕生态抓产
业、抓旅游，让贫困农户直接或间接受
益，逐步增收脱贫致富。如今，马寨村
种植的2500多亩梨树苗已开始发芽，
见成效后，连片的梨花形成一道靓丽风
景线，可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形成旅游
景点带来旅游经济。

杨光芬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三年
后，她种植的10多亩梨树，按照每亩50
株，每株产50斤梨子，比照市场最低
价，2元钱1斤，每亩可赚5000元，单鲜
果梨每年至少有5万元进账，脱贫是没

问题了。
围绕生态做产业、坡上是看点。该

镇依托退耕还林，将25度以上坡耕地
全部种植经果林，达到退耕还林出园
区、退耕还林出产业，让贫困农户不仅
能脱贫，并能脱贫致富；依托广州和兴
隆有限公司的合作发展，种植常食蔬菜
9000亩，最终实现“栽满一坡甜果子，
种满一地菜篮子”的产业发展目标。

围绕生态做旅游，处处是景点。
根据群众意愿，按照全县规划的全域
旅游线路要求，在209省道公路沿线
可视范围内，种植桃、梨，打造“北桃南
梨，红白相映，赏花摘果，休闲养生”的
乡村旅游圣地。结合“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全力将小湾示范村建设成为“爱
情港湾”，建设成为安顺和黔西南州的
一个独特婚纱摄影基地，让园区变为
景区。

围绕生态做建设，村村是亮点。

围绕根根还林，采取村集体以项目资
金参股，贫困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入股，
合作社（大户）以资金技术占股的“三
股权”合作发展模式，让资金滚动使
用，状大村集体经济，逐步消除空壳
村。同时，注重培育大户，注重发展能
人，将大户能人培养成为党员，把党员
培养成村干部，不断夯实基础建设。
按照“两室一厅，两堂一所，两园一场”
（会议室，接待室，办事厅；食堂，澡堂、
厕所；菜园、花园、活动场）的标准，新
建不少于400平米，改扩建不少于300
平米的村级办公场所，采取“121”同步
的方式，积极筹集建设资金，让村村有
亮点。

园区变景区 村村有亮点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本报讯（记者 古宇） 为进一步
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坚持问题导向，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及时消
除药品安全隐患，提升监管效能，日
前，市食药监局出台了《安顺市药品安
全责任人约谈制度》，从约谈的原则和
目的、范围、权限、程序、内容等方面对
药品生产者提出了具体要求。

约谈对象为药品生产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
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等关键人员。
约谈范围包括药品生产经营者未履行

药品安全主体责任，管理措施不力，已
经发生或可能引发药品安全事件的；
因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查处，应
督促其整改或提出整改要求未及时整
改到位的；存在不按标准和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生产经营的行为；生产经营
过程中存在药品安全隐患，且未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的；群众投诉举报、被媒
体曝光、协查案件较多或抽检结果异
常的；信用等级为不良信用或严重不
良信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
为有必要进行约谈的情形等。

约谈制度规定，被约谈单位应严
格按照约谈要求，对约谈指出的问题
进行全面整改，整改情况及时上报约
谈部门。对约谈内容整改不到位的企
业，将被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据悉，约谈制度的出台，是市食
药监局在坚持以“依法规范、及时审
慎、注重实效”为原则，以“防控风险、
排查隐患、查明原因、消除影响”为目
的监管措施方面采取的积极举措，此
举将有效促进全市药品安全管理水
平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隽） 近日，省林业
厅营林总站督导组赴关岭自治县，对该县
营造林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巡查督导。

督导组一行深入到关索街道办墩子村
开展实地检查，并详细听取了关岭自治县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就关岭全县开展营造林
工作情况的汇报。

据悉，关岭营造林工作以乡镇（街道办
事处）为主体，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具体
组织实施，实行村级管理。林业部门下派
技术干部进行技术指导和提供服务。在补
植补造方面，因为近期天气干燥，一时难以
开展，待雨季来临，关岭将全力进行补植补
造工作任务。就工作推进方面，关岭督查
督办局将跟踪督查，确保营造林工作有序
扎实推进。

通过实地检查和听取汇报，督导组充分
肯定了关岭的造林质量。就补植补造工作，
调研组要求一旦时间、条件具备，要立即开
展补植补造。同时，要求关岭加快退耕还林
工作进度，确保营造林工作取得实效。

省林业厅督导组
到关岭巡查督导
营造林工作

石漠荒山变“金山”
□本报记者 古宇

“乱石旮旯地，牛马进不去；耕种几
大坡，收入两小箩。”这曾经是普定县很
多石漠化严重山头的真实写照。可生活
在普定的人，近年来慢慢发现很多曾经
的石漠荒山，如今已成“金山银山”：城关
镇梭筛移民把石旮旯变成了桃花园、坪
上镇万余亩石山头变成了冰脆李种植基
地、鸡场坡乡怪石嶙峋的肖家大坡在数
千亩茶叶簇拥下铸起了生态屏障……

作为黔中岩溶山区，普定县岩溶地
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84.26%，石漠化面
积占35.8%，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国
土面积的76%，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为了改变脆弱的生态环境，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扶持下，近年来，普定县坚持扶贫
开发与石漠化综合治理相结合，以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为核心，以人工造林、封山育
林、退耕还林、坡改梯等防治工程为主导，
以农村沼气、“五小”水利、人畜饮水等工程
为支撑，通过“防、治、保”开展山、水、林、
田、路综合治理，逐步探索出“政府主导、多
管齐下、因地制宜、产业带动、可持续发展”

的开发式治理模式，走人口、资源、环境、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让贫瘠的石缝里升
腾起绿色的希望。截至2015年末，该县森
林覆盖率为46.8%。

“十二五”期间，该县共完成人工造
林19.3133万亩，是目标任务10万亩的
190%以上。顺利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二期工程，完成封山育林9万亩，实施公
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完成35.84万亩
国家重点公益林、14万亩地方益林管护
及补助资金兑现工作。

在石漠化治理和生态建设的过程
中，该县注重生态效益和产业效益相结
合，围绕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目标，因地
制宜打造林业产业，推动金刺梨、黄金
梨、核桃、梭筛桃、冰脆李为主的经果林
产业规模迅速增加。截至目前，各种经
果林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万亩以上。围
绕产业发展的招商引资成效显著，成功
引进安顺梓涵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成都九洲投资公司等10余家林产品
加工、储藏、销售及精品水果种植等为主

的企业。产业示范带动基地初步建成，
示范带动效果明显。马官镇牛干坝千亩
金刺梨示范基地、城关镇后寨黄金梨基
地、陈家寨村梭筛桃基地、坪上镇冰脆李
基地已经基本形成，效益明显。

为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十二五”期
间, 普定县连续开展“天网行动”、“雷霆
行动”、“六个严禁执法专项行动”等专项
行动，遏制住了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加大森林防火工作力度，把森林防
火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
推进森林防火“村为主”，实行森林防火
村民自治，使该县在整个“十二五”期间
没有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没有发生人
员伤亡事故。

据2015年统计数据，普定县尚有荒
山3.2825万亩、疏林地0.0424万亩、未成
林地1.4808万亩、25度以上陡坡耕地8.8
万亩、重要水源地 15 至 25 度坡耕地
2.8567万亩。

“十三五”期间，该县将大力实施荒山
造林、退耕还林、四旁植树、城镇绿化和通

道绿化建设，整合部门力量，鼓励社会参
与，统筹抓好造林绿化工作。到2020年，
力争森林保有量突破6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到并稳定在55%以上，林业产值达15
亿元以上，建成较为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
林业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系。

为了完成“十三五”生态建设目标，
普定县将克服资金投入不足、栽植难度
大、成活率低、管护成本大、基层林业技
术力量薄弱、林业产业化发展滞后等困
难，抓住生态建设绿色发展新机遇，紧靠
退耕还林新政策，大力实施造林绿化，结
合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推进经果林
种植。同时注重品牌培育、产品加工、储
藏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建设，完善产业
链，形成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
化的良好格局。

“安顺屯堡
文化汇·镇宁踏青季
暨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伍姜睿菡） 3月 20日，镇宁自治

县启动“2016年安顺屯堡文化汇·镇宁踏青季暨系列活
动”，同时还开展了第九届“竹王节”活动及江龙镇春茶推
介活动。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曼出席活动。
今年，镇宁自治县将以2016年屯堡文化汇“踏青季”

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地处黄果树、龙宫两个5A级景区的
优势，抓好开拓创新，持续推出一系列乡村旅游产品和系
列文化活动，并积极探索“食旅结合”模式，加强宣传营销，
拓宽省内外旅游市场，加快全县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

活动当天，来自黔、桂、滇三省（区）夜郎竹王后裔代表
齐聚江龙镇猫猫冲举行“竹王节”活动，杀牛祭祀祖先夜郎
王兴“尤邪”。

据悉，镇宁“踏青季”系列活动还包括4月的布依“三
月三”民族活动，5月的苗族“四月八”活动及布依文化展
活动。

省茶叶专家指导
镇宁村民春季采茶

“绿色殡葬基层调研
——贵州行”

调研组赴安调研
本报讯(记者 周大义) 3月21日，《中

国殡葬》周刊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光华，《中
国殡葬》周刊编委会副主任鲍文祥，省殡葬协
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简金凤一行赴我市
开展“绿色殡葬基层调研——贵州行”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深入到我市新火
化场、市殡仪馆服务中心、普定县九龙山经
营性公墓和大洼村农村公益性墓地等地，详
细了解殡仪馆设施设备、收费标准、惠民政
策、集中治丧、遗体火化、生态安葬、祭祀等
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通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汇报，调研组一行
对我市殡葬服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我市
殡葬改革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调研组
指出，殡葬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此次活
动是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9部委关于《推行
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精神，做好宣传
和舆论引导工作，调研基层一线绿色殡葬典
型，营造有利于绿色殡葬工作的环境和氛
围，使殡葬改革政策法规家喻户晓，使现代
文明殡葬理念深入人心。希望安顺市进一
步加强对殡葬工作的引导，深入推进殡葬改
革，引导规范群众治丧活动，加强殡葬监管，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绿色殡葬共识，关注老百
姓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真正把该项工程做
成老百姓满意、社会满意的民生工程。

市食药监局出台约谈制度为药品安全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