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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青 记者 高智）为了让
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能在新学期顺利
就近入学，8月1日起，关岭自治县在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同康社区专门设置
报名登记点，提供便捷就学服务。

在同康社区的服务中心，前来咨询
就学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社区工作
人员一边耐心的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
做好报名登记，一边为群众详细解答入

学办理的相关事项，宣传教育扶贫的相
关政策，方便社区群众子女安心入学。

此次进行报名登记的学校既有小
兴哨幼儿园，也有该社区配套建设的关
岭自治县第三中学，能够满足不同年龄
阶段孩子的教育需求。截止目前，共有
1446名易地扶贫搬迁子女顺利登记入
学，9月份便能进入新学校，开启新的学
习之旅。

关岭同康社区：

1446名搬迁户子女在家门口登记入学

本报讯（记者 罗野） 8 月 7日，记
者从安顺市奥体中心获悉，由于8月
8日是全国第十一个全民健身日，为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全民健身日”的
相关文件精神，奥体中心部分场馆将
在全民健身日期间免费对市民开放十
五日。

据奥体中心场馆负责人介绍，从8
月 8日至 8月 23日，奥体中心一场两

馆，即室内的乒乓球室、羽毛球场，还
有室外的篮球场、五人制足球场、网球
场对市民免费开放十五天。每天开馆
的时间为7时30分至21时30分。此
外，由于游泳馆的特殊性，游泳馆在全
民健身日期间实行低收费时段，从 8
月 8日至 8月 9日，成人以 20元即可
购买半价泳票，而 1米 4以下的小朋
友不收费。

8月8日起
安顺奥体中心部分场馆免费开放十五日

“好凉快哟!山美水美，空气清新，白
天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晚上可以伴着
乡间田野的蛙声入眠。”

8月6日，记者来到国家4A级旅游
景区——平坝小河湾，来自重庆的游客
李勇正带着孩子在自行车道上骑行，他
告诉记者，他们在小河湾颐居·春声民
宿已入住一个星期了，这个夏天，他们
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体验了当地的风土
人情，原计划入住一个礼拜，现在将延
期到半个月。

据悉，平坝小河湾颐居·春声民宿
是该景区打造的第一幢民宿建筑，自今
年端午试运营以来，入住率达100%，深
受省内外游客好评。“这幢民宿共有10
间客房，入夏以来大多是重庆、成都的
游客到此避暑入住，客房已预订到了8
月中旬。”景区负责人熊真说，颐居·春
声民宿的主题是“慢时光”，让生活幻化
成诗。

平坝小河湾美丽乡村景区以其清
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独特的民族

风情引来八方游客，该景区由杭州颐居
草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运营以来，
已完成游客服务中心、颐居草堂、颐居
无人超市、美丽乡村大数据、美丽乡村
大学、星创天地、帐篷露营基地、共享电
动车、亲子乐园、采摘体验基地等业态
投入。

据介绍，现在到小河湾景区的游客
不仅可以漫步木栈道，骑行于山水间，
还可以垂钓、在亲子乐园享受童真童
趣，品尝平坝薄卷粉、包谷粑、辣鸡粉、
炸洋芋，体验特色长桌宴、高山流水似
的敬酒，观专业民族歌舞表演，最主要
的还能住下来，远离都市的喧嚣吵闹，
与自然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田园牧歌式
的温馨与浪漫。

“我们景区的第二幢民宿颐居·明
镜已建好，目前正在装修，有24间客房，
预计国庆期间部分房间可以试运营，年
底全部投入运营。下一步我们还将增
设军事体验基地、房车露营基地、龙虾
主题乐园、木屋民宿区+帐篷民宿区等
项目，游客将比往年增长3到4倍。”熊
真信心满满。

今年上半年，小河湾景区游客量已
达30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2000多万
元，随着游客量逐步上升，不仅让村民
得到实惠，更带动了当地观光农业、体
验农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盘活了乡村
资源，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村民就业与
增收。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8月6日，
西秀区在西秀产业园区开展秋季消防
应急演练，区应急管理局(安委办)、区消
防大队、园区党政办、园区安委办、园区
社事局、新安办事处等部门参加，共组
织辖区各行业企业300余人观摩。

此次演练由西秀产业园区管委会
主办，旨在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区有关应急管理会议精神，深刻吸取今
年以来全国各地火灾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紧紧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这一主题，进一步强化责任措施落实，
夯实基础，全力增强广大企业安全防范
意识和提升职工安全文化素质。

演练现场，模拟园区某厂房家具着
火，情况紧急。参与演练的各救援小组
紧密配合、通力协作，认真开展报警、启
动预案、人员疏散、火灾扑救、现场警戒
等工作，事故得以妥善、有效处置，演练
取得圆满成功。同时，西秀区消防大队
针对消防器材类别及使用方法现场进
行了讲解和培训。

西秀区消防演练进园区

8月1日至6日，西秀区相关部门抽调工
作人员组成专项整治工作组，持续对辖区马
槽社区酿机厂“马路市场”开展集中整治。此
次行动共劝阻流动摊贩摆摊设点100余处，处
理遗留垃圾10余吨，整治后占道经营被全部
取缔。

□记者 吴学思 摄

本报讯（记
者 肖劲松）近
年来，镇宁自治
县采取多种措
施，加快农村

“危改”“三改”
和老旧房整治，
实现群众住房
安全有保障，群
众获得感大大
增强。

据 了 解 ，
2018 年，省政
府下发通知，以
房屋“顶不漏
雨、壁不透风、
门窗完好”为整
治目标，提出用
3 年时间开展
农村老旧住房
透风漏雨专项
整治，全面消除
我省农村老旧
住房透风漏雨
现象，切实保障
农村困难群众
住房基本条件，
提升农村住房
宜居性。镇宁
自治县高度重
视，县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本
县实际，制定了《关于解放思想开
展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雨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镇危改办通〔2018〕
13号），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积极
指导督促全县各乡（镇、街道）采取

“拉网式、全覆盖”的方式，开展农
村老旧住房透风漏雨全面排查工
作。对房屋危险性评定为B级、存
在屋顶渗漏、门窗破损、围护结构
透风等现象的房屋，列入整治对
象，建立整治台账，深入推进农村
老旧房屋透风漏雨整治工作。

简嘎乡播西村是整治工作的
重点村。“过去因为家庭困难，房
屋破烂不堪，夏天漏雨，冬天灌冷
风，根本不适合居住。”村民韦修
民说，在进行农村“危改”时，他家
拿到了危改补助3.5万元，重新盖
起了宽敞的新房；在此次农村老
旧房屋透风漏雨整治行动中，政
府又为他家安装了门窗，居住条
件比以前好得太多了。

如今，简嘎乡农村老旧房屋
透风漏雨整治行动已全面完成，
全乡 1787 户村民正式告别房屋
透风漏雨的历史。简嘎乡的农
村老旧房屋透风漏雨整治工作
取得的成效是全县开展此项工
作的缩影。

据悉，镇宁累计投入资金750
余万元，实施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
雨专项整治2494户。截至2018年
12月底，全县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
雨专项整治任务全面实施完成，并
顺利通过市级验收。开展专项整
治工作期间，镇宁定期进行工作调
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及时解决
工作推进中的突出问题。还采取
入户暗访、电话回访等方式，加大
监督管理，确保民生工程真正受惠
于民。

由于近期连降大雨，经开区西航办西湖村小新组至小铺组的通组路建设长期
停工，导致过往车辆将路面碾压成坑洼积水路段，附近村民出行极为不便。近日，
西湖村党支部组织驻村工作组、两委党员干部及“一村七岗人员”20余人，开展志
愿者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使用铲车就近取材，利用施工方施工时堆积的碎石和泥土，对该路
段坑洼处进行修补填埋。经过近5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志愿者为群众铺出了一条

“便民道”。
□记者 唐琪 摄

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
兰县立岗镇的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里是
一片忙碌的景象。随着气温升高，基地
里的蔬菜也进入了最佳采摘期，一棵棵
青翠欲滴、鲜嫩挺拔的菜芯、奶白菜长势
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菜品，刀
片一划、轻轻一掰，一棵棵菜品便整齐的
码放在工人们的胳膊上。

上世纪末，伴随着外出务工的大潮，
不少的紫云人背井离乡，来到了遥远的
宁夏打拼，他们“不怨人穷、不信命苦、不
甘落后，从农民变身产业工人，用青春和
热血，在异乡有了立身之地。

今年是四大寨乡卡坪村村民王妹帮
与丈夫到宁夏务工的第六个年头，两口
子吃苦耐劳、手脚麻利，现在每个月有上

万元的收入。王妹帮说：“我们来到这打
工已经五六年了，主要做的是割菜、收菜
的工作，按劳所得，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
千、七八千都有。”

近年来，宁夏将蔬菜产业确定为“1+
4”主导产业之一，坚持“冬菜北上、夏菜
南下”战略，实施“设施蔬菜、露地蔬菜、
西甜瓜三个百万亩工程”，蔬菜产业快速
发展，每年仅蔬菜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
值就达百亿元。而在这百亿产业的背
后，紫云人占到了整个蔬菜产业用工总
量的90%。

“我们这个厂打工的紫云人就有
180多人。这里的总管是紫云宗地的，
所以亲戚朋友一一介绍来工作，宗地的
就有120多个人。”来自宗地镇大地坝村

的韦万权说，紫云人在宁夏打工的有两
万人左右，来宁夏时间比较长的都做管
理，管理人员一个月大概在三万元以上，
二级管理人员一个月一万五六，务工的
每个月大概六七千元左右。

收入高且稳定，是外出务工的首选
条件。而乡亲朋友间的相互推荐和帮助
也是紫云人集结宁夏的重要因素。

猴场镇小湾村村民姚小荣，16岁就
到宁夏务工，先后砍过甘蔗、搬过水泥、
当过割菜工和管理人员的他，深知打工
的艰辛。今年3月，在紫云自治县政府
和紫云农商银行的帮助下，在乡亲们的
支持下，姚小荣决定返乡创业，承包
1800余亩土地，开始了创业路。

“现在家乡发展条件很好，我们要创

业，农商行帮我们贷了一笔资金开了工
厂！”姚小荣笑呵呵地说，“5月份，我的
产值是410万元，6月份的产值是530万
元。抛开工人工资，平均每个月的利润
在40至50万元。”

截止目前，在宁夏就业、创业的紫
云人就达到了两万余人，创造了百亿蔬
菜产业的紫云人，成为了田间地头的

“土专家”，也成为了带领乡亲致富的
“领路人”。

在宁夏打工有十载的猴场镇平阳村
村民杨昌明说，他想回到老家发展，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蔬菜
种植，把宁夏学到的技术带回家乡，统一
种子、农药、肥料，把老百姓发展产业的
积极性带动起来。

本报讯（陈荣庆 记者 唐琪） 近
日，经开区西航办在新阳村开展草莓种
植技术培训，该村60余名村民参加了此
次培训。

培训会上，专家围绕草莓高效栽培
技术以及如何提高草莓果品质量、品种
种植和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选种苗
等种植知识向与会村民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培训。

新阳村村民邓金富说：“过去都是

用传统的种植方法，由于当时不懂科学
技术，传统种植收入低、成效差，现在有
这么好的机会要把科技知识学好，引导
大家提升经济发展，增加收入。”

下一步，西航办将利用新阳村的区
位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产业
类种植项目，举办更多科技种植技能培
训班，通过课堂教学和实际操作方式，
提高更多村民的种植技能，助推其增收
致富。

经开区西航办：

培训草莓种植技能

外出务工有技术 回乡创业报桑梓
□孟波 本报记者 姚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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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坝小河湾：

打造特色民宿 发展乡村旅游
□罗秀华 本报记者 冯毓彬 文/图

整治前整治前

整治后整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