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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普定县化处镇焦家村韭黄
示范基地，记者看到，400多名村民正
在种植基地里除草、施肥。大家戴着口
罩，相隔数米，各自辛勤地劳作着。

韭黄作为普定县“一县一业”的主
产品，以水母河流域高效农业示范园为
核心，辐射带动全县韭黄产业向基地
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绿色化，营

销品牌化方向发展。焦家村作为水母
河流域高效农业示范园韭黄种植的核
心地带，自发展韭黄产业后，短短2年
时间，人均年收入由 2017年的 5000
元增加到2019年的10000元，收入翻
了一番。

当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紧
要关口，也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
春、秋两季是韭黄种植的最佳季节，农
时不能耽误，每一天的时间都很宝贵。
焦家村村支书张振刚告诉记者：“不及
时做好除草、施肥这些工作，我们一年
就割不了三茬，将影响整年的收成，做
得越早，越能保障韭黄产量。”

自2月10日起，焦家村韭黄示范
基地就全面恢复韭黄春管、春种工作。

“我们接到县里可以逐步恢复生产的通
知以后，小组长2月9日就在村里用广
播通知大家，可以开始上工的消息，村
民们都很积极。”张振刚说。

记者了解到，在基地干活的都是附
近村寨的村民，村民每天上岗前，村级
公司都会先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戴上
口罩才能进行生产作业。

“村里防护措施做得很好，能够出

来复工赚钱，很开心。”正在田间劳作的
村民们虽然戴着口罩，却掩饰不住他们
内心的喜悦。

用工问题解决了，技术指导、化肥
储备能跟上吗？化处镇结合各村农业
产业特色和生产实际，组建技术指导
突击队，农技人员深入村组田间地
头，跟踪实地指导，帮助群众科学施
肥、除草、灌溉，提高群众科学栽种韭
黄技术的能力。此外，焦家村村级公
司普定鑫隆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已经储备肥料20余吨，保障春季生产
顺利进行。

目前，化处镇韭黄农业经营主体复
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结合疫情
防控工作实际，化处镇大力宣传土地流
转管理办法和耕地惠农补偿补贴政策，
充分调动农民的复耕积极性。借助村
村通大喇叭、流动小喇叭，流动疫情宣
传监测车等宣传方式，多渠道宣传春耕
复耕工作。该镇农业中心做好相关病
虫害监测及时分析和掌握，及时为群众
发放相关预防宣传知识手册，在有效防
控疫情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复产复工，稳
定韭黄产业发展。

化处镇：

防疫春耕两不误 除草施肥生产忙
□本报记者 王小欢 文/图

村民在焦家村韭黄示范基地除草

2月24日，春光旖旎，记者走进西
秀区旧州镇，乡间田野，处处可见村民
春耕、春种的场景，机械翻地、覆膜培
土、修复地埂。观察第一批育下的辣椒
苗长势，掀开稻草检查菌菇出菇情况，
联系嫁接苗供苗确切时间……各种植
基地里，村干部、种植户忙得不亦乐乎。

“我准备种30多亩辣椒，但是因为
疫情，正月间耽搁了十来天，现在要抓
紧提前把种辣椒的土地翻犁好，等辣椒
苗长大，把膜覆好就可以种了。农资方
面不用担心，种子、肥料、薄膜政府都会
提供。”在猛龙村，一位正在翻地的种植
户告诉记者。

在茶岭村，村主任赵泽勇介绍说：
“我们发展短平快产业，种植黄瓜、茄子
嫁接苗，这个产量比较高，经济效益好，
现在正在起垄、覆膜，苗来了就可以马
上种。”放眼望去，上百亩连片种植基地
里，20余名工人挥动手里的锄头，正在
对起好的垄进行覆膜培土，为即将下种
黄瓜、茄子嫁接苗做准备。

茶岭村嫁接苗种植基地里，前来
“取经”的詹屯村种植户叶勤方用随身
携带的卷尺量起了垄、沟宽度。“他这个
确实标准！垄宽60厘米，沟宽 30厘
米，学习了，学习了。”叶勤方连声感叹，
他说，自己有十几亩土地，早就翻犁好，
就是不知道种什么，“这下好了，回去就
按照这种标准，因地制宜发展蔬菜产

业。”
“这里种的是草盖菇，属于林下经

济，亩产值最少1万元，前景好。”进入
松林里，赵泽勇一边检查草盖菇长势一
边介绍说：“依托森林资源，我们村总共
试点种了35亩草盖菇，管理简单，出菇
率高，木渣、菌棒、稻草一亩成本大约
2600元，但是一亩可以赚7000多元。”

据了解，旧州镇各地产业发展模
式不尽相同。以“村社合一”村级合
作社为纽带，有的通过引进大户种、
合作社示范种、党员带头种，带动村
民种；有的通过村两委干部领种，示
范带动农户干。

为实现村村联动、共谋发展的目
的，旧州镇还探索启动农业产业联村党
总支试点工作，以茶岭村带动新寨村为
试点，组建“旧九产业带”联村党总支，
通过组织联建、干部联动、产业联营，充
分整合利用村（居）优势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着力打造旧州镇农业
产业发展重点示范区。

“受疫情影响，时间耽搁不少，因
此，我们现在正进行广泛宣传，抓紧动
员广大农户选准产业，提前做好春种准
备。我们要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
来，早谋划、早安排、早落实，紧锣密鼓，
确保工作推进。”旧州镇党委书记黄兴
旺告诉记者，为快速推进全镇春季农业
生产，该镇还由镇领导带队，组成了四

个片区的产业督导组，督导各村产业推
进情况，确保产业能丰收，农民能增收，
助推今年全镇农业产业再上新台阶。

据介绍，今年旧州镇将紧紧围绕农
业产业革命“八要素”，结合28000余亩
坝区产业发展实际，计划因地制宜、多
方式、多渠道调减玉米7000余亩，大力
调优农业产业结构，促进“村社合一”合
作社全方位发展。

以“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该
镇今年初计划推广种植订单辣椒1万
亩，规划种植茄子、黄瓜嫁接苗2千余
亩，育苗、整地等春耕备耕工作正有序
推进。并以村级合作社为示范带动，鼓
励散户自种，做活做大精品蔬菜产业，
壮大全镇蔬菜产业规模。同时，协同推
进食用菌、中药材、烟叶、水稻、油菜、茶
叶等多个产业发展。

旧州镇：

抢时抓春耕 联动促备耕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工人在茶岭村嫁接苗种植基地覆膜培土

本报讯（记者 詹艳）日前，记者从
平坝区纪委区监委获悉，疫情防控期间，
平坝积极开展“点穴式”监督检查，严格
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平坝区通过下发工作提示单，重点
围绕辖区内企业落实复工复产责任情
况，对复工复产后相关疫情防控措施、制
度落实情况、全区在加强小区、楼栋、村
民组落实社会网格化防控阻断情况等进
行重点督查。针对当前返工人潮的监
管，以及对客车站、高铁站、火车站、已营
运的客运站等进出站的人员防控措施等
进行不定期走访督查。在监督过程中，
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从严压
实党委的主体责任，督促整改落实，强化
监督实效。

平坝区严格监督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确保面上工作有序畅通开展。针对全区
所有乡镇（街道）之间、村之间卡点的值

守、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情况，进行跟踪督
查，同时为保证全面的投工投产工作的
顺利有序开展，要求所有复工复产企业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是否100%纳入小
区楼栋、村民组网格化管理。选择交通、
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工业园作为重点单
位对疫情防控期间是否按要求开展工作，
是否为复工复产搞好服务作为重点督查
督办内容开展督查。区纪委区监委5个督
查组会同区委4个督查组全覆盖交叉对以
上各项工作情况进行精准督查。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督查工作的质
效，平坝区稳妥把握和处理好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疫情防控监督和其他工作
之间的关系，做好自身防控和监督工作
等关系，坚决防止监督不精准、不规范，
各督察组在监督过程中轻车简从，带头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因工作
方式方法不当妨碍正常疫情防控工作。

平坝：

开展“点穴式”监督检查

本报讯（沈宽利） 2019年以来，关
岭自治县纪委县监委制定《践行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实施办法》，精准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抓早抓小，分类施
策、靶向治疗。2019年1至12月，全县
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党员干部657人次。

教育提醒“治未病”。坚持把常态化
开展警示教育作为早预防、治未病的重
要措施，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拍摄警
示教育片、分批次组织干部到警示教育
基地接受教育、定期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等方式，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
常态化推进约谈工作，不定期采取提醒
谈话、示警约谈等方式，对党员干部存在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红
脸出汗，防止“小病癌变”。

挺纪在前“治小病”。采取“监督+”
的方式，同步推进日常监督、巡察监督、

派驻监督、专项监察监督，不断拓宽发现
问题渠道，及时发现干部在工作中不尽
责、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扶贫民生领域
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对过
程中发现的党员干部较轻的违纪问题，
通过诫勉谈话和党纪政务轻处分等方式
及时“打板子”纠正，坚决防止党员从“破
纪”滑向“破法”，真正做到严管厚爱。

强化震慑“治重病”。始终把第四种
形态作为惩治“极少数”的有效利器，在
精准运用好第一、二、三种形态基础上，
紧盯“关键少数”和重要时间节点，围绕
扶贫民生领域、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监督中发现严
重违纪涉嫌违法的干部，果断和精准运
用第四种形态，以严厉惩治“极少数”警
醒教育“大多数”，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
越严的强烈信号。

关岭：

严厉惩治“极少数”警醒教育“大多数”

本报讯（马国庆）为切实督促辖区
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严格履行疫情防
控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防疫情传
播和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发生，近日，普
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单位食堂开
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使用食安监APP
结合《贵州省单位食堂疫情防控和食品
安全管理自查表》的内容逐项开展检查，
同时要求单位食堂负责人通过微信小程
序进行自查，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其限期整改；督促单位食堂严格落实《贵
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单位食堂规范管理的通告》中从人员核
查、环境卫生、食材查验、加工操作、供
餐管理、餐饮具消毒等六个方面19项
关键环节控制点的要求；要求食堂负责
人严格落实疫情期间的“三防”（消毒，
佩戴口罩，测温登记）措施，同时动员单
位食堂选择盒餐外带、分餐配送、错时
就餐，尽量避免群体性就餐，确保餐饮
食品安全，确保干部职工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截止目前，普定县共有单位食堂35
家，已检查16家，其中2家未提供餐饮
服务，共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4份。

普定：

对辖区单位食堂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2 月 25 日，紫云自治县宗地
镇宗地村三口塘组烤烟育苗基
地，几位村民在用基质土装盘、播
种、放盘。据悉，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到育苗点做工的村民每天
要测量体温两次，上下班都要用
消毒液洗手。

□记者 姚福进 摄

把时间抢回来把时间抢回来
把损失补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2月26日，在平坝区天龙镇兴旺村双
硐卫生室，记者看到郑小雁正为前来看病
的病人打针。疫情期间，郑小雁不仅是村
医，还是兴旺村疫情防控值班队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白衣天
使”郑小雁积极参加一线工作，时刻以道
德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论是入户体
温测量还是村里的防疫卡点，都能见到
她的身影。

村里有个叫郑师师的大学生，1月
下旬从武汉放假回家，当郑小雁得知是
从武汉来的人员后，立即向村支两委汇
报，接着便上门去给郑师师测量体温，做
健康检查，并叮嘱郑师师不要外出串门，
要进行14天隔离。郑小雁每天都会按
时对郑师师及其家属进行体温测量，14
天隔离结束，郑师师及其家属并无其他
症状，但郑小雁继续每天打电话问郑师
师身体情况。

1月29日，郑小雁接到80余岁村民
郑发胜的家属电话，称郑发胜病情危急，
正在疫情防控值班的郑小雁赶紧带上卫
生药箱来到郑发胜家。得知病人是摔跤
后骨折同时胃出血并有痛风病史后，郑
小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了救治。接着每
天上门为郑发胜老人输液，经过一段时

间治疗，病人大有好转。
在疫情防控期间，大家禁足在家不

能外出，所以一旦生病只能求助村医，郑
小雁都会主动带上药品上门服务。

2月17日，村民郑梅3岁孩子突然
出现急性下颚肿痛，小脸蛋又红又肿，郑
梅急匆匆找到正在卡点值守的郑小雁。

“孩子太小我怕耽搁了第一时间救治，于
是我先告知郑梅采用中医的针灸和推拿
治疗，经过2个多小时治疗，孩子红肿的
小脸慢慢舒缓了下来，接着我又给孩子
打了消炎针，两天后孩子便康复了。”郑
小雁回忆道。

每天，郑小雁零点以后才能睡觉，而
清晨6点便有村民来敲门看病。因为要
在防控一线值守，她已经1个月没有见
到孩子。“小雁在，健康就有保障，她是村
民的健康‘守门人’，大家都尊敬、信赖
她。”提到郑小雁，兴旺村村民都是赞不
绝口。

据了解，郑小雁荣获了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百名优秀医生基层模范、
第六届贵州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连日来，郑小雁在与其他党员同志
走村串寨宣传、贴防控信息、入户健康检
查的同时，还为30余位村民入户看病。

道 德 模 范

郑小雁：

为村民做好健康“守门人”
□本报记者 刘现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