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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念） 11月24日，
全市“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社会治理
现场推进会在经开区召开。

当天，与会人员一行先后来到经开
区综治中心、星光社区花园街、幺铺镇
阿歪寨村、西航办事处马厂村进行实地
观摩。通过听汇报、看短片、调看实时
监控视频等，详细了解了近年来经开区
在社会治理中探索出的好经验和好做
法，对经开区深入推进“一中心一张网
十联户”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会议指出，“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是紧密联系、环环相扣、一体运行的有
机整体，是开展社会治理、推进平安安
顺建设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推动我市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
工作取得新成效；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化
服务管理，织密联动共治体系“一张
网”，推进“十联户”工作机制，打通基层
社会治理“神经末梢”，从根本上提升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全面构建上下
联动、左右协调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

治共享新格局。
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深化平安安顺建
设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为抓手，全面
贯彻省委“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
机制；各县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准确把握工作要求和时间节
点，认真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按照清单
化、项目化的要求，形成目标明确、责
任落实、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工作格
局；要按照“市级抓统筹、县区负主责、
基层强执行”的要求，将其纳入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作为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工程；各
乡镇(街道)要选取条件好的村(居、社
区)打造亮点，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
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夯实基层
社会治理基础，为“十三五”社会经济
发展收官提供有力保障。

会上，经开区、镇宁自治县、西秀区
西街办事处、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分
别就“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社会治理
机制推进工作情况作交流发言。

全市“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社会治理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罗野） 11月24日，
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组织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暨侨法
宣传、文化交流和考察调研活动。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以及侨法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侨务工
作的各项决策部署，通过扩展海外联谊，
不断增进感情，凝聚侨心、维护侨益，加
强海外文化交流，促进侨界和谐奋进，推
动为侨服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市侨联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我叫陈文良，是普定县补郎乡和谐村小
寨组的村民，多年前“贫困户”是唯一的头衔，
但现在大家叫我“养猪能人”。

我有5个孩子，在贫困户认定那年，加上
我爱人，家里一共7口人，当时5个孩子中最
大的20来岁，最小的10岁，全都在上学。家
中劳动力少，收入也就单一。

那时家中收入来源基本就是靠种玉米，
每年最多4000多斤的产量，收入最多也才
4000多元，算下来让一家人吃饱饭都困难，
更何况还要供孩子读书。

没钱，只能到处去借。几个孩子还小，我
们又没有一技之长，不敢出去打工，怕连这一
年4000多元的饭碗都丢掉了，得不偿失。

孩子们渐渐长大，压力也渐渐增大，正当
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就突然发生。

2017年，村里几个从安顺日报社来的驻
村干部告诉我，村里迎来了一项国家政策，叫
做“大户代养”，项目是养鸡，村干部看我条件
困难，优先分给我一些，让我好好养，卖了钱
再抽取分成。

除了养鸡外，这些驻村干部还向我讲解
了一些针对贫困户的贷款政策，在他们的耐
心引导和积极协助下，我成功通过“特惠贷”
项目贷到5万元，引进了几头猪，开始发展生
猪养殖。

我是个吃得苦的人，自从拿到了这些项

目，我和爱人每天起早贪黑，围着鸡舍猪圈来
回转，因为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们“翻盘”
的最后底牌，一点容不得掉以轻心。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的精心看
护下，绝大部分鸡成功卖出，几只大猪也产下
了崽，该卖的卖，该养的继续养，一年下来，我
终于靠自己的双手拿到了第一笔收入。

随后的发展顺利了很多，在安顺日报社
驻村干部的鼓励下，我和爱人继续全身心地
投入到养殖上，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年复一
年，猪舍的规模不断扩大，一年已能够出栏
20多头猪，随着猪价上涨，目前大猪利润在
4000元左右，小猪利润在1700元左右，总的
算下来利润在4万元左右，不知不觉间，我自
己都不敢相信，两三年过去，收入竟然翻了十
倍，有了钱，我终于可以把家里那个烂房子好
好收拾收拾，重新装修一下。

目前，我正在扩建猪舍，进一步扩大养殖
量，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扩建工作三个月后就
能完成，到时候总栏量可以达到80多头，几
乎是现在的4倍。

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国家的政策带给了
我希望，是安顺日报社的驻村干部带来的支
持与帮助推动着我前进，我自己也是个不服
输的人，未来誓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小康
生活。

（记者 张江隆 整理）

我叫吴光琼，是紫云自治县
苗岭山花刺绣加工厂扶贫车间
带头人，曾任紫云四大寨乡喜档
村村委会主任。

喜档村的妇女几乎人人都
会蜡染、刺绣、织布等手工艺，我
就思索如何带动妇女把手工技
艺运用到脱贫致富中来。任职
期间，我带着村里的妇女，找方
法，找销路，把“指尖技艺”变为

“指尖经济”，让喜档村部分村民
逐步走出了贫困。

如今，我辞去村主任职务，
在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帮助下，把
所有精力放在苗岭山花刺绣加
工厂，继续以新的方式带动妇女
群众脱贫致富。现在，我每日最
忙碌的工作就是在车间指导妇
女生产。

2016 年，我得到了乡政府
政策帮扶，取得了8万元无息贷
款，开启创业道路。苗岭山花刺
绣加工厂建成后，我挨家挨户上
门动员妇女们加入，对熟悉刺绣
工艺的妇女发放原料给她们加
工；对不熟悉刺绣的妇女，带着
原料上门，手把手教妇女们绣花

技艺。
经过几年的发展，苗岭山

花刺绣加工厂的生意越来越
好，从零散销售发展到批量销
售，订单接连不断。工人月工
资 从 1800 元 增 至 4500 元 之
间。目前喜档村苗岭山花刺绣
加工厂加工点共有工人 134
人，带动贫困户93户。

2018年安顺市总工会为我
提供了免费场地，我在紫云县城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城东
社区开设苗岭山花刺绣加工厂
分厂，目前苗岭山花刺绣加工厂
刺绣产品远销海外，解决了128
名搬迁妇女就近就业，带动120
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为了更好发挥刺绣加工厂
的带动作用，我还大量收购村民
在自己家里制作的刺绣成品，让
喜档村134户贫困户有了新的经
济增收渠道。

下一步我还将继续扩大加
工规模，生产面积扩大到800平
方米以上，这样，就可以再带动
100户贫困户脱贫了。

（记者 刘现虹 整理）

■ 11月25日，赴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全国劳动模
范陈大兴和陈康载誉归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罗晓红出席欢迎
仪式并讲话。

■ 11月25日，赴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全国先进工
作者孙恺载誉归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茁与孙恺进行座谈。

■ 11月25日，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联席理事长、
香港华人华侨总商会荣誉会长、贵州省广东总商会名誉会长陈智一行赴安考察，副
市长汪文学出席座谈会。

近日，在安顺百花串
食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
进行传统手工工艺调味品
生产。该公司作为贵州省
重点食品工业企业、贵州
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
头企业，以生产经营调味
品为主，产品主要包括腐
乳、酱油、醋、甜面酱、豆
豉、油辣椒，同时生产安顺
特色麻饼及腌腊肉等，公
司“百花串、花姑、熙春”系
列品牌产品全面覆盖贵州
省72个县市区，远销全国
20多个省市区。

□记者 唐琪 摄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
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用。”长期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
代齐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的主旋律，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
灿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
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
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
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
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
新篇章。在抗击疫情的雄壮斗争中，
产生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他们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铸就
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实践充
分证明，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
量，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
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过长期奋
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
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胜利在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
步。从2021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
四五”时期，这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
个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
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实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宏伟蓝
图，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
进，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要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主力军作用，努力建设高素质
劳动大军，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
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勤于
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
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向新时代最美奋斗者致敬

脱贫攻坚冲锋号吹响以来，紫云县
委、县政府带领党员干部立下愚公移山
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奋力拼搏，经
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摘掉
了“穷帽子”，兑现了40万紫云人民实现
同步小康的庄严承诺。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
天更蓝、水更清、民致富。2015年冬至
2016年春，紫云短短3个月时间，利用丰
富的坡耕地资源，提前完成了“十三五”
期间20万亩退耕还林任务，造就了坝羊
镇3.8万亩生态茶叶园、板当镇硐口村
5000亩百灵生态蓝莓园、猫营镇800亩
油茶产业园、火花镇3万亩冰脆李、四大
寨乡喜凯村3000亩脐橙等经果林产业，
实现退耕还林出园区、退耕还林出景观
带、退耕还林出产业园，实现坡坡花果
山、四季闻花香的良好景象。目前，全县
经果林种植面积25万亩。

“退耕还林让我有了30亩桃园，近
两年来，我每年在桃园上的收入是12万
元。”板当镇翠河村鱼良寨组村民吴应忠
说，桃园让他脱贫过上了好日子。

“得益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机遇，
几年前，我流转土地种植了300多亩油
茶，今年我收获了5万斤油茶果，按10斤
油茶果加工4斤油茶油计算，可加工2万
斤茶油。”紫云鸿发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彭涛清说，油茶园让我看到了幸福生活
的曙光。

近年来，紫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
下菌、林下蜂、林下鸡等林下经济，探索
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脱贫新路。
目前，紫云全县发展林下菌3500亩、林
下鸡100万羽、林下蜂2.5万群。

“他乡三条路，紫云万重山，奋力拼

搏干，坦途达深山。”自贵州农村“组组
通”三年大决战打响以来，紫云干部群众
万众一心，相继启动实施了农村通村、通
组路网全覆盖工程、农村“组组通”公路、
极贫乡镇S315构皮寨至克座改扩建工
程、农业产业坝区产业路、连户路、串户
路等一大批农村公路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约96亿元。

目前，紫云县管养农村公路里程达
2976.87 公里。其中，普通省道 4 条
169.017公里，县道20条489.211公里，
乡道 70 条 657.826 公里，村道 500 条
1000.787公里，通组公路349条660.03
公里，桥梁95座。

随着横穿紫云县境的惠兴高速、安
紫高速、紫望高速的相继建成通车，改扩
建的G354国道、S212省道相继建成投
入使用，紫云与安顺、贵阳1小时经济圈
形成。麻山大地出山难、行路难已成为
历史记忆。

“脱贫攻坚政策好，驻村干部实干精
神足。”宗地镇戈枪村村民杨小龙说，家
门口这条路90%的路面是开凿的岩山，
2018年凿通毛坯路面，去年完成了硬化
路面；路通后，建筑材料运进来了，寨子
里也都建起了小平房。为方便出行，寨
子里每家每户都有了摩托车。

打啷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两年前，
通往打啷村的通村公路是坑坑洼洼的泥
巴路，而今建成了宽6.5米的柏油路。

“人民幸福党恩赐，树高挺拔靠沃
土，扶贫不是扶懒人，勤劳致富我先
行”。打啷村年近7旬的退休小学教师
龙通文，目睹打啷村近年来的变化，在村
中墙头上写了不少的打油诗，借以引导
群众懂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基

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生产生活环境大
大改善后，要养成不怕苦、不怕累、靠勤
劳致富的良好习惯。

为让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的群众
摆脱贫困，紫云在“十三五”期间完成
4780户20210人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2017年，紫云先后成立龙井
社区、圆梦社区、百惠社区、城东社区、城
南社区、和谐社区，以标准化社区建设作
为工作目标，引导群众改变陋习、拓展思
维，提高自立、自强的生活生产能力和水
平，让搬迁群众融入社区大家庭。

为续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
章”，紫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就近改扩建学校3
所，解决4635名搬迁学子的就近就学问
题。全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卫
生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保障20210人
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提供方便可及的基
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安置
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均达 87.27%。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建社区服务中
心5个，完成建设图书室6个、城东社区
和城南社区的路径健身器材的投放、城
南社区乡愁馆建设。

打赢脱贫攻坚战摘掉“穷帽子”，让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是关键。近年
来，紫云按照产业发展“八要素”相关要
求，坚持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

林，逐步提升生态茶叶、提升红芯红薯、
提升精品水果三大优势产业，壮大蔬菜
经济、壮大林下经济的产业发展思路，
一手抓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蔬菜产业，为
全县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提供有力产业
支撑。

搭建产销平台，做强蔬菜产业。紫
云成立县级平台公司嘉禾香公司，13个
乡镇（街道办）成立乡镇级平台公司，162
个行政村成立“村社合一”农民专业合作
社，由县里筹、乡镇（街道办）实施、村里
落实，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种植见效快、效
益高的现代农业产业。今年，全县种植
红芯红薯3万亩、红辣椒3.5万亩、茶叶5
万亩、蓝莓0.75万亩和甘蓝、佛手瓜、菜
芯等蔬菜26.8万亩次，基本实现村村有
产业、户户有增收。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紫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农业产业快速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大大改善，在脱贫路上捧出了一张喜人
的成绩单，全县27307户117634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群众全部退出贫困。

脱贫有目标，幸福却没有终点。接
下来，紫云加大力度巩固脱贫成果，做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继续
谱写好富美紫云新篇章。

我的扶贫故事

我的脱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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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摘掉“穷帽子”迈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指尖绣出小康路
紫云自治县苗岭山花刺绣加工厂扶贫车间带头人 吴光琼

脱贫不能“等靠要”
普定补郎乡和谐村小寨组村民 陈文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