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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兴，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政法
委书记张本强，全省第二批换届高校党代会巡回督促指导组第八巡回督导组
组长、贵州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克乾出席会议。安顺职院党委书记许志代
表中共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委员会作报告。会议强调，安顺职院要坚持
立德树人，加强思政工作，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要坚持立足安顺、服务社会，为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 12月7日至10日，市政协副主席胡震带队开展全市全域旅游工作年
终督导督查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有关部门要聚焦问题抓创建整改落实，不
断完善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创新打造旅游产品业态，同时不断强化旅游营销和
创建氛围，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积极推动我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叫黄天美，家住关岭自治
县断桥镇戈尧村茅草坪组。

2014年，家中两位老人年事
已高，两个孩子又在读书，一家6
口挤在又旧又破的老房子，仅靠
我和丈夫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
收入还不足2000元，也是在那一
年我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鼻子酸酸的，心里不甘，却又无
可奈可。

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夫妻俩
只能离开老人小孩到外面去务
工。可好景不长，2015年我们工
作刚有了起色，家里两个老人却
突然患病，其中一个还有残疾，在
和丈夫商量后，我返回家乡照顾
老小，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只能靠
他打工维持。

我返乡后看着村里种植枇
杷，产业搞得红火，便在自家地
里种了几百株。一开始不懂种
植技术，村支两委就联系县农业
农村局到村里给大伙进行技术
培训，学到技术的我逐年扩大种
植规模。

刚开始发展产业就靠我一个
人剪枝、疏花、疏果、施肥，并做好
病虫害的防范，十来亩地搞下来
累得直喘气。不管风吹日晒，这
一年到头都在果林里。

2016年，我家的旧房被鉴定
为危房，国家补助了3.5万元的危

房改造款，我们一家人总算是住
上了新房子，这多亏了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

丈夫在外做搬运工，我在家
发展产业，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2017年，我家成功脱贫了，我更是
一心一意的扑到产业发展上。

2018年，第一批种植的枇杷
初挂果，我赚了两万元，这“第一
桶金”虽然不多，但让我看到了精
品水果产业的前景，我心里求发
展求改变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这两年每年都有四五万元的
收益。如今，我在村里的枇杷产
业扩大到20余亩，今年还试种了
8亩果冻橙、血橙、长叶香橙等品
种；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又请了乡
亲们来地里帮忙，每天每个人支
付90元的工资，一年也能请上好
几十人。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丈夫
没有外出打工，我们齐心协力发
展精品水果产业。村里的土地
种满了，我们就到丈夫的老家安
龙县发展，在那里又种植了20多
亩枇杷。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今年买
了轿车，开车发展产业、接孩子放
学方便多了。我相信等再过些
年，我们种植的精品水果都产果
了，日子会更好。

（记者 高智 整理）

勤劳是我脱贫致富的诀窍
关岭断桥镇戈尧村村民 黄天美

“小金同志，你又来走访贫困户啊？快
过来一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给你说。”

“姨妈，有啥事你讲嘛。”
“我听他们讲你还不得结婚哈，你看你

都快32岁了，终身大事耽误不得，如果不嫌
弃，老姨妈给你做个媒，介绍个对象咋样？”

我叫金婷，是经开区西航办马厂村驻
村工作组组员。一转眼，我来到马厂村驻
村快5年了，从曾经的青涩女孩变成了大家
口中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善良的村民们
总是把我当成自家闺女一样关心，经常都
会有些阿姨张罗着要帮忙介绍对象，所以
就有了上面的这段对话。

2015年年底，经开区大胆创新，运用市
场化引才机制，公开招考50名雇员制“村居
扶贫主任”到各村（居）开展精准扶贫，26岁
的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当上了马厂村
的扶贫主任。由于扶贫工作任务重，我们
需要长期吃住在村开展工作，基本抽不出
空闲时间与同龄人交流，慢慢的我也就成
了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不过看着马厂村
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的所有付
出都是值得的。

四年前，马厂村是一个典型的脏、乱、
差村寨。每每回忆起当年下村时的情形，
我的心里都还会咯噔一惊。那个时候，村
内道路污水横流，自建房五花八门，由于没
有统一的污水处理池，夏秋季蝇蚊四处滋
生，大多数贫困户过于懒惰，“等靠要”思想
极其严重。近年来，通过村支两委和驻村

工作组的共同努力，马厂村已成为享有诸
多美誉的美丽乡村，由政府牵头引进的温
泉酒店、特色农庄等经营得有声有色，活脱
脱一个宜游宜居的美丽乡村典型代表，全
村16户贫困户也已顺利脱贫，对生活充满
了希望。

马厂村和尚庄组村民冯忠祥父子就是
其中的代表。冯忠祥和31岁的儿子冯小友
生活在一起，当时父子俩闲赋在家，成天只
看电视，懒惰不劳动，导致他们的家庭极度
贫困，儿子也一直没有娶到媳妇。在走访
贫困户的时候，我很快了解到这个情况，于
是常常上门给他们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
积极就业，并为父子俩联系了适合的工作
岗位。一开始，父子俩不习惯，总是三天两
头闹辞职，通过我们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
现在冯忠祥成为一名山体管护员，冯小友
当上了村里的保洁员，父子俩工作十分积
极，一干就是3年，和以前相比仿佛换了个
人似的。“没有你帮我们安排工作，鼓励我
们，以前的苦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
束。”每次入户走访，冯忠祥总会对我重复
这句话。

有时候村干部们总会和我开玩笑：“金
婷啊，你是被我们马厂村耽误了。”每每这个
时候，我总会悄悄看向办公室墙上那面村民
送来的，印有“雪中送炭暖人心 扶贫特困渡
难关”的锦旗。暗暗告诫自己：耽误啥，也不
能耽误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

（记者 唐琪 整理）

不能耽误老百姓的信任
经开区西航办马厂村工作组组员 金婷

文明新风吹进多彩乡村

12 月 9 日，在镇宁自治县简
嘎乡生态冷水鱼养殖场，工作人
员正在对江团、中华鲟进行打捞、
分池。据悉，简嘎乡生态冷水鱼
养殖场位于简嘎乡磨上村板岩
组，其总建设面积为160亩，简嘎
乡按照“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引进镇宁思源生态渔业有
限公司，目前已分红给贫困户95
户两年度共计75万余元。

□记者 张江隆 摄

我我的的扶扶贫贫故事故事

我我的的脱脱贫贫故事故事

富美安顺富美安顺··相约相约20202020
将农村产业革命向纵深推进

新华社贵阳12月10日电 记者从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截至11月，贵州省今年已累计完成农
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76.16 万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49.15 万人，实
现就业创业 34.72 万人，易地扶贫搬
迁劳动力 16.67 万人，实现就业 11.72
万人。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
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朝忠介绍，贵州省
今年重点围绕建档立卡和易地扶贫搬
迁劳动力等群体，在开展线下短训实训

的同时，运用“农民视频点播系统”等线
上平台免费向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视频。培训内容包括新型冠状
病毒防控、种植养殖实用技能、强农惠
农政策、脱贫攻坚政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政策等。

此外，贵州省将以工代训作为今年
培训工作重点，不断扩大以工代训范
围，按照每人每月不超过500元、最长不
超过6个月的标准支持各类企业稳岗扩
岗。今年1—11月，贵州累计完成以工
代训6.39万人次。

贵州省累计完成农村劳动力
技 能 培 训 76.16 万 人

我叫戴乾，今年45岁，2017年7月由安
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到西秀区蔡官镇
樟树寨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杂草丛生的小路、破旧开裂的土墙、衣
衫褴褛的穿着、饱经风霜的面容……这是
我初次到樟树寨村走访时所见到的一幕，
这样的画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久久
都无法忘怀。樟树寨村属于国家级二类贫
困村，其村情复杂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压力。然而压力就是动力，我作为驻村
第一书记面对困难就更要勇往直前，披荆
斩棘。

我迅速明确工作方向和工作思路，深
刻认识到要想顺利开展扶贫工作，就必须
放低姿态，通过与村民的沟通交流，让自己
融入到樟树寨村这片土地上。只有找准症
结把准脉，才能开对药方拔穷根。因此为
准确了解整个村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做好
扶贫工作，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我在最短的
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樟树寨村的现状。

蔡官镇樟树寨村位于西秀区城区东北
约30公里处，有585户2020人，居住有汉、
回等民族。耕地面积2433.15亩、林地面积
3534.36亩。樟树寨村属于国家级二类贫
困村，于2016年出列。经过2020年年底动
态调整之后，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9户180
人。该村之前由于煤矿开采过多，存在地
质灾害，全村危房多且基础设施落后，百姓
的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如何解决现有问
题，让农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这是我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为了更好地带领樟树寨村脱贫，我努
力学习了解扶贫的相关知识与政策，在走
访的同时收集大量扶贫书籍和文件，观看
各种扶贫新闻。与村干部一起学习上级相

关文件精神开阔扶贫思路，提高村干部工
作动力，汇聚力量，携手攻克脱贫关键期的
重大难题。同时，在贫困户方面，通过加强
对贫困户的思想教育培训、宣讲脱贫攻坚
政策，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帮助贫
困户树立脱贫信心，带领贫困户用好政策，
提高贫困户的致富能力，切实将精准脱贫
做实做细。

驻村期间，我多次同乡村领导一起向
上级汇报樟树寨村地质灾害情况，只有整
村搬迁才能解决樟树寨村村民的安全住房
问题，通过多方努力，村获得了土地增减挂
钩项目，在蔡官镇镇上建起了18栋824套
住房，从此樟树寨村村民摆脱了几十年的

“夜不能安寝”的日子。
在任樟树寨村驻村第一书记期间，我

对口帮扶了10户贫困户。其中有一户叫老
马（化名）家的户主视力二级残疾，然而由
于看不见无法获取收入，更没办法申请到
相关补助，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得知该
户的具体情况后，我深知作为村干部要为
其解决困难义不容辞，因此我帮助老马申
请了残疾补助金及低保补助，在镇政府给
其配偶申请了一份环卫工人工作，也多次
帮助其儿子寻找适合的工作。考虑到其儿
子因工作无法时常在家照顾父亲，因此我
时常到老马家中询问其生活状况，帮助及
时缴纳水电费等。

经过不断努力，樟树寨村现已全部脱
贫，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如
今，我能成为村民们信赖的人，我感到十分
高兴和荣幸。虽然脱贫过程中困难重重，
但看到大家因为生活变好而展露的笑容，
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记者 甘良莹 整理）

“老五，你下楼梯走慢一点”
“老五你骑车慢一点”……在我的
身边，总有一些好心人经常提醒
我出行注意安全。

我叫罗伍斤，小名老五，今年
50岁，家住平坝区乐平镇凤凰村
小塘组，因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
症，我下肢不能行走，出行全靠一
双拐杖，与其说是行，确切地说应
该是爬着走。

2014年，村里将我纳入建档
立卡特困供养户，不仅享受残疾
补助，还有相应的贫困低保金，基
本的生活温饱没有问题。

“我很感恩国家的扶贫政策，
但脱贫更要靠自己，幸福的生活是
靠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虽然我
身患残疾，但我却不甘向生活低头
认输，不想自己一辈子都靠着国家
的扶贫金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包保干部的鼓励下，我利
用村里有竹林拥有丰富竹子原材
料，开始学习编织箩筐、撮箕等手
工活，刚开始时，因手工不熟练，
手部受伤是常有的事，有时老的
伤疤没好又添了新伤口，但我始
终没放弃，通过半年的努力，我成
为村里的编织能手。

2015年，在亲朋好友的提议
下，我开始在村里养鸽子发展养
殖产业，以前没养过鸽子，就拄着

拐杖去镇畜牧站举行的养殖培训
班学，从未上过一天学的我，不识
字，学习技术只能听，在培训中遇
到不懂的问题我会反复向授课的
老师请教，直到弄懂为止，学习起
来要比常人多付出几倍的艰辛，但
我依旧坚持下来了。鸽子养殖也
从原来的十多只，发展到后来的几
百只，发展鸽子养殖产业不仅增加
我家庭的收入，也给自己的生活带
来了一份乐趣，让我对未来的生活
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2016年，在政府部门、驻村干
部的帮助下，我购置了一辆残疾
人专用三轮车，利用养鸽子的闲
暇时间在村里载客，一个月平均
收入达到2000元，加上每年养鸽
子的收入，我于2016年年底达到
了脱贫标准，主动向村里申请摘
掉“贫困户”的帽子。

利用国家危房改造项目补助
资金加上前些年我个人奋斗的积
蓄，2017年，我建起了一栋100多
平方米的楼房，通过努力实现了
自己的安居梦。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残疾
怨天尤人，而是自强自立，敢于面
对现实。有国家的扶持,在今后
的日子里，我要更加努力，小康路
上,我绝不能掉队!

（记者 伍水清 整理）

下足“绣花功”打赢“攻坚战”
西秀区蔡官镇樟树寨村驻村第一书记 戴乾

身残志坚不言弃 小康路上不掉队
平坝区乐平镇凤凰村小塘组村民 罗伍斤

（上接1版）要以严谨的工作作风筹备好
市委四届九次全会，高标准做好会议组
织筹备，强化对会风会纪的检查，保持
良好的会场秩序，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要扎实做好年末岁尾各项工作，毫不放
松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抓好
指标调度，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
二届八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
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将全会精神迅
速传达到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干

部。要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多形
式、多层次的学习培训，深入机关、企
业、高校和基层开展宣讲，网上网下一
体推进宣传解读，在全市上下营造学
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的浓厚氛围，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为续写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凝聚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
察长，安顺职院党委书记，市直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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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果寨村六组村民叶立龙
说，他自己就是某一村民志愿队的队
长，平日负责开展各项卫生评比活
动、矛盾调解等工作，像他们这样的
志愿队还有很多，都是村民自发成
立，由村干部引导，迅速完成村里的
各项工作。

如今，果寨村建立健全组织网
络，通过干部引导，充分发挥村民作
用，进一步做好辖区治安、宣传教育
以及矛盾纠纷处理工作等。对于防
火防盗，村里不仅组织得有治安队例
行进行村寨巡逻，村民们也自发成立
志愿队，提醒村民锁好车辆，关好门
窗、注重防火防盗，确保辖区零盗窃
零火灾事故和辖区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对于一些风俗习惯，果寨村直接
出台相关政策规定，鼓励群众发现有
违法现象及时向村委会报告，并提倡
婚丧嫁娶不大操大办。

组织引领，干部带头，村民参与，
这是果寨村建设文明环境的一项重
要法宝。除此之外，在卫生环境方
面，果寨村也下足功夫，绝不含糊。

“我们村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规划
时，就把环境整治纳入了规划范围之
内，加大了对违章搭建、违法建设的
拆除力度。及时成立了保洁领导组，
聘请了保洁员8名，定期对全村的垃
圾池和道路两边的生活垃圾进行清
运，对路面进行保洁，基本杜绝了‘脏
乱差’现象。”张虎诚说。

村居整洁，环境靓丽，这是果寨
村一张鲜艳的标签，除此之外，提到
产业发展，果寨村更有其他响亮的
招牌。

在果寨村，有500亩以上坝区一
处，其中主要种植有水稻、小黄姜。
得益于肥厚的土壤，果寨村的水稻品

质好，产量高，亩产能够达到1400多
斤，而小黄姜每年也能够产出200多
万斤，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如此高的
产量，保障销路更是关键。因此，村
里打造了网页工程、微信群建设等电
子化信息平台，发布农业信息以供农
民进行种养殖指导及销售参考。

“我也算个种姜大户，每年都种
五六十亩姜，产量高了，销售这块我
一旦遇到滞销的情况，马上查阅村里
的平台信息，哪里的市场好，哪些老
板在收，一目了然，方便得很。”果寨
村十四组的村民程龙说。

产业兴旺让村民们致富增收，如
今的果寨村，村民人均增收万元以
上，生活过得越发滋润。作为一个多
民族的大村，果寨村平日里有很多文
艺习俗，娱乐活动，开展文明建设以
来，村支两委积极统筹规划，将各种
文娱活动，民族风俗整合起来，建立
了每年正月初二到初八的文化大汇
演活动，活动期间，每天都有上千人
参与，热闹非凡。

“以前我们的活动很杂，最主要
的是地戏，现在村委把各种元素结合
起来，在每年的正月初二到初八开展
文化大汇演，不仅有唱跳表演，还有
体育比赛、知识竞答等，村干部们把
国家的政策、农业知识结合在活动
里，寓教于乐，大家喜欢得不得了！”
果寨村十组村民周天龙说，他是村里
地戏队的队长，以前各种活动规模
小，分布散，如今有组织有规模地集
中开展，村里的文化氛围一下子成长
许多。

如今的果寨村，环境整洁干净，
村民生活富裕，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打造出
富裕、文明的和谐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