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街道牛场村小平寨组竹荪种植大棚里，管理员韦小
勇拿着手电察看竹荪菌包长势情况，当他看到长出鸡蛋大小
的菌包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牛场村小平寨组有15个大棚共3600平方米，今年，该大棚
全部用来种植竹荪。”韦小勇说，一般情况下，1平方米可采收8斤
鲜竹荪，7斤鲜竹荪晾1斤干竹荪，竹荪的市场价格一直保持在
300元1斤左右。可见竹荪是见效快、效益好的产业。以目前的
菌包长势情况看，预计20天后就有竹荪可以采收了。

“竹荪产业所需劳动力较多，从种植到管护，竹荪大棚里
平均每天有20人在干活。”韦小勇说，该竹荪棚里务工的村民
都是留守妇女，她们每天获得100元的劳动报酬。

“家里老人小孩需要照顾，不方便外出务工，在家门口能有活
干，赚点小钱可以补贴家用！”在竹荪棚里干活的村民王小雨说。

同样，枫香村精品水果园里，10多名村民正在给果苗除
草，有的果苗枝上已挂有果子。

“枫香村精品水果园面积128亩，2019年，由村合作社统

筹种植，经过两年的精细化管护，大多果苗已经开始挂果。”
枫香村党支部书记韦正富说，管护好精品水果园不仅能直接
产生经济效益，还带动就业促增收。

在白河村中心组的通组路边，种植的万寿菊盛开着朵朵
鲜花。“选择在路边种植万寿菊，除了采摘菊花卖钱外，最重
要的是万寿菊的花期较长，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白
河村第一书记肖有发说，下一步，白河村打算依托中心组较
好自然环境，修建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兴产业促就业 推动乡村振兴

加强乡村治理 共建幸福家园

7月12日，记者走进松山街道摆纳村田坝组黄开华家，
作为联户长的他以身作则，院坝、室内、室外卫生搞得干干
净净，农用工具、木柴等堆放整整齐齐。“作为联户长，只有
自己搞好了，才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黄开华如是说。

“今年以来，松山街道积极开展乡村整治工作，除
环境卫生清理外，还包括村庄对乱搭乱建、农户物件乱
堆乱放和污水乱排、垃圾乱倒等整治。”李武伟说，为深
入推进乡村治理工作，松山街道采取示范引领带动乡

村治理规范化，首先把新民、摆纳、牛场 3 个村作为乡
村治理示范村，在这 3 个村中各村先选择 2 至 3 个示范
组，每个组选择 5 至 8 户作为示范户打造，采取以户带
组、以组带村的示范带动推进。示范点以“十联户”的
联户长作为带头人，并以高标准要求，包括房前屋后不
能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以及室内家具、灶台、墙壁等保
持干净整洁。把示范点整治好后，让本村的其他村民
小组、自然村寨到示范点学习，回去后按照示范点的标

准来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把示范村打造成功后，其他
村又来示范村学习，学习回去后又按照示范村的标准
来规范化治理村庄。

同时，街道实施领导班子成员包村、干部包组、村干部、
联户长包户的监督机制，确保乡村治理提质增效。今年以
来，不仅是松山街道实施打造示范点、示范村的乡村治理机
制，紫云全县各乡镇（街道）都采取不同的示范引领方式来
开展乡村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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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松山街道：

扎实学党史 为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自党史学习开展教育以来，紫云自治县松山街道办努力为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感。

已建好的打来组防洪河堤已建好的打来组防洪河堤

7月5日清早，松山街道城南社区服务大厅开晨会，社区党
支部书记刘军红在会上对一周工作进行安排，反复给大家讲：

“对待来办事、反映问题的社区群众要笑颜以待，做好社区服务
工作，把社区居民当作自家亲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松山街道坚持以学促改、以做践学，转
变工作作风，踏实为民办实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学党史践初心，担当有为服务于民，对群众反映较为强烈，事
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及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松山街道都会
认真对待，想办法尽力解决。”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武伟如是说。

“今年5月初，城南社区21栋楼旁边的排污管道破损，导致
污水流淌进绿化带，影响社区形象和居民生活。该社区及时请
维修人员实地核查发现，导致排污管道破损的原因是排污管道

堵塞，经及时维修更换管道，对污染的绿化带进行复绿。
“城南社区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新型社区，来自全县各

乡镇（街道）的社区群众素质参差不齐，生活习惯各异，陋习很难
在短时间内改变过来。”刘军红说，为做好社区服务工作，一方
面，她们不断加大宣传力度，逐步引导居民改变陋习；另一方面，
加强对各项基础设施使用维护力度，全覆盖排查水电讯等设施

使用情况，为群众生产生活做好服务保障。
“为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松山街

道在服务水平上下功夫，尽量简化办事程序、办事流程，让群众
少跑路。”李武伟如是说，为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今年，松
山街道通过“点对点”输送3097人到省外务工，联系对接2500
人到县内就近就业。

学以致用转作风 担当作为践初心

7月8日，松山街道白河村上白作组村民张岐江休闲时
沿着机耕道走进自家的玉米地，查看玉米地里套种的魔芋长
成啥样了。“玉米地边就是机耕道，我们种植玉米的肥料都是
用农用车运到地边来的，最后收玉米时，也是用农用车来运
的。做梦都没想到党委、政府会把机耕道修到田间地头，运
肥料、收庄稼都用农用车辆，让我们告别了人挑马驮时代，”
张岐江如是说。

从张岐江的玉米地往前走去，下面是一榜梯田，机耕道
沿梯田绕行一周，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梯田的每丘田边都
安装有一个喷灌，张岐江扭开一个喷头说：“有了喷灌，梯田
里种植的水稻就有了保障。”

“去年11月，白河村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来，全村
共完成100立方米的高位水池2个，完成机耕道3.6公里，安
装的喷灌设施覆盖农田230亩。”白河村党支部书记罗勇说，

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上白作、下白作、中心等3个村民
组的230户农户。

白河村打来组的寨前是一坝良田，一条小河由北向南穿
过田坝，村民龙成富指着稻田边刚新建的河堤说：“前几天的
持续下雨，稻田安然无恙，全靠新建的河堤起到保护作用。”

“没有修建河堤的时候，每遇山洪暴发，河水就会溢出河
道淹没稻田。”龙成富说，由于穿过田坝的河道较为平缓且河
面狭窄，山洪暴发时水流不畅，河水溢出河道淹没稻田的现
象每年都会出现。今年，政府部门把河堤砌高了，并对河道
进行了清理，即便山洪暴发，水流畅通了，种植的水稻就有保
障了。

“针对白河村打来组村民提出修建河堤，保护农田的事
情，松山街道派工作人员去实地察看后，今年，在该村打来组
修建了213米长、3.6米高的河堤，让农户种植的水稻免受洪

水淹没。”李武伟说，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抓基础设施建设是
关键。

站在松山街道枫香村的景观台处瞭望，今年修建在村中
田坝的3.2公里机耕道很是显眼，机耕道把绿油油的稻苗、清
清的河水、依山而建的民房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幅美丽的
山水画。

在松山街道团坡村一小山堡处，一条改建的机耕道伸向
山堡上的农田。据了解，这里之前就修建有机耕道，该机耕
道有一段地处低洼，只要下雨就积水，不要说农用车辆通行，
就连人走都是卷起裤管才能过去。

“针对团坡村群众反映低洼处机耕道被水淹一事，该街
道即说即行，协调5万元改道300米，解决了群众种植生产难
问题。”李武伟说，2020年冬以来，该街道共完成硬化机耕道
8.56公里。

狠抓基础设施建设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枫香村田坝机耕道

标准化农田建设喷灌

建设中的团坡村机耕道

白河村中心组的万寿菊白河村中心组的万寿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