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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莹） 节假日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时期，也是“四风”问题易发多发期。紫云自治
县纪委县监委紧盯关键节点制定监督检查方
案，把疫情防控、纠治“四风”、值班值守制度落
实等纳入节日期间重点工作安排，强化节前提
醒、节中监督、节后防治，打出节日监督“组合
拳”，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节前，我们以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前谋划部署，前移监督关口，
围绕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值班值守、作风建设等
方面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乡镇（街道）、各部门
（单位）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抓实疫情防控
工作，拧紧过节‘纪律弦’。”紫云自治县纪委县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该县纪委县监
委还利用“清风紫云”微信公众号、县纪委县监委
信息公开栏等“线上”平台通报典型案例等方式，
对全县党员干部敲响节前“警示钟”。

节日期间，该县纪委县监委采取“室组地”
联动监督、“四不两直”暗察暗访、与县委督查组
协同作战等方式，紧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酒杯中的奢
靡之风”，以及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等问题，深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和
高速公路卡口、医院、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滚
动式”“全覆盖”监督检查，深挖彻查节日期间作
风问题。

为提高纠治精准度，该县纪委县监委强化
与县机关事务局的协调联动，充分运用“公务用
车管理系统”，对全县公务车运行轨迹、油卡充
值和消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狠刹“车轮上”的
腐败。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县纪委县
监委坚持严肃查处、不留情面，对纠治“四风”不
力，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不到位，甚至出现不担
当、不作为、顶风违纪的典型问题一律通报曝
光，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同时，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以案
促改等形式，督促相关部门（单位）举一反三落
实整改、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严防“四风”问题
反弹回潮。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
设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重在抓细抓常。”紫云
自治县纪委县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县纪委县
监委将在加强日常监督、节前重申纪律、强化警
示震慑上下功夫，坚决遏制节日腐败。

紫云自治县纪委县监委：

节日监督“不打烊”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
当秋风轻轻地拂过镇宁

大地，稻田里、果园里、蔬菜基
地里奏响了收获的旋律。

无论是金麦滚滚的稻田，
还是星罗棋布的种植大棚，或
是集中连片的蔬菜产业基地，
处处盈车嘉穗、瓜果飘香，涌
动着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农民
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今年，镇宁全县春播秋粮
面积完成21.05万亩，加上夏
粮7.32万亩，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完成28.37万亩。

蔬菜种植面积累计达
33.245 万 亩 ，产 量 累 计 达
32.992 万 吨 ，产 值 累 计 达

10.3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93%、7.01%。累计带动农
户 18569 户，带动农民就业
3658人。

从种植范围来看，全县范
围均有种植，主要集中在丁旗
街道、双龙山街道、宁西街道、
扁担山镇、募役镇、沙子乡、六
马镇、良田镇、简嘎乡；主要种
植品种为莲花白、白菜、黄瓜、
辣椒、茄子、西红柿、生姜、大
葱等品种。部分外地种植大
户到该县扁担山镇、江龙镇等
地流转土地种植的茄子、黄
瓜、辣椒等优势单品，产量高、
品质好、带动效果较好。

本报讯（李娅） 近年来，为精准发现问题，
提升巡察质效，关岭自治县委巡察机构注重提
前谋划，着力在练好“尖兵”，做足“功课”等巡察
前期准备上下功夫，为高质量推进巡察工作奠
定坚实基础。

提前“充电蓄能”。把巡前学习培训作为巡
察干部“充电蓄能”的规定动作，结合每轮巡察
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邀请巡察业务骨干、专业
人员等围绕党建、巡察方法技巧、财务、项目工
程等内容进行讲解培训，着力提升巡察队伍政
治能力，练就巡察“慧眼”。

编写“工作手册”。摘录巡察相关政策规定，

总结以往巡察经验，聚焦每轮巡察重点，精心编
写《巡察工作手册》，主要包含政策要点、工作流
程、巡察重点、报告撰写等重点内容，供巡察干部
即查即用、快速“入门”，有力保障巡察工作方向
不偏、巡察过程依法依规、巡察成果扎实过硬。

实现“精准把脉”。在巡察进驻前，巡察组
主动对接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审计、信访
等部门，提前了解被巡察党组织的政治和业务
建设情况、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存在的廉政风
险点，对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重点人、重点事
进行分析研判，整理形成清单，瞄准靶向开展巡
察，为进驻后发现问题线索提供精准指引。

关岭自治县纪委县监委：

做足“巡前功课”助力巡察提质增效

近日，西秀区蔡官镇樟树寨村
高粱种植基地里，一棵棵高粱穗饱
满厚重，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成熟的
高粱，丰收的喜悦与火红的高粱构
成了一幅喜庆的丰收图景。

今年以来，蔡官镇大力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发展高粱种植，通过引

进贵州谷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模
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
用，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发
展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

“政府提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我就思索着发展种植些什么？后来

了解到高粱种植技术，我就多次与
贵州仁怀高粱醇酒厂对接沟通，进
一步学习高粱种植技术。”公司总经
理马兴孟说，我们还积极组织村民
到高粱种植高产基地学习，通过集
中种植、集中管理、集中收割的方
式，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有效发展
了红樱子高粱种植，实现了示范
带动。

“先是做好示范，农户看见效益
了，也就愿意跟着一起种植，现在村
里有 10多户村民发展高粱种植。
我们还跟农户签订收购合同，通过
订单种植保证了农户的销路，让农
户种植无后顾之忧。”马兴孟说，今
年通过几个月的精心管护，高粱基
地的亩产可达到800多斤，按照每
斤4.5元来计算，除去工人工资和土
地流转费的80多万元，今年高粱基
地预计产值可达100多万元，实现

带动农户就业1000余人次。
在丰收现场，蔡官镇农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还对高粱进行了现场
测产。

“通过对这些高粱进行测产，工
作人员发现该基地的高粱颗粒大小
适中、皮厚、扁圆、结实、干燥、耐蒸
煮，淀粉和单宁含量合理，非常适合
酿优质酒。”蔡官镇农业服务中心技
术创新创业挂帅人代艳说，2022年
种植酿酒高粱，较种植常规作物平
均每亩可增效益500元以上。

如今，蔡官镇高粱种植面积达
5000余亩，主要覆盖樟树寨村、关
口村等，下一步，该镇将继续通过示
范种植，带动当地更多的农户发展
高粱种植，积极走出一条企业发展、
产业壮大、农民增收的合作共赢之
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记者 唐琪） 今年以
来，随着各级对企纾困解难的政策陆
续出台，为保证纾困解难政策落实到
基层税务工作一线，有效助力企业纾
困解难，促进以数治税走向深入，经
开区税务局着力在辖区企业推动全
电发票扩大试点，扩大电子发票覆盖
面，让数据多跑网路，纳税人少跑马
路，进一步帮助企业节约经营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据悉，全电发票是指依托电子发
票服务平台，以去介质、去版式、标签
化、要素化、授信制为基本特征，覆盖

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与纸质发票
具有同等效力。相较于传统纸质发
票，电子发票具有方便，快捷，易保
存，可随时打印等优点。

“全电发票在我们公司施行以
来，我们只需要将电子发票发送至
客户的联系邮箱即可，纳税人员减
少了跑税务局领发票的时间，我们
也节约了开纸质发票的时间，对企
业和客户都带来极大的便利。同
时，企业的涉发票办事效率得以提
高，客观上节约了企业的人力成
本。”贵州天赐贵宝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闫福泉如是说。
据了解，为推行电子发票试行工

作，经开区税务局第一时间对本地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发票往来情况
进行分析，找出符合受票试点条件的
企业，对企业进行预约、帮助开票、制
定兜底保障预案，确保试点不出差
错。此前，经开区税务局试点企业成
为全市第一家成功接受全电发票的

单位，并广泛进行宣传，让辖区纳税
人理解和支持全电发票的推广使用
工作。

下一步，经开区税务局将进一步
抓好全电发票政策宣讲、业务培训和
操作辅导，以“面对面”“点对点”优质
高效的服务，顺利推进全电发票工作
的进行，进一步助企纾困解难，开启

“以数治税”新时代。

从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推出小份菜，
到政府推行文明用餐、群众自觉践行“光盘
行动”，在文明理念的倡导与监管行动的推
动下，平坝区餐饮浪费的行为大幅减少，文
明餐饮已成为一种“新食尚”。

10月3日，时逢国庆佳节，记者采访看
到，平坝区城区各餐饮店通过多种方式提醒
用餐人员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吃多少点多
少、拿多少，正成为居民用餐的共识，节约意
识显著增强，餐饮浪费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光盘”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厉行节
约的一种生活态度。“以前请朋友在外面吃
饭，总是点很多的菜，自‘光盘行动’开始之
后，就慢慢地改掉了之前的习惯，吃多少就点
多少。”市民刘娅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点菜
少了面子上挂不住，后来随着“光盘行动”在
全社会持续开展，让这一行动延伸到了家里
的每一个人，确保外出就餐不浪费，偶尔点多
了也打包带回家吃。

记者在平坝城区清真街附近一餐厅看
到，不少顾客吃完饭结账时，桌上的食物绝大
部分都被“光盘”，如果有吃不完的小炒、凉菜
等，便打包带走。平坝润丰餐馆老板张妮告
诉记者，自从提倡“光盘行动”之后，
店里的经营思路也发生了改变，推
出抖音团购优惠、小份菜、拼盘菜，
都很受欢迎。现在，来店里消费的
顾客都能适量点餐。

制止餐饮浪费，已经渗透到日
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习

惯。小碗菜、半份菜、打包盒等成为大多数餐
厅的标配，按需点菜、少量多样，已成为消费
者点餐新方式。各餐饮行业和市民积极响
应，逐渐养成文明用餐的好习惯，节俭用餐行
为蔚然成风。

小餐桌体现大文明，餐桌文明是社会文
明的一个缩影。自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
来，平坝区作为三城区之一，区市场监管部门
全面推动文明餐桌和公筷公勺普及，倡导文
明、节约、健康的饮食习惯。

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平坝区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辖区餐饮单位主动向
社会公开承诺，即：菜品明码标量标价，不欺
诈顾客；餐具严格清洗消毒、趁热摆台；从业
人员佩戴口罩手套，不飞沫传播污染；引导
适量点餐、光盘、打包，不铺张浪费；取消最
低消费，不设霸王条款；实行明厨亮灶，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还将进一步减少使用
一次性餐具，减少塑料污染，在城市建成区
禁止餐饮打包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如今，文明用餐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群
众心中，形成了响应“光盘行动”、遵守公共用
餐礼仪、使用公筷公勺的文明用餐“新食尚”。

平坝区：文明用餐引领“新食尚”
□本报记者 桂传念

西秀区蔡官镇：高粱丰收增效益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镇宁：粮食蔬菜稳产增收
□本报记者 伍水清 文/图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关岭自治
县玉米金黄，稻谷飘香，到处都弥漫
着丰收的喜悦，可秋收过后田间地头
留下的秸秆，却成为农民们头疼的
问题。

秸秆该如何处理？近年来，关岭
秸秆禁烧注重“疏堵结合，以疏为
主”，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有效路
径，出点子、想法子、找路子，通过“政
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农户参
与”的原则，探索出秸秆饲料化、能源
化等利用新模式，让“生态包袱”逐渐
变为“绿色财富”。

在该县顶云街道石板井村，贵州
港安水泥有限公司熟料分厂厂长徐
玉志正带领职工们在村民王楷贤的
玉米地里帮忙，割秆、打结、捆绑、装
车……看着一捆捆秸秆从地里运到
车里，王楷贤脸上满是笑意。

“原来处理秸秆只能割下来放在
地里，不是等它慢慢腐烂，就是点火
烧掉。现在公司来村里收秸秆，不仅
节约了大伙的劳动力，还减少了污

染，我们也增加了收入。”王楷贤说。
粗放的处理秸秆不仅会破坏土

壤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壤板结，影响
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大气污染，还易
引发火灾。今年，贵州港安水泥有限
公司成功研发秸秆燃烧代替原煤的
处理系统，面向全县回收秸秆和废旧
木料，既可以消化农户田地里的秸
秆，减少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还能
为农户增利创收，同时又能促进企业
向绿色环保、循环经济发展，减少煤
炭使用量，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发展
局面。

“我们公司的专业设备能够将焚
烧秸秆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气
体进行处理，形成的脱硫石膏可以制
成我们生产工序所需的缓凝剂，并且
通过相关工艺操作，把其中的氮氧化
物消除掉，达到国家的排放要求标
准，把秸秆变废为宝，实现生态环保
与企业生产共赢的目的。”徐玉志
说道。

在顶云街道新城村，当地农户正

在田间地头收割秸秆，并一一捆好装
车，每吨秸秆能够挣到300多元。

“这些秸秆收割以后全部卖给龙
茂公司，不仅秸秆能卖钱，每天还有
100元的务工收入。大家都没有想
到原来没人要、难处理的秸秆现在能
够卖钱，我们不仅清了地，还挣到了
钱，实在是好得很。”新城村村民赵立
琼笑着说道。

赵立琼口中的龙茂公司是该县
贵州关岭牛投集团旗下的贵州龙茂
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今年以来，该公
司将抖音、微信等“线上”宣传与进村
入户的“线下”宣传相结合，以秸秆存
量大的农户作为切入点，调动人员和
车辆先行先收，让农户们了解到秸秆
的价值，杜绝
了焚烧秸秆
的陋习，秸秆
综合饲料化
利用由最初
的被动转为
主动。

该公司为了让秸秆丰富的粗纤
维发挥作用，将秸秆粉碎调节发酵加
工成袋装和散装饲料产品，与青贮饲
料补充调节搭配，输送到各大牛场喂
养关岭牛，牛产生的粪便又用作有机
肥种植饲草，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生态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企业的饲料
加工问题，剩余的饲料还能销售到全
省各地。

贵州龙茂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范学军说：“现在公司的加工厂
每天要加工生产50车左右的秸秆。
目前已与六盘水、毕节、兴义等地的
多家企业展开合作，每周要供给200
吨左右的饲料。截至目前，已经面向
全县收储了近万吨的秸秆。”

关岭：

“秸”尽所能，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高智

经开区税务局：

推进全电发票试行工作 助推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市政开展路面修复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农户正在基地收割高粱

▲10月7日，施工人员在中华东路东关段进行路面修补施工。为营造平整、安全、通畅
的城市道路环境，市政管理处维修队对城区交通主干道上的破损路面进行及时修复，保障车
辆安全有序通行。 □记者 卢维 摄

镇宁宁西街道农民晾晒谷子

创建宜居乡村创建宜居乡村在行动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