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琪） 安顺经开区
整合优化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纠纷调
解资源力量，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超市”，突出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
把控重点环节，强化部门联动和统筹协
调，持续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
设，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进一
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切实维护社
会安定和谐。

强化阵地建设提质效。安顺经开
区建立区、镇（办）、新型社区、村（居）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超市”77个，该区多个
部门、社会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和律师
事务所联调协作，“一站式”受理群众述
求，合力推动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截至目前，安顺经开区区级“化解超市”
入驻单位14个，其中线下入驻单位3
个，线上入驻单位11个。镇（办）、新型
社区“化解超市”线下入驻单位15个，线
上入驻单位65个。

强化专家指导优服务。安顺经开
区不断加强业务培训，邀请专业人员，
重点开展法律政策、专业知识、调解技
巧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基层调解员
在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
平。建立区级“化解超市”调解专家库，

针对涉及各类矛盾纠纷建立相应专家
库人员信息档案，并将专家库人员姓
名、电话、擅长调解矛盾纠纷类别等信
息对外公示，方便群众“点单式”挑选调
解人员、调节方式、调解场所，进一步提
升矛盾纠纷化解率。

强化机制引领促化解。建立健全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工作积极
性，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主
抓、社会参与、齐抓共管、有法可依的工
作格局。通过线上推送工单方式，在接
收到各镇（办）、新型社区，12345便民服
务热线、综治信息平台等工单时，将工
单相关信息及时推送所涉及行业部门，
实现各相关单位信息互通，便于牵头单
位统筹调度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开展
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今年以来，安顺经
开区“化解超市”共调处矛盾纠纷291
件，化解289件，2件正在调处中，化解
率99.31%；镇（办）、新型社区“化解超
市”共调处矛盾纠纷181起，化解95起，
稳控86起，化解稳控率100%；有效避
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从源头上减少
和遏制涉法涉诉案件以及“民转刑”“刑
转命”案（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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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又到一年丰
收季，在西秀区旧州镇罗官村优质水稻
种植示范基地，1000亩优质水稻迎来
大丰收。在农机人员的操作下，大型收
割机来回穿梭；田坎上，农户们正在抢
抓农时搬运稻谷，确保颗粒归仓，一幅
农忙丰收图徐徐展开。

“今年种植了30多亩水稻，在农技
人员的指导下，我家的水稻长势喜人，
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村民柏建平说。

罗官村地处旧州镇南面，土地平
坦、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是真真切切的鱼米之乡。然而由于传
统水稻种植产量低，收益不高，当地大
量青壮年转向经济发达地区进厂务工，
导致劳动力季节性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制约罗官村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瓶颈。

为破解这一难题，2022年罗官村
在西秀区统战部的帮扶下，发展了
1000亩优质水稻种植，通过“村合作
社+种植大户+小户”种植模式，采取统
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进行
病虫害防治等措施，改变传统的种植模
式，实现科学种植。

“去年，我们大力宣传优质水稻新
品种‘泸香优219’，动员种植大户示范
种植，采取大户带小户的模式，合力推
进1000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示范工
作，实现助民增收。”罗官村党支部书记

詹明忠说，为全力推动罗官村发展优质
水稻种植，西秀区统战部积极对接市农
科院、市农业农村局、市植保质检站、西
秀区农业农村局、赤天化集团责任有限
公司等部门和公司，为基地送来了价值
6万元的肥料、谷种、农药等物资，并积
极送技下乡，为罗官村农户发展优质水
稻种植“保驾护航”。

在销售方面，西秀区统战部积极

对接西秀区永和粮油协会，由该协会
跟罗官村村集体合作社签订收购订
单，按照高于市场价收购的订单模式，
收购基地所收获的稻谷，解决农户销
售难的问题。

“我们通过召开群众会、院坝会，
向农户宣传科学种植水稻的有关知
识。并且听取种植及管护专家的建
议，扎扎实实落实好育秧、移栽、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每一个环节，确保稻谷
丰收，增加农户的种植收入。”罗官村
驻村第一书记汪翔说，下一步，罗官村
将采取以点带面的形式，抓示范促推
广，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并通过科技创
新，进一步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从
而推进水稻种植一体化，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种稻收益，实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机械化收割机械化收割

旧州镇罗官村：

田野好“丰”景 稻香满粮仓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眼下正是丰收时节，在普定县马官
镇各大蔬菜基地里，阵阵泥土芬芳扑面
而来，一株株西红柿、茄子等蔬菜长势
喜人，农户们忙碌的身影与硕果累累的
蔬菜交相辉映，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

连日来，马官镇余官村的茄子进
入了收获期，村民们正忙碌着进行茄
子的采摘、分拣、打包、装车等工作。

“每天从我们村发出的蔬菜有15吨左
右，这两天主要以茄子为主，主要销往
广东、湖南、重庆等地。”在余官村蔬菜
分拣中心，收购商潘胜林告诉记者，近
期以收购茄子为主，可持续到11月，每
亩的产量能到2万斤以上，每斤的收购
价格按照茄子的等次在0.4元至1.5元
不等。

走进马官镇马官社区的西红柿种
植基地，鲜红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甚是
喜人。村民们提着小桶穿梭其中，忙
碌地采摘成熟的西红柿，一派丰收繁
忙景象。

“今年在食用菌大棚旁的闲置地试

种了5亩西红柿，没想到获得大丰收，
亩产6000斤左右，主要销往广西、广东
等地。”种植大户张家文告诉记者，今年
他承包了10个食用菌大棚，并试种了5

亩西红柿，目前正是西红柿成熟的季
节，食用菌大棚种植的羊肚菌在10月
中旬也将迎来丰收。

秋收时节，丰收的喜悦不断延续，

耕耘的脚步也从未停息。
在马官镇马官社区连片的香葱基

地绿意浓浓，农户们忙碌其间。“最近我
们天天都在地里劳作，一天的劳务费有
100元左右，少的有七八十元，多的有
150元。”马官社区农户黄纯兰说。

“一天需要30多人在地里干活，趁
着好时节把葱栽好，也能在冬季早点上
市。”种植大户袁小红告诉记者，今年她
在马官社区流转200亩土地，一年四季
都可以种植香葱，主要销往安顺、贵阳、
广州等城市，前两批香葱销售额达20
余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马官镇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余介绍，近年来，
马官镇积极引导村民发展黄瓜、茄子、
香葱、西红柿等蔬菜种植业，以产业促
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马官
镇已发展种植茄子 700 亩，黄瓜 500
亩，香葱500亩，西红柿200亩，生姜
2000亩。

中秋时节，正是地萝卜大量上市
的季节，平坝区十字乡云盘村的上千
亩地萝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随处可
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走进云盘村的地萝卜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村民们正忙着挖掘地萝卜，
一个个地萝卜被挖了出来，铺在田间，
等待着装车运送到市场售卖。

“今年是种地萝卜的第3年，种植
面积大概有20来亩，地萝卜批发价1.3
元左右每斤，大概产值在10多万元。”
种植大户黄龙说。

据介绍，近年来云盘村依托光照

充足、土质疏松、气候适宜的优势，引
导群众种植地萝卜增收。不仅让云盘
村实现了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还
将村民从传统的种植模式中解放出
来，拓宽了他们的致富路。

“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组织党员干部到田间地头
帮助农户采收，提高了农户种植的积
极性。”云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周颜恒介
绍，下一步，云盘村将立足发展优势，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采取轮作的方
式，不断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丰收好时光,蟹肥花正香。在西
秀区杨武乡顺河村的大闸蟹养殖基
地，281亩的鲜活大闸蟹迎来大丰收。

“早上五点钟起床，到养殖基
地收地笼，然后把收上来的螃蟹包
装好送去专卖店。”大闸蟹养殖基
地管理人员周萍说话间，一笼笼青
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杨武冷水大
闸蟹被捕捞上岸，个个张牙舞爪，
活力十足。

“像这种三两五的蟹，品质都是
很好的。”随手抓起一只大闸蟹，顺
河村大闸蟹养殖基地负责人周祚东
向记者介绍，杨武乡水资源丰富，所

含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养
殖大闸蟹，产出的大闸蟹个大质优、
肉嫩鲜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今年的销量到目前为止还是
很好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大概
有 1200斤左右。”周祚东说，虽然
今年比较干旱，但大闸蟹不仅如期
上市，品质也特别喜人，这得益于
不断改良的养殖方式，利用增氧设
备，实行精细化养殖，保证了螃蟹
的产量和品质。螃蟹从养殖基地
捕捞上来后迅速完成称重、分类及
包装，几个小时后就被冷链快递送
往全国各地。

近日，安顺文庙开展儒家经典诵读活动，来自安顺一中、二中、八小等学
校的学生共230余人参加了诵读。

活动现场，进行了开启、启户等仪式，随后，同学们诵读了《大学》《礼运大
同篇》《论语》等的经典片段。 □记者 胡典 摄

社会治安重点工作专项行动社会治安重点工作专项行动

近日，紫云自治县公安局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反诈宣传活动。民辅
警进社区、车站、文化广场等地，面对面、零距离向群众讲解常见诈骗手法，
手把手帮助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记者 姚福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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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定马官镇：

做强蔬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伍水清 文/图

村民正在分拣蔬菜

十字乡云盘村：

千亩地萝卜拓宽致富路
□本报记者 冯毓彬 文/图

地萝卜喜获丰收地萝卜喜获丰收

杨武乡顺河村：

大闸蟹肉嫩鲜美受消费者青睐
□本报记者 王小欢 文/图

新鲜捕捞的杨武大闸蟹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为进一步
提升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严管严防严控
食品安全风险，市市场监管局“三强化”
全面筑牢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防线。

强化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结合农
村食品安全现状和食品经营特点，通过
日常检查、投诉举报、食品抽检等方式，
针对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重点区域、
重点品种以及重点问题，深挖问题线
索，强化风险排查，增强监管的靶向性
和精准度。截至目前，共排查农（集）贸
市场 682 个次，食品生产主体 456 户
次，食品经营主体3865户次，入网食品
生产经营者347户次，责令整改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20户，取缔无证无照经营
主体2户。

强化监管，守牢安全底线。联合农
业农村、商务、公安、供销社等部门加强
执法，围绕民生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
对农村集市、中小学学校及学校食堂、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等高风险单位进

行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生产经营
者主体资质、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生产经营场所卫
生、食品质量安全等情况，严厉打击销
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商标侵权等违
法经营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市场主
体77个，发现问题91个，查处案件24
件，罚没金额8.13万元。

强化示范，提升监管效能。大力
推进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鼓
励农村广大食品经营户积极申报，实
行农村食品安全动态管理，采取“回头
看”的方式，指导农村食品经营户守法
规范经营。同时，通过边检查边指导
边宣传的方式，深入农村食品经营户
中广泛宣传示范创建的意义和创建标
准，提高经营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推动农村食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提升农村食品经营者管理水平。截至
目前，全市共创建农村食品规范化经
营示范店478家。

市市场监管局：

“三强化”筑牢农村食品安全防线

安顺经开区：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超市”
强化源头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