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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琪）近期，安顺
经开区城管局发起了缘石坡道提升改
造行动，旨在消除以往不规范坡道给
特殊群体带来的通行障碍，打造更加
畅通、安全的出行环境。

改造工作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服
务群众”的理念，重点对坡面、坡口、坡
度和宽面等不符合设计规范的缘石坡
道进行集中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施工

团队严格遵循无障碍设施施工的各项
要求，按照标准对缘石坡道进行提升改
造，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经过紧锣密
鼓的工作，目前已有15处道路无障碍
缘石坡道得到整改，为市民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通行条件。改造后的坡道不
仅美观实用，彰显了城市管理对市民
关怀与尊重的温度，还承载着对残疾
人、老年人等群体的深切关怀与体贴。

安顺经开区城管局：

缘石坡道提升改造 优化出行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磊）微景观宛如
画龙点睛之笔，对于美化居住环境、提
升城市品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以
来，西秀区结合群众需求，以微景观改
造提升为抓手，下足“绣花”功夫精雕
细琢，推进街头彩化美化工作，“绣”出
更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风景。

记者在安顺市西秀区永丰大道
看到，一堵长220米、高3.5米的围墙
吸引了来往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市民
还拿出手机与围墙拍照合影。

“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会等，在
安顺相遇”“听说到安顺旅行，假期会
变慢”“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这里”

“我爱安顺”……围墙上用艺术字体
写满了各种与安顺相关的宣传语，同
时，还印上了地戏脸谱等安顺独有的
元素。远远望去，吸人眼球，成为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就在几个月
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脏乱景象。

“现在这片墙壁经过改造以后，
特别美观，每次经过这个路口，总能
感觉整个环境都变得特别靓丽，令人
赏心悦目。”家住附近头铺小区的居
民王成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围墙既要

“围”又要“美”，提升街巷的行走体
验，目前西秀区在辖区范围内，专门
选取了17堵围墙，进行美化创意，并
将这些围墙打造成为景观墙，以此来
宣传和推广安顺的文化、历史。

与此同时，针对城区部分广场、
主次干道、景区景点宣传形式单一，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氛围不够浓厚等
问题，西秀区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了
微景观，增加了创文、地戏、旅游等元
素的12处景观小品。各具特色的微
景观，实现了色彩从单一到丰富的改
变，展现出简洁大气、整体舒朗、层次
分明、色彩丰富的视角效果，宛如一
幅幅精美的画卷。

西秀区创建办主任胡栋梁表示：
“微景观虽小，却扮靓城区的‘大视
点’。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
入推进，西秀区因地制宜设置了一批
与周边环境相衬融合的文明公益广
告景观、文化墙绘，它们立体生动、设
计精美，紧扣时代脉搏，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浓郁的西秀特色，‘扮靓’
了城市的风景，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全
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氛围，增加了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西秀区：

街头微景观 城市风景线

近期，中国石化贵州安顺石油分公司组织企业员工利用周末时间开展“爱护
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文明实践活动。图为该公司紫云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到
紫云自治县松林公园清理林间的塑料袋、纸屑、烟头。 □王强 摄

近日，西秀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凤凰学校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让学生
们零距离接触消防、感受消防、学习消防，进一步提高校园消防安全防范能力，增
强学生们火灾防范和应急避险意识。 □记者 蒋天瑜 摄

时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紫云
自治县紧扣春耕机械化生产需求，充分
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加强农机手作
业培训和农机具调试检修指导，提前做
好农机供给、修理等服务，推进粮食种
植规模化、生产机械化、服务社会化，确
保农业机械化生产安全高效进行。

近日，记者在格凸河镇猫场村看
到，该村农机手刘小柱正在对农机进行
作业前的检修，让农机高效优质地服务
春耕生产。

“猫场村合作社有1台插秧机、1
台翻犁打田两用机、2台小型收割机，

为用活用好农机，让农机在春耕生产
上发挥更大作用，村里成立了农机合
作社，农户支付一定费用后就可以使
用村合作社的农机翻犁土地、播种、打
田、收割庄稼，方便快捷。”猫场村村支
书韦国万说。

推行机械化耕作，提高农业生产效
能，培养农机驾驶技能人才较为关键。
今年以来，该县农机服务中心先后开展
了两次农机培训服务，进一步提高农机
驾驶人员的驾驶技能，为春耕生产做好
充分准备。

“开展农机驾驶技能培训，对培

训后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农机驾驶
资格证书，确保农机操作手技术过
关，有效避免农机安全事故发生。”该
县农机服务中心主任邱宁说，通过培
训，提升了农机驾驶员们的驾驶操作
技能，为春季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农
机技能人才。

同时，该县农机服务中心技术人员
深入基层，督促指导全县各农机专业合
作社、农机服务组织，切实加强春耕生
产期间农机检修和保养工作，确保在用
农业机械的技术性能，让农机高效助力
春耕生产。

“我们提前做好油菜全程收割和水
稻机械化插秧的准备工作，推行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全程机械化作业等，多
措并举让农机更好服务春耕生产。”邱
宁说，下一步，县农机服务中心将做好
水稻育秧筹备工作，今年力争工厂化育
秧试验示范面积1万亩以上。

据了解，目前该县14个农机社会
化服务组织的100余台大型农机具已
服务覆盖12个乡镇街道，加上农户自
购的小农机具，全县共有大小农机2.3
万余台，为春耕生产机械化作业提供有
力保障。

紫云：

2.3万台农机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记者 姚福进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3月20日，正值春分，在普定县马
官镇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或平整土地，或储备物资，或育苗放种，
一片繁忙景象。

中山村村民们趁着大好天气，翻耕
土地。

“去年我们种的黄瓜、四季豆产值达
到了200多万元，今年还继续种植，这几
天趁着天气好，把土翻好，等待种植。”中
山村副主任支瑶说，中山村水土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发展蔬菜种植，
现在是春耕备耕的大好时节，他们正在
抢抓农时，为今年丰产丰收做足准备。

马官镇是传统的农业乡镇，土地肥
沃，交通便利，人勤物丰。每年元宵节
一过，春耕备耕就成了全镇的头等大
事，镇集市上的各类农资销售店也随之
火爆起来，备受欢迎。

“今年物资比往年要丰富得多，在
镇集市就可以选购到需要的农资，种
子、薄膜、农具、肥料等。”正在选购农资
的村民张秀芬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利农举措的

实施，种种优惠政策不断叠加，补贴资
金、农资及时发放到实际种粮农户手中，
让农民种粮种豆更有奔头，自开春以来，
马官镇种子销售量比往年要多。

村民们忙着备耕，镇里农业技术人
员也都忙个不停。

“我们积极组织技术服务队伍深入
基层，做好病虫害防治、肥料使用等相
关种植技术指导，全程跟踪春耕每一个
环节。”马官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余
说，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全
镇正在抢抓农时，早行动、早准备，稳步
推进土地整理，备战春耕。

为避免土地撂荒闲置，确保土地因
地制宜，应种尽种。今年以来，马官镇
采用多种宣传方式，线下通过召开村民
小组代表会、庭院会、田间会等方式，线
上通过微信群、公众号、政府宣传平台
等发送春耕宣传资料，全面做好政策宣
传和群众思想工作，为顺利开展春耕工
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发展产业是农户实现增收致富的
根本之策。近年来，马官镇积极引进公

司和有经验的种植大户，以专业化、规
模化生产为基础，通过集中土地和人力
资源的方式，大力发展香葱、黄瓜、四季
豆、高粱、水稻、大豆玉米等经济作物，
通过技术培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
术等方式助力全镇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马官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
技为支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积极推进高效农作物种
植，不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该
镇副镇长胡祥说，下一步，马官镇将积极
邀请省、市、县专家和农业技术人员前来
开展技术指导，扎实推进农民技能培训，
发挥好“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模
范带头作用，下好春耕一盘棋，绘好“春
耕图”，孕育“丰收景”。

普定马官镇：

绘好“春耕图”孕育“丰收景”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整理土地整理土地

时值春分，在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十
里果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点（一
期），挖掘机、运石车来回作业，工人们
拌泥沙、垒堡坎，随处可见一派争春奋
进、干劲十足的火热景象。

“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十里果廊乡村
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的配套产业路，主
要覆盖断桥镇精品水果示范村戈尧村，
新建、扩建产业路长达10余公里。”该
项目相关负责人齐建超说。

为了不影响五月初戈尧村2000余
亩大五星枇杷上市，从今年2月26日
开工建设起，每天都有60多名工人和
10余台挖掘机分为3个施工队，同步在

产业路前、中、后段加班加点施工，预计
4月该项目配套产业路实现全线贯通，
年底完成十里果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项目（一期）建设。

作为整个项目的“主动脉”，这条产
业路不仅可以帮助枇杷、果冻橙等精品
水果出山入市，还能助推断桥镇的农旅
融合发展。

“按照项目的规划和要求，以及断
桥镇农旅融合发展的方向和定位，依托
戈尧村现有的2600余亩枇杷和果冻橙
优势，我们将部分连接戈尧村果园的产
业路扩建至6米宽，可以方便旅游大巴
车直达果园。”齐建超说。

据了解，断桥镇大五星枇杷和柑
橘类精品水果种植面积达 4.5 万亩。
该镇在抓好品种优化改良和提质增效
工作，不断做强一产的同时，还着重思
考如何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
发展。

今年，在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帮助
下，断桥镇十里果廊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项目正式动工，按照“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以面带全”的思路，将项目主体建
设在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的戈尧村，着力建设产业路、游客服务
中心、停车场、水果交易区及零售摊位，
同时还计划吸引社会资本打造集民宿、

露营基地、亲子乐园于一体的教育研学
基地，让游客除了可以走进果园体验采
摘之外，还能增加更多的娱乐性、趣味
性和体验感。

“断桥镇有精品水果、早熟蔬菜、生
态渔业等产业，距离关岭县城和黄果树
风景名胜区都非常近，在产业和交通上
基础扎实、优势较大。”断桥镇党委书记
张向华表示，将用足用好断桥镇的比较
优势，把特色水果产业和乡村旅游相结
合，着力打造好十里果廊乡村振兴示范
带，挖掘体验游、观光游、采摘游、农家
游等多种乡村旅游模式，不断推进农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

关岭断桥镇：

打造“十里果廊”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高智

本报讯（记者 高智）日前，关岭自
治县在该县上关镇开展2024年“农机
闹春耕”暨精整地碎石机试验示范活
动，全县各乡镇(街道)农服中心负责人、
农机手、农户代表参加活动。

在活动现场，旋耕机、起垄机、开沟
机、碎石机等各类农机具一应俱全，操
作人员现场为参加活动的各乡镇(街道)
农服中心负责人、农机手和农户代表详
细讲解、演示农机具的具体使用方法。
讲解结束后，随着阵阵轰隆声响起，各
类农机具轮番“上场”，在田地里来回穿

梭，卷土翻腾，所过之处乱石粉碎，使土
地变得更加松软平整，而如此高效的机
械化作业也获得了大家的频频点赞。

“本次活动，旨在提高认识、抢抓农
时、助力春耕，确保实现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该县农机中心副主任
曹鹏表示，通过活动的开展，基层农业服
务人员、农机手和农户代表们对农机高
效机械化作业有了全面了解，更加深刻
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
要性，为开展春耕备耕工作、稳定粮食生
产及重要农产品生产打牢了坚实基础。

关岭开展2024年“农机闹春耕”暨
精整地碎石机试验示范活动

日前，在紫云自治县五峰街道中
心村村民王连会早早来到地里，进行
清理杂草、翻耕地块、打窝、放薯种、覆

土、盖膜等工作，培育红芯红薯苗。
“一年之计在于春，趁晴朗天气赶

紧把薯种种下去，下雨薯苗就会发芽

出土，5月就有薯苗移栽了。”王连会
说，他每年都种植30亩红芯红薯，每年
在红芯红薯产业上的收入不下10万
元。今年他培育了3亩多地的红芯红
薯苗，每亩薯苗移栽10亩地，计划种植
32亩红芯红薯。

中心村村民陈其香也靠种植红芯
红薯走上了致富路。为培育红芯红薯
苗，今年她提前准备了一块菜地，将其
翻耕培育红芯红薯苗。

“培育红芯红薯苗，一是下种早，
二是管护好。”陈其香说，薯种早一天
入土，苗芽早一天出土，早一天移栽就
早一天挖收，抢得早市卖个好价钱。

紫云红芯红薯除白石岩乡是种
植核心区域外，五峰街道中心、海子、
甘桥、红岩、板香等村也有种植，这里
每年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农户有5
户，种植面积 30亩以上规模的农户

有 20多户。其中，中心村村民陈勇
不仅把自己的承包地用来种植红芯
红薯，还在相邻的海子村、板香村流
转土地种植红芯红薯，累计种植面积
达200亩。

“今年我计划种植70亩红芯红薯，
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地流转，正在培育
红芯红薯苗。”五峰街道海子村红芯红
薯种植大户王信说，发展红芯红薯产
业的关键一环就是培育好红芯红薯
苗，薯种下地早薯苗才长得好，栽种的
红芯红薯产量才高品相才好。

据五峰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班
庶华介绍，五峰街道以大户带动农户
的种植方式，大力发展红芯红薯产业，
今年计划种植1500亩，目前已经完成
种植地块的规划，正组织群众赶农时
培育薯苗，通过大力发展红芯红薯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

紫云五峰街道：

育好红芯红薯苗 扩大种植助增收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培育红芯红薯苗培育红芯红薯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