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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被执行人贵州云天康雅农业有限
公司因设计合同纠纷未履行完毕生效
法律文书被限制高消费。

据悉，2023年 10月 17日，申请人
与被执行人贵州云天康雅农业有限公
司因设计合同纠纷一案，经由贵阳仲裁
委员会审理后，作出(2022)贵仲裁字第
1914号裁决书，主要内容为:“一、被申
请人贵州云天康雅农业有限公司向于
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申请
人贵州忠恒宇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款150,000.00元并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以
1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标准，自2022年8月10日起至设计
款全部清偿完毕）”；二、驳回申请人贵
州忠恒宇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其余仲
裁请求。

因贵州云天康雅农业有限公司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
行人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
月10日依法立案执行。3月底，被执行
人贵州云天康雅农业有限公司因未履
行完毕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安顺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限制其高消费。

曝光台

一名被执行人未履行判决义务
被限制高消费

春暖花开，新茶吐绿。连日来，西
秀区鸡场乡各茶园迎来采收时节，当地
茶农纷纷走上茶山，抢抓农时采收
春茶。

走进鑫堡村贵州瑞禄盈康养有限
公司茶叶种植基地，该公司制茶师李兴
娥正在给茶农示范双手采茶技巧，只见
她双手翻飞，不一会儿的功夫，身前的
茶篓就装满了嫩绿的茶青。

“双手采茶要求以提采的方式左右
手并用，像这样一只手采茶时，另一只
手扶住另一个茶芽，交错地进行采摘。”
腰胯茶篓的李兴娥，半俯着身子，按照

“一芽一叶”的采茶标准，向茶农们展现

精湛的采茶“功夫”。
通过推广双手采茶技术，能有效提

高茶树鲜叶下树率，优化茶产品结构，
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从3月开始采摘，预计到4月
中旬采摘结束。”该公司茶产业负责人
张丽萍说，这几天春茶开采，每天都有
两三百人，人均收入在100元以上，都
是附近的村民。

“勤快的话，一天能挣到 100 多
元。”鑫堡村村民王水仙笑着说。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翟晓清介绍，公
司茶叶种植面积有2500余亩，每年只
采摘一季春茶，产品以高端茶叶为主，

主要销往北京、内蒙古一带，茶产业的
发展有效带动当地农户就业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2023年该公司发放务工工
资500余万元，带动务工上万人次。

同样在茶果场指纹茶山，一排排整
齐翠绿的茶树从山脚盘旋至山顶，绿色
的春茶铺满山坡，茶农们背着竹篓穿梭
在茶垄间，双手上下舞动，芽尖便落入
篓中。

“我们从3月20号开始采摘，每天
可以采1000多斤茶青，今天就有三四
百人在采茶。”安顺御茶村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邵欣宇说，茶园主要出口
有机茶叶，去年产值达到了 1000 多

万元。
近年来，鸡场乡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全乡现有茶园面积13640亩，
主要分布在鑫堡、联兴、石井等村。

“茶产业已然成为鸡场乡的支柱产
业之一，有效带动农民增收。”鸡场乡副
乡长杨红松说，接下来，鸡场乡将结合
实际，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着重打好
生态牌，进一步强化对茶叶质量和标准
化生产的管控，持续加大政策和技术扶
持，努力提升茶叶品质，不断提高茶叶
附加值，实现“产业+就业”双赢，带领群
众走上增收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罗野） 连日来，西
秀区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持“防未、
防危、防违”“打早、打小、打了”全链条
管理，加大森林防火力度，全力筑牢森
林防火屏障。

在华西街道阳光社区长山坡卡
点、水塘组姨妈关卡点和玉碗井村水
井坡卡点，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对进山
人员进行严格的信息登记，叮嘱进山
人员提高森林防火意识，严禁携带火
种进山。

“每天早上9时至下午6时进行值
守，主要对上山祭祖、游玩、踏青、烧烤
等人员进行盘查，检查他们是否携带
火源上山，另外，入山前对他们进行登
记，让他们熟悉进山的防火知识。”阳
光社区长山坡卡点值守员鲍优良说。

同时，西秀区东屯乡也在积极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通过制定乡镇领导、

村干部、护林员三类包保村居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网格包保清单，确保林
区有人包，山头有人守，地块、坟头有
人负责，大力提升火源管控力度，杜绝
火灾隐患的发生。

据了解，西秀区其他各森林防火
卡点也通过进山巡查、入户宣传防火
知识和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等方式做
好森林防火相关工作。并循环播放森
林防火注意事项小广播、悬挂醒目的
防火宣传标语，提醒进山人员重防火、
讲安全。

目前，全区共设固定防火检查卡
点95个，开展敲门行动86200余人
次、悬挂森林防火宣传标语240余条，
签领村民森林防火承诺书 20 余万
份。此外，全区共有900多名护林员
每天不间断进行巡逻，1200余名党员
干部参与到森林防火的各项工作中。

西秀区：

全力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清明临
近，进山祭祖活动增多，为防范森林火
险的发生，有效提高森林管护工作。
普定县狠抓源头管控，在山林路口增
设“防火码”，以卡口二维码为抓手构
建“人为火”管控体系，实现森林火因
可追溯、进出人员可查询，严防火源上
山，筑牢林区火源管控第一道安全“防
火墙”。

在该县火牛大坡林区路口，护林
员正在进山路口摆放“防火码”提示
牌，并用喇叭播放森林防火提示语音，
做好森林防火准备工作。同时，在大
洼林区入口处，林区护林员佩戴着醒
目的红袖章一边引导进出车辆和人员
进行登记并扫描“防火码”，一边发放
森林防灭火知识宣传单，提醒进山人
员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提醒大家不
要带火种上山，要扫码上下山，并向大
家发放森林防火告知书，让他们签
字。”护林员付大鹏说道。

据悉，森林草原防火码于2020年
开始投入使用，全县固定重点卡口共

140个，其中城区周边设立69个，实
现对进山入林人员和来往车辆进行实
时监控宣传，“防火码”微信小程序内
设有防火教育、火情报警等功能，市民
可以主动学习防火知识，提升防火安
全意识。

普定县林业局防火站负责人廖
超告诉记者：“森林草原防火码微信
小程序是2020年6月开始投入使用
的，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
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卡口二维码
为抓手构建的一套人为管控体系，通
过扫码，进一步增强进山人员的森林
防火意识，进一步筑牢全县森林资源
安全防线。”

下一步，普定县将时刻绷紧森林
防火这根弦，强化“技防”“人防”双管
齐下的工作机制，对进山路口、卡口

“防火码”坚持应设尽设，将日常巡查
巡护、宣传工作等措施落到实处，打
好森林防火组合拳，推动形成防火护
林、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切实保护
好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普定县：

“码”上行动 筑牢森林“防火墙”

有这么一群人，她们身穿红马甲，
活跃在辖区的大街小巷，或参与乡村振
兴建设，或暖心探访慰问，或关心关爱
未成年人，或开展宣讲宣传……在平凡
的生活中，她们用质朴赤诚的初心感染
着身边的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
们的身影，她们有一个温暖的名字——

“巾帼志愿者”。
2019年3月8日，平坝区巾帼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该志愿服务队成立
以来，充分发挥女性情感细腻、亲和力
强等特点，围绕妇女儿童的实际需求，
立足社区、面向家庭、扶危济困、守望互
助，开展了家教家风宣讲、“小桔灯”亲
子阅读、“幸福护航”、维权普法、反诈宣
传、关心关爱妇女儿童等一系列有温
暖、有特色的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目前
队伍固定有巾帼志愿者200余人，带动

乡镇、村级巾帼志愿者上千人。队伍中
既有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有村
（居）妇联干部、妇女小组长；既有优秀
女性典型、女企业家，也有普通的村
（居）民；既有刚入社会充满激情活力的
年轻人，也有年过半百依旧想要发光发
热的老人，大家因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
相聚在一起。

在开展志愿服务时，平坝区巾帼志
愿服务队注重触角不断延伸，不断发扬
巾帼风采，聚焦“一老一少”和困难妇女
群体实际需求，做到把“小”的管起来，把

“老”的养起来，让中年妇女“乐”起来。
“平时我们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都

是从服务老人、妇女、儿童入手。在妇
女方面，我们主要是解决妇女的家庭
纠纷、矛盾，关注妇女健康等。”平坝区
妇联副主席、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谭

声艳介绍，区妇联一直以来十分重视
妇女健康工作，2012 至 2023 年，为
145名低收入妇女申报获得“两癌”救
助金，并持续关注其身体健康和家庭
状况，组织巾帼志愿者提供相应的志
愿服务。

为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助力孩子健康成长，今年2月22至
29日，平坝区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
队在安平街道、鼓楼街道等9个乡镇
（街道）开展2024年家庭教育赋能大
讲堂活动，全区共计500余名家长孩
子参加讲座。活动中，以生动形象的
例子、诙谐有趣的互动，帮助家长们懂
得亲子沟通的正确方式，并学会建立
良好亲子关系。

为了让志愿服务的阳光温暖每家
每户，平坝区巾帼志愿服务队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为载体，
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巾帼志愿服务
工作，在做好点滴实事中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传递给群众，有力提升了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汇聚“她”力量，激发“她”能量，志
愿无声、大爱有光。2023年11月，平坝
区巾帼志愿服务队荣获2022年度安顺
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面对荣誉，她们
表示将以此为新起点，恪尽职守、砥砺
前行，吸纳更多志愿者，继续发扬志愿
精神，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孵化更多“接
地气、有人气”的志愿服务品牌，用双脚
绘就关爱帮扶的地图，用执著坚守抚慰
每一份急切的期盼，用点滴付出照亮他
人前行的路，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发挥着

“半边天”的作用，让群众生活美起来、
乐起来。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湾清水涓涓
流淌，村史馆蕴藏文明底色，村规民约
彰显村民智慧，“积德榜”将一个个文明
事迹娓娓道来……走进西秀区宁谷镇
林哨村，文明乡风拂面而来。

近年来，林哨村常态化开展“门前
三包”服务，组织村民打扫房前屋后，清
理生活垃圾，通过安装垃圾投放处理设
施、设立保洁员岗位维护日常卫生，开
展文明示范评比，实行文明积分制度，
调动村民创建宜居环境的积极性，推动
人居环境大提升。

“只要卫生搞得好，村里不但会评

奖，还会累计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
品。”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平介绍，获评一
次可以得4个积分，1个月兑换1次，小
小的文明积分让广大村民纷纷参与到
文明创建中。

“一开始是在村里要求下打扫卫
生，干部带头扫，现在慢慢形成了习惯，
看到脏乱的地方就会自觉去清理，环境
干净了，每天看着心情也舒畅。”该村村
民聂伯笑着说。

在林哨村通村路、通组路、河道边，
随处可见志愿者服务队的身影，他们每
周五会自发组织在村中开展大扫除，清

理卫生死角和公共区域垃圾。每逢“六
月六”等传统节日，村民为迎接盛典、共
庆佳节还会自发清理道路两边的杂草
和垃圾……

春风吹过，河面荡起碧波，楼房掩
映其中，山峦被桃花染成绯红，油菜花
如同黄绿相间的毛绒地毯——乡村更
美了。

乡村和美，不仅“面子”美，更要“里
子”实。“曾经村里一年有100多台酒
席，村民避免不了吃酒送礼，每次至少
要送一两百元的礼金，一年算下来吃酒
都要不少钱。”杨平说。

为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攀
比之风，今年林哨村选取了一个自然村
作为示范，辐射带动村民移除陈规陋
习。该村召开村民大会征求群众意见，
共同制定移风易俗公约12条，确定除
婚丧嫁娶外的酒席一律不办，对桌数、
礼金、餐标、烟酒标准等方面作了规定，
并进行张榜公示。

党员带头“一锅香”，群众效仿出成
果。“以前要是哪家办酒没有个八盘十
盘硬菜，是要被耻笑说闲话的，后来村
里的党员办结婚酒，带头吃‘一锅香’，
慢慢地村民也跟着办‘一锅香’，铺张浪
费的现象得到了有
效遏制。”该村党支
部 副 书 记 沙 马 阿
起说。

经过长期带头
示范，村民生活方式

更加文明，思想也在发生转变，经常自
发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实闲暇
生活。杨平向记者介绍，依托黄桃、艳
红桃等经果林产业，林哨村在每年3月
和7月都会举办“桃花节”和“采摘节”
活动，组织文艺表演、徒步、汉服走秀、
亲子体验等项目，丰富乡村文化。“每当
这个时候，村民就会主动询问村里是否
需要帮助，自觉当起志愿者维护活动秩
序，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杨平竖起了
大拇指。

在林哨村村史馆，当地历史沿革及
地戏、山歌、跳花灯等文化教育依次在
列，脱贫攻坚成果粲然呈现，“人人讲文
明，户户进超市”的标语镌刻在墙更内
化于心，古朴的建筑成为村民们培育文
明新风的阵地，凝聚了乡风文明成果。
除此之外，重阳节包饺子、春节办“村
晚”“六月六”民主议事日公开核算小组
经济等村民自发组织的活动，在传承传
统节日的同时，更增添了新的文化
内涵。

“下一步，我们将会常态化做好宜
居环境创建和移风易俗工作，让乡村有

‘颜值’更有‘气质’。”杨平充满希望地
说道。

西秀区林哨村：

文明乡风拂面来 和美乡村展新颜
□本报记者 李超然 伍水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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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关岭自治县在县中医医院举办2024年护士岗位技能竞赛暨安顺市护士
岗位技能竞赛选拔赛，来自全县10家医疗机构的79名选手参加竞赛。据了解，竞
赛分为临床护理、重症护理、手术室护理、康复护理、静疗护理5个专业，竞赛内容
为技能操作，每个专业均有2项操作。图为竞赛现场。 □记者 高智 摄

3月25日，走进紫云自治县猴场镇小湾村蔬
菜大棚里，记者看到10多名村民正娴熟地采摘
豆苗。

“我们采摘的这些豆苗将销往广州、深圳、香
港等地。”小湾村村民岑田妹说，像这种品质的豆
苗市场价是每斤3元，她每天能采摘40至50斤，
可以挣到120至150元。

据猴场镇副镇长阮文乔介绍，去年8月，小湾
村把建在农家田坝的100余亩大棚流转给返乡创
业的村民岑仕国发展蔬菜产业。蔬菜产业的发展
不仅给岑仕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还帮助附近农
户实现了就近就业。

“现在采摘的这批豆苗面
积40多亩，于去年10月种植，
目前已经采摘了30余批次。”
岑仕国说。

随后，岑仕国指着另一片

蔬菜大棚说：“除豆苗外，我们还种植了菜心、芥蓝
等蔬菜，这些菜心下周就可以开始收割。”

发展产业的目的是助民增收。“自从农家田坝
种植蔬菜以来，我就在这里务工，每月可获得
2000多元的务工费，家门口就能挣钱真好。”村民
班满妹如是说。

岑仕国说，蔬菜大棚每天有20名村民固定务
工，他们的工作以播种、管护为主，按每小时10元
的薪酬计算。去年以来，他支付村民的劳动报酬
达20多万元，回乡创业，自己获得收益的同时，带
动乡亲就业增收，内心既是满足又是高兴。

一抹志愿红 汇聚“她”力量
——记2022年度安顺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平坝区巾帼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胡典 桂传念

西秀区鸡场乡：茶香醉人春意浓 新茶吐绿采摘忙
□本报记者 詹艳

猴场镇小湾村：小小蔬菜园助村民“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村民正在采摘豆苗

村民组成志愿服务队参与每周五的村居卫生大扫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