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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丽） 关岭自治县纪委
监委深化运用检举举报平台，高效处置
信访举报件,自平台全面运行以来，致
力于搭建办理、处置、反馈信息互联互
通的桥梁，将平台智能化优势转化为信
息互通工作优势，开启信访件办理“快
进”模式。

让信访数据更快“跑”起来，精准分
流是关键。该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加强
信访举报件初始分析，对于业务范围内
的信访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人员
信息、举报内容等相关信息精准录入平
台后分流交办；对于业务范围外的信访
件及时向主管部门转办，并跟踪了解办
理情况，实现应录尽录，精准分流。

“我们通过制定流程图，对信件的
分流转办、办理时限、答复反馈等进行
细化明确，采取电话提醒、下发提示等
方式进行跟踪督办，加快信访件流转提
速。”该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付委介

绍，检举举报平台让信访件办理处于全
程监督之下，为高效规范开展信访举报
工作提供了有力抓手。

为用好这一有力抓手，该县纪委监
委在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平台“软实
力”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出“硬招”。根据
检举举报平台使用部门反馈问题，利用
纪检监察干部“上讲堂”“读书班”等契
机，由信访室业务骨干对各乡镇街道、各
室组一对一业务指导，同时，每月不定期
进行线上抽查督查和实地检查，推动纪
检监察干部从学用、会用到善用，确保平
台真正成为信访工作的高效“助手”。

“信访举报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
雨表’，也是服务监督执纪问责的‘情报
部’，接下来，我们将以深化检举举报平
台应用为契机，依托平台信息资源，高
效提取信访举报数据，为实施精准监督
提供有力支持。”该县纪委监委分管负
责人表示。

关岭自治县纪委监委：

用好检举举报平台
按下信访工作“快进键”

去年以来，西秀区黄腊乡河滨村绿
宝组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加快推
进。项目的建设，扮靓了这个古韵悠
长、文气浓郁的布依族村寨，推动了村
寨乡村旅游的发展。

河滨村绿宝组，是第五批贵州省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近日，沐浴着明媚春
光走进绿宝村，一幅幅赏心悦目的村景
映入眼帘。房舍错落有致，既有古色古
香的传统民居，又有现代风格的小洋
楼；街巷整洁雅致，“微花园”“微果园”

“微菜园”绿叶成荫、生机盎然；民居外
墙成了文化墙，随处可见书法、刺绣、木
雕作品。

“借力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
前期河滨村宜居乡村创建和中国传统

村落建设基础上，我们去年启动绿宝组
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不断改善基础
设施、美化村寨环境、增强村寨民族特
色、丰富旅游元素。”黄腊乡党委书记胡
丽莎介绍道。

绿宝村旧称六宝，意为坐落在“六
龙拱宝”（六座土坡围拱）之地，且有邢
江河蜿蜒流过村庄，植被旺盛，山水风
光宜人。村寨历史悠久，村中罗、郭两
大姓氏人家自称先祖于明朝从江西迁
来。村民绝大多数为布依族，村寨布依
族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地戏、歌舞等
文化氛围浓厚。

据黄腊乡科宣中心负责人陈志富
介绍，作为传统村落，绿宝村保存有不
少布依族传统民居、古树古桥以及旧时

生产生活器具。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绿宝村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每
逢“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布依
族传统节日期间，村民们有做“五色”糯
米饭、包粽子、跳舞对歌、掷花、抵杠等
习俗。

“如今我们村硬件设施完善了，人
居环境变美了，文化元素也都凸显出来
了。”河滨村村委会副主任叶仙说，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子项目包括少数民族特
色风情街打造、民族团结食堂建设、人
饮工程改造提升、交通干道修缮、产业
路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体育文化设施
完善、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目前整个项
目建设基本完成。

步入该村特色风情街，记者发现，

街区道路铺上了石板，传统民居完成了
立面改造，有了新的布依族特色门头，
部分老旧倾圮的传统民居已修复，青砖
围砌的“三微园”一个接着一个，墙上挂
着许多民间艺术作品，街道尽头的观景
亭与休闲长廊，在书法作品的衬托下更
显文韵古风。

“对破损严重的古建筑，我们‘修旧
如旧’，对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我们加
以保护。墙上、长廊里书写雕刻的作
品，都是出自本地文艺人士之手，因为
河滨村有‘书法之村’‘雕刻之村’美称，
崇文尚艺之风传承久远。”胡丽莎说。

绿宝村民族团结食堂已建成，灯笼
高挂，喜气洋洋。叶仙告诉记者，一楼
为食堂，村里有红白喜事、节庆活动可
使用；二楼建有茶轩、陈列室、书法室，
有休闲观景、非遗文化和农耕文化老物
件展示、书法免费培训和书法作品展
示、文化体验等功能。

“村里还对主干道进行了白改黑，
增装了路灯，新修了公厕，修缮排水渠
和污水处理设施等，最关键的是建起了
民宿，下一步，将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叶仙说，目前，村里将2栋村集体房改
建成了特色民宿，并引导4户村民将自
家房屋打造成民宿客栈，满足游客住宿
需求。

“河滨村地处邢江河国家湿地公园
风景线上，环境好、生态美，村里民风淳
朴、文风浓厚，布依族传统美食多。”胡
丽莎表示，黄腊乡将紧抓黄腊樱花园

“赏花+”经济蓬勃发展机遇，以绿宝村
为核心，不断将当地基础设施“硬件”与
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美食文
化等文化“软件”有机结合起来，深化农
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拓展旅游功
能，强化宣传推介，让八方游客与布依
人家一同分享感受河滨村的美。

4月20日，由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安顺珠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的2024年“矿力多杯”安顺市男子足球赛在市奥体中心开赛，来自全市的18
支球队参加。据悉，比赛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决赛阶段采
用交叉淘汰赛制，整个赛程将持续到6月15日。 □记者 卢维 摄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日前，市
交通运输局在安顺经开区娄湖广场举
办主题为“文明交通 绿色出行”的徒步
活动。

活动中，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文明
交通绿色出行倡议书》。随后，徒步队
伍沿娄湖公园步
道环行。

“举办此次
徒步活动，主要
目的是倡导绿
色、低碳、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

式，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文明交通
绿色出行’行动，大力营造遵规守法、文
明礼让的和谐交通氛围，齐心打造文明
有序、清洁低碳的绿色出行文化。”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负责
人田时晖说。

本报讯（记者 罗野 文/图） 4月
19日，我市红色家书诵读活动在市家庭
家教家风宣教基地举行。此次活动主题
为“书香飘万家·共筑强国梦—4.23小桔
灯”暨“清廉贵州·廉润安顺—赓续红色
基因·传承清廉家风”。

活动中，参加人员深情诵读了《高捷
成写给叔父的信》《杨开慧的红色家书》
《夏明翰的三封家书》等经典作品，一封
封感人至深的红色家书，一段段刻骨铭
心的事迹，讲述着人间大爱，传递了革命
大义，每一位在场学员都为之动容。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我诵读的是

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从未寄出的书
信，这封红色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
实、坚韧、伟大的革命者形象。激发我们
更好地投身所从事的事业，高扬理想旗
帜，磐石信念力量。”市妇联工作人员裴
浩林朗诵完后说。

此次活动，通过讲述红色家书背
后的故事，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
命历史，弘扬严以治家、清风传家优良
传统，厚植克己奉公、清廉自守思想根
基，促进清廉价值理念在广大家庭落
地生根。

我市红色家书诵读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紫云自
治县火花镇平寨村，在春白菜种植田里，10多位村民正忙着
收割、搬运、装车运销春白菜。相邻的另一片良田里，有村民
在清理田里的菜叶、杂草，修整田埂，准备打田育秧。

“今年，我家共种植了16亩春白菜，已收割销售了12
亩，现在正在对剩下的4亩进行收割并销售。”平寨村村民杨
小海说，销售完这一批春白菜，他将着手腾地打田，接茬栽种
水稻。

据了解，地处低热河谷地带的火花镇，土地肥沃，水资
源丰富，为推行“菜-稻-菜”轮作提供了地利条件。此外，
惠兴高速、紫望高速的相继开通，为火花镇大力发展蔬菜
产业提供了便捷的运销条件。近年来，火花镇积极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巧用“土地”做加法，在提高土地种植率
方面下足功夫，逐步探索出了“菜-稻-菜”一年多熟的种植
模式和产业格局，实现一地多收，既保住了“米袋子”，又丰
富了“菜篮子”。

火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韦文沛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
账：“春季栽春白菜，夏季栽插水稻，冬季种植萝卜青菜，一亩
田一年轮种三季；春白菜平均亩产3000斤，每斤1.5元，亩产
值4500元；水稻亩产1100斤，稻谷每斤1.9元，亩产值2090
元；冬季蔬菜可以加工成萝卜干、梅菜，除自家食用外，还可
以拿到市场上销售。”

为促进农户增产增收，该镇农业部门免费为农户发放薄
膜、种子。今年，全镇春白菜种植面积达500亩，目前正在陆
续收割销售。

黄腊乡河滨村：

扮靓民族村寨 发展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紫云火花镇：
菜稻轮作助民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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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交通运输局举办
“文明交通 绿色出行”徒步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文/图） 4
月19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关岭农业农
村局到关岭花江镇白泥村许凹组开展
2024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暨农
药安全使用培训会。

活动当天，农业综合执法人员从如
何选择农药、科学安全使用农药、农药
使用后的注意事项及绿色安全防范措
施等方面向参训群众进行讲解，并结合
实际案例，用通俗的语言教授农资识假

辨假的方法，宣传普及农资选购技巧，
引导群众从正规渠道购买农资产品，科
学使用农资产品，确保农民群众用上

“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
此次活动，让更多农户更好地掌握

了农药科学安全使用的相关要领，进一
步增强了他们科学安全使用农资的意
识，提升了群众的农资识假辨假能力，
助推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春耕备耕工作
提供了有力保障。

市农业农村局关岭农业农村局
开展2024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暨

农药安全使用培训会

发放宣传资料

布依族传统民居

村民正在收割春白菜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