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程丽匀/校对：白昊楠/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综 合 4 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盛夏七月，镇宁丁旗街道金鸡村蔬
菜种植基地一片绿意盎然，青翠的黄瓜
挂满藤蔓，工人们正忙着将一根根瓜条
顺直、瓜头饱满的黄瓜采摘下来，装进
筐内，运出田间。

种植户潘万兰在金鸡村种植蔬菜
已经有两个年头了，她说：“今年黄瓜价
格不错，每斤2元左右，目前已经卖出
20多吨，如果基地管理得好，一亩地能
收一万多斤。”

金鸡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
充足，非常适合种植黄瓜、茄子、四季豆
等蔬菜，加之近年来交通便利，吸引了
许多种植大户流转土地，发展蔬菜种
植。为方便管护和拓宽销路，他们成立
了合作社，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潘万兰
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面积有
300多亩，现在正是黄瓜上市的时候，
很多收购商直接来基地收购，我们已经
卖了100多吨。两个月后黄瓜采摘结
束，又可以种茄子、四季豆，确保了一年
四季都有蔬菜种植。”万才果蔬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潘万财介绍。

正如潘万财所说，口感清香脆甜，
品相不错的黄瓜吸引了不少收购商的
目光，近期村里有不少运输蔬菜的货车
进进出出。货车旁，工人正抓紧时间，
熟练地进行分拣打包装车，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收购商姚双明最近半个月一直呆
在金鸡村，他说：“现在每天要打包四五
十吨，仅打包工人每天就要十多个，这
些菜主要运到广东、广西等地。”

随着黄瓜迎来大规模采摘期，用工
需求也明显增加。“采摘黄瓜按计件结
算，每天大约能摘2000斤，按照1角钱
1斤计算，我一天有200多元的收入。”
来自丁旗街道的村民吴登秀说，除了摘
黄瓜，他们平时还负责地里的管护工
作，一天也能有100元左右的报酬，一
年四季都有活干，她很满意。

近年来，金鸡村立足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鼓励村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
业。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丰富群众

“菜篮子”的同时，还拓宽了当地村民增
收致富的渠道，鼓起了他们的“钱袋子”。

“我们现在每天在地里干活的工人
大概有五六十个，蔬菜采摘期间还要增
加专门打包的工人，一年下来，合作社要
发放100万元左右的工钱。”潘万财说。

“我们村发展蔬菜种植有七八年了，

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蔬菜种植基地
务工、收取土地租金，土地租金每年每亩
600至800元。目前已带动50多户村民
增收。此外，还有部分村民种植小黄姜，
全村每年种植小黄姜将近1000亩。”金
鸡村村支书严树云介绍，下一步将通过
示范带动，借助种植大户技术优势，鼓励
更多农户尝试种植蔬菜，不断增强产业
发展动能，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时值盛夏，桃果飘香。近段时间，
关岭自治县普利乡长田村的百亩精品
黄桃果园迎来了“甜蜜”的采摘季，当地
果农抢抓时节，每日清早上山穿梭于桃
林之间，采摘已成熟的桃子。

走进长田村百亩精品黄桃果园里，
阵阵果香扑鼻而来，片片桃林枝繁叶
茂，个个硕大红润的桃子压弯了枝头。

“这是我家种的精品黄桃，品种是
黄金蜜桃四号，个大核小，肉厚汁多，口
感又甜又脆。”长田村的黄桃种植户杨
明艳勤劳负责，加上管护得当，她所种
出的桃子个头大，品质好。

长田村百亩精品黄桃果园总面积
为150亩，依托海拔高、日照长的自然
资源优势，所产黄桃品质优良，表皮呈
现诱人红色，果肉饱满、香甜多汁。随
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业效益也日益
凸显，不仅让当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
参与务工实现稳步增收，还吸引了不少

游客进园体验采摘。
“来到长田村不仅能在绿水青山

里贴近大自然，还能吃到那么好吃的
黄桃，可以说是体验采摘一日游的好
去处。”游客曾开泰在果园里一口气品
尝了好几个黄桃，返家时又买了十多
斤带走。

让“好风景”变成“好钱景”，长田村
青山之上种植精品黄桃，使得青山更加
青绿，自然风光更加宜人，并且通过农旅
结合引来人气，让“采摘游”为乡村带来
蓬勃生机，也让农户们共享发展红利。

“今年村里的黄桃总产量大约在
10万斤，总产值在60万元左右。”长田
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李明江表示，下一
步，长田村将继续在提质增效上下功
夫，并加大产品销售、休闲采摘的宣传
力度，让更多的人来到村里感受自然风
光，品尝新鲜瓜果，走出属于长田村的

“甜蜜”发展道路。

普利乡长田村：

黄桃满枝头 游客采摘乐
□本报记者 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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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近日，平
坝区禁毒办联合区公安局食药环专
班、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等单位到
天龙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检查专项
行动。

在食品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
检查了餐饮单位的食材采购台账、厨房
操作间、仓库等场所。

在药品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对

诊所及药店精麻药品的购进渠道、销
售记录、库存管理等情况进行重点查
看。同时向各餐饮、诊所和药店负责
人宣传了食品中非法添加有害物质
及非法使用精麻药品的危害和相关
法律法规。

通过此次联合检查行动，进一步规
范了餐饮业和药店、诊所的经营行为，
增强了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本报讯（记者 刘念） 为抓好落
实2024年安顺市“十件民生实事”，
确保西秀区中心城区新投用8座公厕
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西秀区环卫处于
今年3月对拟改造投用的公厕点位进
行了摸排，初步确定了8座公厕的具
体点位。经过几个月的协调、推进，
目前，北山路公厕、龙王洞公厕、武当
山路口公厕、彩虹社区公厕4座公厕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北山路公厕是北山路城市综合
服务站主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北
山小区中段，总占地面积约1600平
方米，其中公厕面积约 100 平方
米，整座服务站外墙采用文化石墙
砖铺贴，公厕大门正面镶嵌金色浮
雕，顶部和侧面装有通透的落地玻
璃，并配有成簇的仿真植物进行点
缀，如厕区显得宽敞明亮、干净整
洁。公厕内设有烘手器、自动感应
龙头、热水器等设施，还有为老年

人、残疾人、婴幼儿等提供的第三
空间，整座公厕功能一应俱全。服
务站周围鲜花簇簇、绿树成荫，设
有石桌、石凳等，为广大市民提供
休闲的公共场所。

同时，龙王洞公厕、武当山路公
厕、彩虹社区公厕向广大市民免费开
放。新投用的4座公厕将逐步满足广
大市民的如厕需求。“小公厕”关乎

“大民生”，西秀区环卫处将加强管理
好中心城区86座免费开放公厕的保
洁和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品质，营造
环境整洁、空间有序、服务文明的如
厕环境。

西秀区环卫处保洁服务中心负
责人吴华告诉记者：“今年4月以来，
西秀区陆续启动公厕新改建扩建的
任务，截至目前，已经投入使用4座公
厕，余下4座公厕将在今年11月底全
部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干净整洁的
如厕环境。”

西秀区中心城区
新投用4座公厕

本报讯（记者 罗野） 为推进移
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连日来，西秀
区蔡官镇各村（居）通过宣传倡议、签
订承诺书等方式，向“升学宴”“谢师
宴”说“不”。

为破除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
陈规陋习，营造崇尚文明、厉行节俭
的文明新风尚，谷登坝村针对村内
有子女参加高考升学的家庭进行全
面摸排和座谈提醒，以“一信一书一
座谈”的方式打好“升学宴”“谢师
宴”预防针。

关口村开展“敲门行动”，村干部
和志愿者通过入户面对面宣讲、发放
倡议书、签订承诺书等形式，向村民
宣传了破旧立新、树立新风等内容，
号召大家拒绝“升学宴”“谢师宴”等

铺张浪费的宴请，倡导以简朴、节俭、
文明的方式表达祝福和感激之情。

北斗社区组织召开“文明毕业
季，拒绝‘升学宴’”专题会，严禁社区
居民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严
禁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消费卡等财物。

王家庄村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家
中，与考生家长进行谈心谈话，倡导
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狠刹人情
风，开展禁办“升学宴”“谢师宴”的

“签约行动”。
通过宣传，蔡官镇各村（居）高考

考生家长纷纷表示：将认真贯彻相关
规定，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拒绝操办、
参与各种形式的“谢师宴”“升学宴”
活动。

西秀区蔡官镇：

打造清廉升学季
向“升学宴”“谢师宴”说“不”

本报讯（记者 唐琪） 近日，安
顺经开区星光社区服务中心学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安顺学院
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打造文明城市”移风易俗宣传志愿服
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助推形成文
明和谐的良好风尚。

活动中，志愿者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小区内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
料、宣传“移风易俗”的相关知识，志
愿者详细阐释了红白事的操办流程、
注意事项，倡导居民自觉摒弃高价彩
礼等不良习俗。同时，还呼吁居民摒

弃攀比浪费、大操大办的婚俗陋习，
积极践行简约时尚、绿色环保等移风
易俗新理念，努力成为文明节俭婚俗
新风尚的积极践行者和传播者。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引导了广大
居民转变思想观念，助推文明、健
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居
民们纷纷表示会从自己做起，从现
在做起，争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下一步，安顺经开区将继续全力推
进“除陋习树新风”工作，巩固移风
易俗已有成果，引导群众进一步破
除陈规陋习，营造文明、绿色、和谐
的社区氛围。

安顺经开区：

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打造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市图书馆以“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的“多彩贵
州·书香高原”首届最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首站走进安顺经开区幺铺镇
牛蹄关村山骨博物馆农家书屋。

□记者 唐琪 摄

六七月的镇宁自治县，空气中弥漫
着蜂糖李的甜蜜气味，来自镇宁自治县
六马镇江纳村的韦国敏正忙着销售家
里最后一批蜂糖李。

“多亏了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的信
用贷款支持，今年才顺利扩大种植规模
迎来大丰收呢。”韦国敏笑着说。

今年，韦国敏把蜂糖李的种植规模
从过去的50亩扩大到现在的100亩，
然而资金周转问题也随之而来，就在她
一筹莫展之际，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的
工作人员带着移动设备，把“柜台”搬到
家里，为韦国敏提供了30万元信用贷

款支持，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充分

发挥服务“三农”优势，积极开展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打造“邮银协
同”“产业+信用村”等特色服务模式。
同时，创新“产业贷”服务模式，“一产业
一方案”精准适配特色产业资金需求，
针对镇宁蜂糖李产业专门设置“蜂糖李
产业贷”，额度可达100至300万元，单
笔贷款期限长达36个月，基本满足蜂
糖李种植户资金需求和种植周期要求，
为镇宁蜂糖李“甜蜜产业”发展注入了
金融“活水”。今年1至6月，邮储银行

安顺市分行为镇宁蜂糖李种植产业提
供超 6000 万元信贷资金，覆盖果农
500余户，充沛又及时的“金融雨”为当
地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蜂糖李产业
逐步壮大成为镇宁乡村振兴道路上带
动百姓增收的“致富果”，在2024年镇
宁蜂糖李品牌推介活动启动仪式上 ，
镇宁自治县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安顺市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安顺市分行共同签订了《邮政助力镇宁
蜂糖李新质生产力提升合作战略协
议》，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将协同相关

单位发挥资金流、商流、物流、信息流
“四流合一”优势，通过“销售+寄递+金
融”融合模式为镇宁蜂糖李产业高质量
发展赋能。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
府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积极争
取上级行支农惠农资金，深入开展‘三
农’金融政策研究和产业、同业多维度
分析，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满足蜂糖李种植需求，助力蜂糖李产
业高质量发展，答好促农增收‘新答
卷’。”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武华表示。

平坝区：

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近日，紫云自治县第一期跨省
就业技能培训班在广东省东莞市
莞城开班，来自紫云自治县的170
名东莞务工人员参加培训。

“经过前期摸底，我们了解到
在东莞地区务工的紫云人较多，为
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实现就业质
量提升，我们组建了就业服务工作
组奔赴东莞。通过搭建异地就业
培训服务平台，帮助他们实现就地
培训，提升就业技能的愿望。”紫云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成员、就业局局长邓志凯说。

“技能培训开班前，我们走访
了东莞的多家企业，重点对接企业
用工岗位需求、薪资待遇，积极探
索与本地人社部门及培训机构的

合作模式。通过培训，达到务工人
员掌握一技之长，有效择岗就业、
优岗转化，促进薪资待遇提升，实
现高质量就业助增收的目的。”邓
志凯说，经过调查了解后，培训内
容涵盖了电工、电焊工、叉车工、冲
床工、机修工、模具师、厨师等工
种，参培人员培训合格后将取得特
种作业操作证书或工种证书，并可
凭证就地择岗就业、转岗优岗。

邓志凯表示，下一步，将持续
开展跨省异地就业技能培训服务，
并与本地企业深入对接联系，按照

“企业人才所需，培训服务所能”的
要求开展“订单式”就业技能培训，
让在外务工人员提技能、强本领，
安心干、能增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紫云：跨省异地技能培训促就业
□本报记者 姚福进

邮储银行安顺市分行：

为镇宁“甜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本报记者 徐雪

丁旗街道金鸡村：

“蔬”写乡村振兴新画卷“种”出红红火火好日子
□本报记者 郭黎潇 詹艳 文/图

工人正在将黄瓜打包装箱工人正在将黄瓜打包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