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霜已降，滴酒攒香。近日，走进
位于西秀区东屯乡大坝农场绿荫如盖
的贵州云东韵酒庄，金刺梨分拣场面十
分热闹，村民正在精心挑选金刺梨鲜
果，而酒庄内飘散着一阵阵诱人的果香
与酒香。

“刺梨酒的酿造有采果、拣果、破
碎、榨汁、发酵等工序，发酵一年才能酿
成。近期我们封坛酿造了今年第一批
刺梨酒。”贵州云东韵酒庄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叶守东说。

为助推安顺金刺梨产业做大做强，
作为国家级酿酒师的叶守东，在深挖、
提炼、传承安顺屯堡人传统酿酒技艺基
础上，致力于刺梨酒酿造，以提升金刺
梨等刺梨农产品附加值。

叶守东说，为将VC、SOD等金刺
梨富含的营养成分牢牢“锁”在酒里，酿
出高品质的刺梨保健酒，公司采取纯天
然发酵法，不添加色素、防腐剂等食品
添加剂，确保“果汁成果酒、果香变酒

香”，让刺梨酒酒体更为轻盈，色、香、味
俱佳。

金刺梨鲜果分拣中，工人们认真剔

除青果、小果、烂果，熟练剪掉熟果一头
一尾，紧接着，一筐筐金刺梨被送进清洗
车间，经三次清洗后等待捣碎并榨汁。

“我们有30多个固定工人负责酿
酒、销售，高峰期要聘请上百个工人来
分拣刺梨。”叶守东说，公司通过抓产业
发展联动带农，助力群众种植创收、就
业增收。

“年年都来分拣刺梨，不熟练都不
行啊！”高官村村民程海英笑着说。

“这一季开仓以来，已经收进200
多吨金刺梨，大部分都是东屯、刘官、杨
武等周边乡镇农户种的。”叶守东说，公
司当天采收，当天加工完，鲜果不过夜，
目前酒庄有100多个大酒坛、存酒200
多吨。

据介绍，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扩大
刺梨酒市场，系列产品主要销往北京、
上海、广东及贵州本地。今年在创建

“云上东韵”保健酒品牌基础上，公司
还新增了“云上蔷薇”刺梨汁品牌，产
品类型更加丰富。“今年预计将酿造
500吨刺梨酒，满足市场需求。”叶守
东说。

贵州云东韵酒庄：

开仓收刺梨 秋日酿美酒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刺梨分拣刺梨分拣

10月28日，市民在虹山湖公园的室外智能健身房进行锻炼。近年来，我
市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
质，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记者 卢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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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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

深秋暖阳照，草莓花盛开。10月30日，紫云
自治县五峰街道甘桥村草莓园里，10多位村民娴
熟地给草莓苗疏叶，让花果养分更充足。

“从开始搭架子建设草莓园，到栽种草莓、管
护草莓，我一直在这里干活，做工一天获得100元
的劳动报酬。”村民姚龙英说。

“为让养分集中在花瓣和长果子上面，近期，
我们每天都请10多位村民来草莓园疏叶。”甘桥
村草莓园经营者高文件说，甘桥村草莓园是今年
新建的草莓园，8月开始栽种草莓苗，再过20天
就可采摘草莓。

据五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梁光明介绍，今年
7月，五峰街道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27万元，在
甘桥村建成一个面积18亩的草莓园，通过土地流
转、以工代赈等方式带动附近群众增收。

五峰街道甘桥村：

草莓园里管护忙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罗含瑶 刘凤） 10
月29日，黄果树旅游区第一期“书记讲
给书记听”活动在龙宫镇新田村刺梨基
地举行。龙宫镇各村党支部书记、驻村
第一书记，黄果树旅游区选调生共30
余人参加。

“村干部如何挑起乡村振兴这个重

担，首先要带头提高致富带富能力，谋划
好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做好‘土特产’文章……”活动现场，
新田村党支部书记王远平就如何推进乡
村振兴向其他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讲解，
并围绕建强村党组织、抓实产业发展、提
升乡村治理能力等方面作详细介绍。

“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进一步厘
清村里的发展思路，桃子村村两委将带
着村民们一起找项目、抓产业，结合本
村实际发展乡村旅游，为黄果树旅游区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龙宫镇桃子村党
支部书记张智表示。

活动通过现场讲解、交流讨论、观

摩学习等方式，进一步拓展村党支部书
记、选调生推动产业发展的思路。接下
来，黄果树旅游区将采取沉浸式“观
摩”、互动式“交流”、分享式“总结”等方
式，搭建“书记讲给书记听”平台，进一
步提升全区各村“领头雁”综合素质和
履职能力，激发干事热情。

黄果树旅游区开展“书记讲给书记听”活动

本报讯（张成 记者 李超然） 10
月28日，西秀区岩腊乡举行辣椒种植交
流会。此次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周边县
区以及乡镇的众多辣椒种植户、相关企
业代表等参加。

交流会上，农业专家们分享了最
新的辣椒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辣
椒品种选择、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结合实际
案例进行分析讲授。随后，种植户们

也积极分享了自己的种植经验和心
得，踊跃交流。

据悉，本次活动共有辣椒种植户
600 余人次参与，其中企业与农户签
约订单式种植410户，签约种植面积
2000 余亩。本次交流会，为辣椒种
植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促
进辣椒种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
推动岩腊乡辣椒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

西秀区岩腊乡举行
辣椒产业种植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罗野 文/图） 10月
27日，平坝区检察院检察官前往夏云镇
赶集点，开展入“集”宣传活动，面对面
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

检察官围绕扫黑除恶、司法救助、
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展开集中宣传，通
过案例剖析、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向群众介绍检察职能，并结合
婚姻、抚养赡养、劳务用工等常见问题

进行分析解答，尤其针对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进行重点讲解，
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下一步，平坝区检察院将立足检察
职能，将法律知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不断提升普法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强化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用法
治“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本报讯（郑丽） 今年年初以来，关
岭自治县纪委监委选取乡镇平台公司和
村集体合作社运行管理情况作为“小切
口”，聚焦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处置和闲置低效盘活等重点环节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失职失责、损
毁流失、侵吞侵占闲置资产等问题，切实
推动资产盘活“焕新”。

乡镇平台公司和村集体合作社涉
及面广量大，为确保监督检查取得实
效，该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建立

“纪委+”的监督模式，推动主体责任、
监管责任、监督责任整体联动发力，同
频共振。

横向上，会同属地政府、农业农村、
财政等部门，组建工作小组，对全县各乡
镇（街道）所属平台公司和村集体合作社
开展全面清查。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
能立行立改的及时督促整改，不能立即
整改的采取交办“问题清单”，督促限时
整改，动态清零。纵向上，在深化运用

“室组地”联动监督机制的同时，充分发

挥村级民生监督员贴身监督优势，通过
进村“盯”、现场“核”、入户“访”等形式开
展嵌入式监督。

坚持以案开路抓整治，将案件查办
作为整治的突破口，通过领导包案、联合
办案、片区协作、“室组地”联动等方式强
力推进案件线索办理，切实做到利剑高
悬，震慑常在。

准确把握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
内在逻辑关系，注重做好“后半篇文
章”。督促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制定完善

《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报账程序》
《财务收入支出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等制
度机制；持续加强纪检巡察协同配合，重
点选取15个村居围绕村级合作社管理
问题开展专项巡察监督，持续释放监督
叠加效应；选取前期查办的涉乡镇平台
公司和村集体合作社领域严重违纪违法
案件摄制专题警示教育片《贪欲之祸》，
督促全县各部门（单位）组织观看接受教
育，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
的综合效果。

平坝区检察院：

开展入“集”普法活动

关岭自治县纪委监委：

聚焦乡镇平台公司和村集体合作社运行管理开展专项监督

本报讯（记者 刘念） 近年来，镇
宁自治县扎实推进国家医保政策精准
落地，积极落实各项惠民举措，让医保
服务有温度，群众生活有“医”靠，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家住镇宁自治县募役镇画眉孔村
的卢女士，2021年7月因身体不适前往
贵州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肺
癌。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卢女士一家一
时不知所措。

万般无奈之际，卢女士拨通了镇
宁自治县医保局的电话，咨询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经办人员
在详细了解卢女士的情况后，一边鼓
励她调整心态、积极就医，一边为她详
细讲解“定医院、定医师、定患者、定药
品、定用量”的“五定”药品报销政策。
在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下，卢女士了
解到，自己治病所需的药品，均符合报
销政策，可以进行医保报销。工作人
员还在电话中“一口清”告知了卢女士

申请零星报销所需资料，将资料准备
完善后，在募役镇医保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卢女士的医疗费用及时得到了
报销。

如今，卢女士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中。“一站式”即时结算政策的实施落
地，让许多像卢女士一样的患者有了坚
实的“医”靠。

近年来，镇宁自治县积极推动“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
障制度互补衔接，实现医疗费用“一站
式”即时结算，有效减轻了困难群众和
大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全面提高了结算
服务的便利性。

“镇宁自治县‘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保证制度实现医保

‘一站式’结算，门诊报销打通了医保结
算‘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了‘让信息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极大提升了群
众就医报销的获得感、幸福感。”镇宁自
治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廖兴周说。

镇宁：医保服务有温度

日前，记者走进普定县猫洞乡和谐
村龙须菜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有序
开展选种、耕地、播种等各项工作，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去年，为充分有效利用村中闲置土
地，和谐村通过实地走访、研判当地气
候、土壤等地理条件，统筹规划土地，因

地制宜发展龙须菜种植产业，动员37
户当地村民参与种植，种植面积达到50
亩，产值达30余万元。

良好的经济收益，吸引越来越多的
村民积极参加种植。

种植户王权刚多年来一直在外地
务工，在充分了解种植方式、技术、销售

和收益等相关情况后，今年返乡便流转
土地20多亩进行种植，对于以后的发
展，他信心满满。

为切实保障扩种后的质量与产量，
该村村两委积极为村民协调批发商上
门采购，切实让村民“种得下，卖得出”，
有效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现在村里种植龙须菜的人很多，
务工机会更多了，这段时间我把家里的
农活做完后，就到种植户的基地务工，
一天有100元的收入。”村民万敏说道。

和谐村党支部书记王成伍说，随着
龙须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头越
来越旺，有力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猫洞乡和谐村：

发展龙须菜种植助力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鲁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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