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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日前，记者
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今年1
至10月，我市公积金共支持3060户家
庭发放住房贷款11.19亿元，支持缴存
职工购建房37.97万平方米，拉动商品
住房消费约16.39亿元。我市公积金的
市场占有率约为33%，每年通过申请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为职工节约
购房利息支出约3亿元，整体呈现出健

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近年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牢

牢抓住“安居”这个人民群众幸福的基
点，用好“一城一策”政策包，充分释放
住房公积金政策红利，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持续拓展住房公积金缴存惠及面，
凸显制度普惠性。目前，安顺市实际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约有14万人，其
中，企业职工缴存占比约38.35%。

今年1至10月
全市公积金发放住房贷款11.19亿元

普定县马场镇云盘村坐落于普定
夜郎湖上游，地处马场镇西面腹地，三
岔河由上至下横贯而过，袁氏洋房、碉
楼、四合院等普定营盘近现代建筑群矗
立在村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普定营盘
近现代建筑群始建于清朝末年，民国初
期形成了现今规模，由8个四合院和云
盘小学旁的 1栋楼房组成，建筑面积
2900余平方米，建筑采取中西合璧的建
筑方式，以袁氏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
群为主，砖瓦结构兼有木质结构和木砖
结合结构，内部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
图案精美、风格别致、气势宏伟。

“袁家是清朝末年云盘村有名的大
家族，族人曾出国留学，在学成回乡后，
便把西方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地
的建筑中，在这里留下独具一格的普定
营盘近现代建筑群。”云盘村党支部书
记鞠大安介绍，建筑群主要由袁家冕四
合院、袁士辉四合院、袁士德四合院、袁
耀丹四合院、袁运梅四合院、袁谷成四合
院、袁运星四合院、袁愈仁四合院、碉楼
(读书楼)和云盘小学办公楼等建筑组成。

在鞠大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6号
院落”四合院内，院门上“讲信修睦”四
字依稀可辨，方正整齐的石块拼砌成的
院坝，设计精巧的木质楼梯，融合了云
盘村传统韵味和西式建筑的风格特点。

“这些古建筑基本都是就地取材修
建。”鞠大安告诉记者，内墙的墙体使用
砖块实心的砌法，并用糯米面、稻草灰
搅拌成浆填缝，既能起到防御的作用，
还有很好的透气性，所以墙面整体呈现
一个灰色的样貌。

普定营盘近现代建筑群多按“三”
字型排列，走马转角的楼台上，居室门
窗的木雕上，其主要图案以“渔樵耕读”

“梅兰竹菊”“福禄寿喜”和“五子拜寿”
等图案构成。

“在这里的建筑中，还有作为防御
用的‘猫眼’，在大门的一侧有一个小窗
口，大门外墙上则是一条缝隙。实际
上，就是用来防御敌人，有保护居住安
全的作用。”鞠大安说道。

在普定营盘近现代建筑群中，还有
个最具典型的建筑——碉楼，碉楼是中
西结合的建筑方式，它高16米，长、宽为
5.3米，为砖木结构建设，总共分为4层，
每层四面均开设窗口和留有防御枪口，
是该建筑群中最高的建筑，顶层四面外
墙均刻有“读书楼”三个大字。

“相传，碉楼是袁氏在同治年间所建
造的军事碉堡，作为抵御外敌使用，后又
成为子女读书成才的场所（即现在的袁
氏读书楼）。”鞠大安说，普定营盘近现代
建筑群，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房舍多
以欧式为主，建筑风格与中式建筑迥然
不同，被当地人一度称其为“西洋村”。

2006年，“读书楼”连同云盘村的其
他古建筑获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获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云
盘袁氏古建筑群”，后又更名为“普定营
盘近现代建筑群”。

“目前，我们正按照文物标准对建
筑群进行修缮。”鞠大安说，将按照“微
改造、精提升”思路，严格把控村庄建筑
风貌，努力寻求“保护优先”与“创新活
化”之间的平衡。

本报讯（记者 胡典） 11月27日，
2024年安顺市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召
开，介绍今年以来安顺市就业工作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安顺
市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实现了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截至10月
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39万人，全市
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就业41.42万人，
全市新增创业4039户，新增创业带动就
业1.74万人，东西部劳务协作促进就业
3.31万人(其中脱贫人口1.72万人）。

在强化“改革牵引”促就业上，安顺
积极探索融合发展新机制，培育培养
1000名“头雁”，建立9个“头雁”服务
站，评选表彰百名优秀“头雁”，推动千名

“头雁”与“安心干”平台链接合作，有效
带动群众外出就业增收。同时，在完善
就业优先政策上，目前全市共兑现各类
就业补贴0.96亿元；减征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2.12亿元，失业保险0.83亿元。运

用公益性岗位政策托底安置城乡就业困
难人员3.82万人，发放补贴2.1亿元。

在强化“服务提升”促就业上，安顺应
用“安心干”平台深入开展“六大提升行动”
和“优岗转化专项行动”，促进人岗优化匹
配，助力群众快就业稳增收。目前，平台
已聚集200余家用工企业，入驻39家人力
资源机构、9个产业园区，收集就业岗位25
万余个。依托平台开展就业服务57万余
人次，促进就业5.08万人。积极完善基层
就业公共体系建设，实现全市乡镇（街道）
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全覆盖。全市村居（社
区）就业服务覆盖率达95.28%。今年以
来，全市共召开“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会
345场，提供就业岗位14.2万个。

在强化“就业帮扶”促就业上，安顺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
今年以来，就业创业指导5023人次，发
放就业创业服务补助228.32万元，向
3950名 2024届困难高校毕业生发放

一次性求职补贴592.5万元，政校企联
动开展招聘活动126场次，提供就业岗
位4.7万余个。目前，我市2024届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5426人，
已就业4911人。此外，帮助困难群众增
加务工收入。今年以来，全市失业人员
再就业8280人，困难人员就业5874人，
城镇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在强化“技能培训”促就业上，安顺以
实施订单培训和跨省异地培训为抓手，推
动职业技能培训创新提质。今年以来，全
市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16万
人次，培训后高质量就业率始终稳定在
85%左右。同时，积极培育建设一批具有

“安顺”地域标志的产业技术工人劳务品牌。
在强化“转移就业”促就业上，安顺

通过劳务协作、联动协作、返乡监测、稳岗
拓岗、维权保障、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七
个强化”推动转移就业。目前，我市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达80%，全

市农村劳动力市外转移就业50.92万
人。依托“两城三基地”建设，建成就业帮
扶车间（基地）99个、“安心工坊”17个、零
工市场8个、零工驿站86个、就业驿站4
个、粤黔协作“一县一企”农村劳动力稳
岗就业基地18家以及“石榴红”劳动服
务站15个，并扎实开展岗位推荐、直播
带岗、劳动维权等服务，着力促进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截至目前，我市农
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7.05万人。

在强化“创业创新”促就业上，安顺
组建新一轮市级创业指导专家团队，专
业化团队化服务群众创业创新。培育打
造9个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13个省
级农民工创业园（点）和一批市县级创业
孵化基地（园、点），帮助群众成功创业、致
富增收。目前，全市新增创业4039户，新
增创业带动就业1.74万人；开展创业培
训3617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29亿
元，扶持创业892户，带动就业2692人。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紫云自治县板当镇圆梦社区是板当
镇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点。2016年，来
自17个不同地方的村民走出大山搬进这
里。8年多时间，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搬得出、留得下、能致富”的
目标正在实现。

“我们致力于培养提升群众专业技
能，在社区开设培训课程，比如焊工、电
商、家政服务等，还利用‘安心干’平台
同步推送就业岗位，许多人学到一技之
长之后，到江苏、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
务工。”近日，记者来到圆梦社区，该社
区党支部书记李竹介绍，除了引导群众

外出务工，圆梦社区还积极引进产业进
驻，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走进圆梦社区伞骨加工厂，车间内
一派繁忙景象。打眼拼装、分拣装袋、
组装伞骨，一道道工序在工人们手中有
条不紊地进行。这些工人大多是圆梦
社区的搬迁群众，从曾经围着土地刨生
计的农民，变身产业工人。

“我现在下楼就可以工作，一个月
有2000多元的工资，每个月有稳定的
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人。”在伞骨加工
厂务工的搬迁户赵小萍告诉记者，这里
设施齐全，生活便利，孩子读书也非常

方便，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李竹介绍，伞骨加工厂现有40多

人务工，其中近30人为圆梦社区的搬
迁村民，这些村民大多数是妇女和老
人，通过在伞骨加工厂务工，增加收入
补贴家用。企业还设置灵活工作时间，
方便员工处理家庭琐事。

相隔不远处的一家服饰厂同样热
闹，缝纫机哒哒作响。该公司以制作各
类运动服、休闲服饰为主，凭借优质工
艺在市场站稳脚跟。

“我是紫云人，一直想回乡创业，今
年9月入驻圆梦社区，很开心能带动搬

迁群众就业。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售到国
外，如巴西、美国等。”服装厂负责人陈松
说，公司订单不愁，目前服装厂有20多
人务工，还缺技术工人，希望能带动周边
更多的乡亲来这里务工，增加收入。

“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没法外
出打工，好在有这个服装厂，在家门口
就能上班，既能顾家，还能赚钱补贴家
用。”搬迁户王梁说。

据了解，圆梦社区有465户劳动力
1124余人，总务工1045人，就业率达
到94%以上，实现了一户至少1人就业
的目标。

云盘村的云盘村的““碉楼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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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普定县马官镇马官社区稳
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日趋完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产
业发展提质增效，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幅和美
乡村新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绘就。

织密防返贫“保障网”

初冬，记者走进马官社区，来到监测
户余娜家中，她告诉记者，她因生病丧失了
劳动能力，每年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生活
出现困难。社区了解情况后，及时帮助她
填写相关信息、整理材料，经过评议后，将
她家纳入监测，她和丈夫杨成友均领到了
农村低保，家庭生活状况得以改善。

同样是监测户的张德莲家，2022
年，张德莲的儿子谌伟在浙江务工，因交
通事故导致重残，张德莲辞工照顾儿子，
没有了经济来源，加上昂贵的医药费，一
家人生活陷入困难。今年7月张德莲家
也被纳入监测。

“村里帮助张德莲家及时申请了医
疗救助，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
服务，还帮助她家申请了低保。”马官社
区驻村第一书记杨耀告诉记者，驻村工
作队、村两委在日常工作中进行走访排
查，同时结合上级各行业部门反馈的预
警监测数据以及农户主动申请纳入监测
的线索，制定核查表，各小组围绕“两不
愁”和“3+1”保障、收支情况进行核实。
同时，对已纳入监测的对象建立帮扶台

账，实行常态化跟踪监测。
据了解，马官社区有脱贫户295户

1172人，监测户8户 30人。马官社区
针对不同类型的监测对象采取相应帮
扶措施。对于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
落实民政部门低保和临时救助兜底政
策，做到“应兜尽兜”；对于有劳动能力
的监测对象，加强产业带动，鼓励其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业、外出务工拓宽
收入来源。

激活乡村振兴“强引擎”

走进普定县扶兴包装箱有限公司，
机械加工声此起彼伏，只见工人正在切
割板材、拼装木箱框架，成品库里按供货
企业分区整齐堆放着即将交货的木质包
装箱，工厂生产有条不紊。

“2016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贵阳电
机定点帮扶马官社区，2018年由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出资150万元建成普定县扶
兴包装箱有限公司。”杨耀说，依托航空
企业的大力帮扶，为其配套生产木质包
装箱。自公司建成以来，有效帮助村民
实现就近务工增收。

普定县扶兴包装箱有限公司负责人
梁晓说：“目前公司有15名工人长期务
工，公司营运以来，产值逐年增加，2023
年总产值194万元，为村集体创收13万
元，并解决部分村民就业。”

“我2021年就在公司上班，每个月
有3000多元的工资。”脱贫户罗启发说，
以前他主要以务农为主，收入也不稳定，

现在在公司上班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
日子越过越好。

走在马官社区的田间地头，随处可
见劳作的村民。

马官社区致富带头人彭后云正在指
导工人进行韭黄管护。“这段时间主要是
除杂草，除完杂草20天左右，就要割掉
地面上的绿色叶片，随后盖上黑色套筒，
再过20天左右，就能收割韭黄了。”彭后
云告诉记者，他家种了60多亩韭黄，今
年已收割了两次，有80多万元的销售收
入，等这一批韭黄收割之后，销售收入能
突破100万元。

“捂黄和收割韭黄的时候，每天都需
要近20名工人，一年差不多要发放务工
费20多万元。”彭后云说。

近年来，马官社区紧跟市场需求，发
展金刺梨种植约300亩，种植食用菌和韭
黄约500亩，种植生姜、大葱各100亩。

此外，马官社区还有着比较丰富的
旅游资源。杨耀介绍，马官社区文化底
蕴深厚，马官屯保留着有600多年历史
的屯堡古村落。社区境内还有普定文化
地标文昌阁，马官文化展览馆，最美森林
村寨布依草塘，林木葱翠的凤霞山、历史
悠久的广觉寺，民间文艺西路花灯和高
台地戏也保留至今。下一步，将不断挖
掘整合旅游
资源，加快农
文旅融合发
展步伐，不断
做“靓”旅游

产业，助农增收。

乡村治理提效能

近年来，马官社区通过多种方式，不
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马官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大卫介绍，
马官社区通过积极探索“党员+团员+群
众”和“党小组+团支部”服务模式，依托
帮扶单位搭建党建共建平台，组建以支
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党员干部带头
示范，社区30名青年积极参与的村级青
年志愿服务队，聚焦公益活动、政策上
门、环境卫生整治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在村委门前的古鱼塘湖心亭广场，
村里的老人集聚于此，悠闲地享受着闲
暇时光。“以前古鱼塘的淤泥很多，水上
漂浮着垃圾，污染严重，长期被闲置，一
到夏天还散发臭味。”已经74岁的老党
员姚启贵说，驻村第一书记通过争取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支持，经过清淤引水之
后，在池中放养了许多金鱼，现在成为大
家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马官社区将坚持把乡村治理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主动想、扎实干，
因地制宜，创新举措，走出一条产业兴旺、
村集体与群众共同致富的好路子，不断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张大卫说。

强产业抓治理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普定县马官镇马官社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观察

□本报记者 李伟

（上接1版）
文莱时政观察家贝仁龙表示，习近

平主席的贺电体现中国大国担当。在
别有用心的个别国家拱火下，巴以问题
几乎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死循环”问
题，仇恨不断叠加，外溢范围不断扩
大。中国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推动巴勒
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坚定支持巴
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
发生后为加沙地区人民提供援助。中
国为推动巴以和平作出了实实在在的
贡献，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就在25日，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
在约旦河西岸两处难民营向当地儿童
捐赠又一批过冬棉衣。中方已连续多
年向巴难民营捐赠物资。巴勒斯坦政
治分析人士穆斯塔法·卜沙拉特说，中
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巴方提供
了各种形式的物质和政治支持，还向巴
方提供人员培训支持。从中国推动巴
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到习近平
主席连续多年致贺电，都彰显中方是推
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积极行动者。

务实行动赢得国际社会
普遍赞誉

近年来，从斡旋沙特与伊朗“握手
言和”，到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
的立场文件》，再到促成巴勒斯坦内部
各派实现历史性和解，中国一直为促进
中东地区和平安宁积极奔走，赢得包括
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中国支持和解，支持和平。无论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还是沙伊和解，
乃至其他中东国家关系改善，中国都大
力支持。”安比塔维说，“中东需要经济
复兴，需要各个层面的社会复兴，这正
是中国所支持的。中国反对中东冲突，
希望中东地区发展繁荣，不希望看到血
腥战争。”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
德指出，中国致力于促进公正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中
国始终在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解决这
一棘手问题努力。中国坚持在国际法
和安理会决议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之
道，因此阿拉伯国家始终欢迎中国参与
解决地区问题。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
植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一直保
持客观、中立，始终倡导和平解决争
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推动各方对话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强调联合国在
调解冲突中的关键作用。中方的贡献
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马来西亚国际关系专家朱莉娅·罗
克尼法德认为，近年来，中国用实际行
动表明，中方为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不断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合作，推动共同
发展。中国的真诚态度和务实行动赢
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我相信中国将
继续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上发挥积极
作用。”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上接1版）
时光再回到1935年4月中旬，红军进

入坝羊后，到坝羊锅厂寨（今新山村）、山嘎
一带宿营。期间，红军宣传革命真理，传播
革命火种，除暴安良，打富济贫，使紫云各
族人民如拨云见日，沐浴着温煦的阳光。

在锅厂寨丰行权老宅后檐墙上，墨
书“工农同红军联起来打倒军阀刘湘王
家烈”“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
去”等，落款为“红军决七宣”的十三条标
语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一条条字迹遒劲有力，情感真挚热
烈的标语，不仅体现了红军与工农群众
的紧密联系，还表达了红军打倒军阀、争
取民族解放的坚定决心，更成为了当时
宣传革命真理的重要载体。“这些标语不
仅见证了红军的宣传攻势，也成为了我
们当地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陆跃
贤说，这十三条“红色种子”标语，如同一
面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历史的天空中，

引领着坝羊人民前进的方向。
如今，这些珍贵的标语已经得到了

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我们对锅厂寨红军
标语周围的历史风貌、写有红军标语的
房屋进行了修缮，并建成了锅厂寨红色
文化纪念馆。”在陆跃贤的介绍中得知，
该标语遗址在1984年公布为第一批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公布为省级
革命文物，同时获授“安顺市党史研学基
地”，成为了学习党史、传承红色文化、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

红军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斗土豪劣绅，分地主土豪财物救济穷苦
百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打动着当地的
老百姓，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陆跃贤告诉记者，锅厂寨还有另一个红
军与老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

村里有一位老人名叫梁明忠，1935
年4月13日红军到这里时，梁明忠出生
不到一个月，因母亲身体虚弱，父亲梁光

华抱着他到舅母那里找奶吃。这天下
午，舅母刚给他喂过奶，就听见屋外有人
呼喊：“大兵来了！”全寨子的人都惊慌地
往山上跑，忙乱中，他被落在屋里。对红
军不了解的村民以为他肯定没命活了。
谁知第二天红军走后，其父亲梁光华进
屋寻找孩子身影时，发现他在床上睡得
正酣，母亲罗氏将他抱起后看见，在孩子
枕边有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大
半块红糖，两层包糖的白纱纸已被磨破，
浸出紫黄色斑痕，还留有掰开糖块的新
鲜迹印；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兑了红糖的
米汤，碗边放着几团沾湿米汤的棉花；床
下则放着孩子尿湿了的布片；裹在孩子
身上的，是罗家用旧了的一笼蚊帐……

“梁家的娃儿还活着嘞！”这个消息
很快在村里传开。这时，村民们才知道
当晚驻扎在寨子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红
军队伍，是他们救了梁明忠的性命。

为了感激红军，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梁光华夫妇把孩子的名字取作“小共
产”，直到十二三岁进了学堂，才用了梁
明忠这个名字。

………
听着陆跃贤娓娓道来，我们仿佛穿

越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了长
征精神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
追求，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采访中记者得知，梁明忠老人虽然
已于去年过世，但他和红军留下的不解
缘分，不仅是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更是
当地宝贵的红色记忆和精神财富。

坝羊红韵，是历史的旋律与回响。它
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也让我
们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而今，在长征
精神的引领下，坝羊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
和昂扬的斗志，重整行装再出发。他们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长征精神的内涵，让
这片土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普定营盘近现代建筑群：

追寻百年时光印记 领略中西合璧韵味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2024年安顺市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
截至10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4.39万人

板当镇圆梦社区：

企业入驻让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