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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就有活干！这个毛绒玩具制作简
单，一天能做几十个。”曾居住在双堡镇所坝
村的李兴英自2017年搬迁至思源小区后便
一直在楼下的吉胜玩具厂工作，每月能拿到
1000多元的工资。

思源小区是双堡镇易地扶贫搬迁的集
中安置点，为实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有就业、能致富，双堡镇政府引进6家企业
进驻思源小区，为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增收。

2017年，吉胜玩具厂经双堡镇政府招
商引资入驻思源小区。负责人吴龙珍曾是
厂里的员工，去年7月经上一任老板转手
后，凭借自己的技术和经验，经营着这个“家
门口”的小工厂。

“我们已经吸纳就业群众20余人，每月
发放务工工资约25000元，工人基本都是本
小区的脱贫户和附近村民。”吴龙珍说，公司
主要承接骆驼、猫、狗等多种毛绒玩具定制，
销往广东东莞，每月销售额可达3万元。

在思源小区的另一栋楼内，裁剪、走线、

缝合、安装、包装……在工人手中经过一道
道工序，一把把雨伞逐渐成形。

“我以前在省外打工，现在回来自己办
厂做雨伞。”吉祥雨伞厂负责人王顺强说，
2022年，在双堡镇政府的扶持下，他选择返
乡创业，租用思源小区场地办厂，帮助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既负责管理又自己做工，一个月能
拿4000多元工资。”刘国凤一边忙着手中的
活儿一边高兴地说，既能挣钱还能照顾家，
干起活来心里也踏实。目前，厂里共有40
余名工人，每天可制成540把雨伞。

工人李登凤是搬迁至思源小区的脱贫
户，由于生病无法外出务工，雨伞厂为她提
供了一个增收途径。“我是按计件获取报酬，
多劳多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李登凤说。

帮助搬迁群众更好地就业增收，一直是
做好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双堡
镇在思源小区建起的“家门口就业工厂”，让
搬迁群众切实享受到了“下楼上班，上楼回
家”的10分钟就业生活圈。

近年来，普定县猴场乡积极探索特
色养殖产业发展路径，以优质肉兔为主
导产业，大力发展肉兔养殖业，以集中
方式进行养殖，全力打造仙马牌优质肉
兔，有效增加农户收入，为猴场乡的经
济增长注入新活力

日前，记者走进普定县猴场乡仙马
村养兔场，一排排整齐的兔舍映入眼
帘，兔舍内干净整洁，种兔和商品兔分
别在兔笼中争相抢食草料。

“我们兔场的母兔属于伊普吕品
种，现在存栏的种兔有1000多只，这个
母兔的特性是产崽、产奶比较多，每窝
能产十五六只。”普定县仙马惠民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据介绍，该养兔场注重品种选育与
优化，所养殖的种兔繁殖能力强、抗病
性好、生长速度快，为商品兔的大量产
出奠定坚实基础，确保养兔场能够稳定
向市场供应高品质的兔肉产品。

“商品兔从出生到出栏，大约需要
60天，待出栏的时候，基本能够长到5
斤，每个月能够出栏3000只左右，年产
值大概在150万元。”陈亮告诉记者。
目前，商品兔平均价格在8元至9元，销
售市场主要为四川、重庆等地。

为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实现长足发
展，猴场乡还不定期组织专业技术力量
深入养殖场，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精
细化的技术指导，推动该乡肉兔养殖稳

定发展。
“目前，猴场乡有两家养殖场，我们

会不定期对养殖户开展配种、检疫、免
疫等方面的技术指导。”猴场乡农业农

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罗雨表示，接
下来，猴场乡政府还将加大对养殖场的
扶持力度，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为乡村
振兴注入更多的产业动能。

12月26日，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坝陵村举办2024年安顺垦源农民丰收节活动，
庆祝农民喜获丰收，规划来年蔬菜产业发展种植。 □记者 李超然 摄

近年来，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因地
制宜兴产业，大力发展蔬菜、水果、渔
业、林下蜂等产业，形成坡上有果、田里
有菜、林下有蜜、水中有鱼的“四有”产
业发展模式，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山坡换颜果飘香

时下，正值脐橙成熟采摘季，喜凯
村脐橙园里，果农们身挂竹篓，穿行在
果林间采摘脐橙。

“今年的脐橙产量高、品质好，以每
斤4.5元的价格从‘线上线下’销售到全
国各地。”喜凯村村民王小芬说，她种植
的30亩脐橙，以亩产2000斤计算，预
计产值达20余万元。

缴卜村的脐橙种植户王强也在忙
碌着采摘销售脐橙。三年前，王强种植
了 50 亩脐橙，亩产值 9000 元，收益
可观。

四大寨乡不仅发展脐橙产业，还大
力发展蜂糖李产业。关口村村民杨昌
志因种植蜂糖李走上了致富路，今年他
种植的120亩蜂糖李全部挂果并销售
一空。

“6.5米宽的柏油路从村中穿过，为
我们发展蜂糖李产业带来了极大便
利。”杨昌志说，今年他家种植的蜂糖李
共收入50余万元。

在杨昌志的带动下，关口村不少村
民也大面积种植蜂糖李，村民罗朝光种
植了 80多亩蜂糖李，今年收入 40余
万元。

“四大寨乡坚持产业振兴助推乡村
振兴的发展思路，结合各村实际进行科
学规划，在坡耕地丰富、日照充足的喜
凯、缴卜、茅草、关口、高坪、喜档等村，
大力发展蜂糖李、脐橙、柑橘等精品水

果产业，形成坡坡花果山、户户有增收
的良好发展格局。”四大寨乡人大主席
王丰志说，目前，全乡种植有蜂糖李1.6
万亩、脐橙5000亩、柑橘1000亩。

菜畦如画民增收

冬日，落城村坝区蔬菜田里，一旁
的工人正在翻地、播种、管护菜苗，另一
旁的工人在收割、搬运蔬菜……

“收割菜心按每斤0.6元计酬，一天
收割500斤，可挣300元，比外出打工
强多了。”村民杨春芬说。

去年6月，牛场村村民韦小辉返乡
后，引进深圳市惠实康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利用落城村坝区资源发展蔬菜产业。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落城坝区建成
了1200亩蔬菜园，种植的菜心、芥蓝、
上海青等蔬菜运到粤港澳市场销售。
目前，该蔬菜园有固定工人300余人。

韦小辉拿出的一张12月20日收割

菜心的账单显示，工人谢顺妹收割秋香
菜745斤计酬372元、工人付江龙收割
尖叶大中菜心255斤和秋香菜672斤
计酬489元……坝区蔬菜园让不少群
众实现了就业增收。

鱼跃人欢好风景

“噜嘎渔场养殖的生态鱼，主要销
往成都、重庆、仁怀等地，花䱻的批发销
售价为13元每斤，其余品种的生态鱼
平均批发价不低于10元每斤。”噜嘎渔
场生产负责人刘安全说，截至目前已销
售20万斤，共收入250万余元。

2022年，四大寨乡依托噜嘎水库
水资源，由贵州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贵州嘉禾香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出资，组建贵州云湖众鑫现代渔业
有限公司负责实施SPV渔业项目——
噜嘎渔场。该渔场在噜嘎水库建成漂
浮式内循环槽60条，养殖花鲢、花䱻、

丁桂、鲈鱼、鳜鱼、斑点叉尾鮰鱼等品种
的生态鱼。

目前，该渔场可以销售的生态鱼约
30万斤，价值400余万元；另有鱼苗投
放不久，尚未销售的生态鱼预计价值80
万元。

“噜嘎渔场常年务工人员10余人，
临时用工 800 人次。固定工人月薪
3000余元；临时用工以100元一天计
算，每月支付临时工工资8000元。”四
大寨乡党委书记谢端治说，在利益联结
方面，该渔场按照“4411”分配方式，将
股份红利中的40%用于项目区农户分
红，40%用于公司分红，10%用于壮大
村集体经济，10%用于帮扶防返贫监测
对象。

甜蜜事业幸福来

近年来，森林覆盖率高达71%的四
大寨乡，依托良好生态资源提供的蜜源
条件大力发展林下蜂产业，在全乡建成
12个林下养蜂养殖点，共养殖林下蜂
5000余箱。

在纳容村林下养蜂点，管理员吴光
学正小心翼翼地揭开一箱蜂，焦糖色的
蜜糖从蜂脾滴落而下。

“现在收割的蜜糖，是蜜蜂到山上
采集五倍子花、野刺花、小叶树花、野草
花酿成的蜂蜜，入口微苦浓香。”吴光
学说。

“为让养殖林下蜂产业提质增效，
四大寨乡建成了一条蜜糖加工包装生
产线，把每年收割到的百花蜜、五倍子
蜜、槐蜜等进行分类提纯包装，通过网
络平台‘线上、线下’销售到全国各地。”
谢端治说，今年，全乡12个林下养蜂点
预计可收割蜜糖5万斤，以平均100元
每斤计算，总产值约500万元。

在普定县补郎乡便民服务中心综
合接待窗口处，“办不成事反映接待窗
口”格外引人注目。“截至目前，‘办不成
事反映接待窗口’接收并解决群众办不
成事项70余次，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
誉。”窗口负责人王高玮介绍，通过该窗
口真正实现“办不成事”的“兜底办理”，
切实提升了服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据介绍，为加强政务服务便民化、
解难题、办实事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
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郎乡结合实际，通
过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整合“办不成事
反映接待窗口”，切实提升服务效能，帮
助群众解决难题。“办不成事反映接待
窗口”收到群众来信来访、各村上报的
办不成事项、上级部门交办的相关事项
及各站股交办的代办事项，按照分级分
类原则建立台账反馈到乡网格化管理

服务中心；乡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根据
反馈的台账开展研判分析，并派单到相
应的职能站股及村限期办理并反馈办
理结果形成闭环。

今年11月，上寨村网格员罗贤敏将
该村村民王子龙家断水一事向窗口反映，
经了解，是因为王子龙家拖欠水费太久，
自来水公司才将他家断水。经过补郎乡
水利站协调之后，王子龙家缴纳了所欠水
费，自来水公司及时为他家恢复了供水。

“小窗口”解决“大难题”。补郎乡
党委委员，副乡长余福斌表示，“办不成
事反映接待窗口”设立以来，进一步推
动了乡村治理精细化，切实为群众办好
了民生实事。下一步，补郎乡将继续发
挥好“办不成事反映接待窗口”作用，改
进、创新服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提升
办事效率。

普定县补郎乡：

“办不成事反映接待窗口”为民解难题
□本报记者 李伟 实习记者 郝媛

本报讯（记者 高智） 12月25日，
关岭自治县2024年“暖冬促就业·就业
援助”暨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在
该县百合街道同心社区举行。

招聘会当日，前来咨询、应聘的
求职者纷纷到各家招聘企业的展台
前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发展前
景等情况，积极寻找适配岗位。各家
企业的人事专员向前来咨询的求职
者解答各类问题，对符合企业要求的
求职者抛出“橄榄枝”。

“这次招聘会很接地气，刚刚面试
了几家企业，适合我的岗位还是比较多
的。”前来求职的群众陈应发今年47岁，
学历不高的他在招聘会上找到了不少
适配的岗位。

此次招聘会旨在促进广大农村劳
动力、脱贫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等群体稳定就业，扎实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这家企业来自广州市花
都区，他们招聘蓝莓采摘工人，
门槛不高，工资不错，有意向的

朋友可以到现场或者加群了解一下
……”另一侧，关岭自治县零工市场的
工作人员正在“线上”同步开展岗位直
播推介。

“此次招聘会共有52家企业参与，
其中现场有17家，‘线上’有35家，有医
生、护士、快递员、玩具生产操作员、电
商平台推广员、蓝莓采摘工、秀珍菇采
收工等各类岗位200余个，可以为上千
名群众解决就业。”关岭自治县零工市
场负责人佘万芸表示，“线上+线下”同
步进行岗位推介，让招聘会的影响力、
覆盖面有了质的提升，接下来计划在春
节前后开展专场招聘会，并开展直播带

“岗”进企业等活动，用新思路、新方式
去搭建招聘企业和求职人员之间的新
桥梁，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优质
岗位。

关岭举办2024年“暖冬促就业·就业援助”暨
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周婷） 今年，农行安顺分
行全力推进存款保险宣传工作，在全市
范围内针对重点地区与人群，开展了形
式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

农行安顺分行辖内网点员工积极行
动，通过厅堂“微沙龙”，以及深入乡镇、
学校、社区、企业和政府机关等，就公众
关心的“存款保险最高赔付额度”“缴费

主体”“保险概念与保障范围”等问题，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存款保险知
识，助力市民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正
确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农行安顺分行将持续推动存款保
险宣传常态化，不断提升安顺地区居民
对存款保险的认知水平，守护百姓“钱
袋子”。

安顺农行：

积极开展存款保险宣传 守护百姓“钱袋子”

紫云四大寨乡：

“四有”模式多元增收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双堡镇思源小区：

工厂开在家门口 群众就业稳增收
□本报记者 詹艳 实习记者 郝媛 文/图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猴场乡仙马村：

肉兔养殖拓宽致富路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仙马村养兔场

本报讯（记者 胡典 实习记者 陈思
雯） 12月26日，2024年安顺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暨“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
州”活动培训会召开。

当天，观摩组一行先后到安顺经开
区春雷社区青松居委会、安顺经开区星
光社区服务中心学苑社区，西秀区东街
街道东街社区、马槽社区等地进行现场
观摩，全面深入了解各观摩点“文明在行
动·满意在贵州”活动开展情况。

培训会上，市创建办相关负责同志
对“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进行

业务培训。
会议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抓“队

伍”，增强凝聚力；要抓“阵地”，增强吸引
力；要抓“活动”，增强影响力；要抓“项
目”，增强创新力；要抓“宣传”，增强传播
力；要抓“机制”，增强落实力，确保全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高质量推进、取得
更大成效。同时，围绕“文明旅游”“文明
村镇”“文明社区”“文明街市”“文明交
通”“文明窗口”“文明公厕”七大行动开
展工作，扎实推进“文明在行动·满意在
贵州”活动。

2024年安顺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暨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贵州”活动培训会召开

工人制做雨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