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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郭黎潇） 10月 18日，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对辖区一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出售鸡蛋未开具《食用农产品承
诺达标合格证》依法作出处罚，这是安顺
市对未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首张
罚单。

据了解，自 2023年 1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式实施以
来，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已作
为落实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的一项
重要措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是农产品产地准出、质量安全追溯的重要
载体，通过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查看产品
的名称、产地、生产者、承诺内容、承诺依
据等信息。

今年8月24日，省、市、区三级联合检
查组到西秀区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
检查中，发现西秀区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出售的鸡蛋未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
标合格证》，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
求该合作社限期完成整改。10月 11日，
市、区两级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执法
检查，发现该合作社未按要求整改。10月
18日，西秀区农业农村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
规定，对该合作社处 150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案件已执行完毕，这是安顺市对未依
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首张罚单。

据悉，截至目前，安顺市共有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 1008家，已开具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27.1458万张。

落实食用农产品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西秀区农业农村局
开出首张罚单

建筑古朴，碉楼林立，走进位于西秀
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虽然外围已建
起新村，但古村落里仍保留着600多年前
的原始风貌，循着纵横交错的巷道走进
村落深处，历史感扑面而来，仿佛一朝穿
越明朝。

据了解，鲍家屯村是建设最早的屯堡
村寨之一，距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被誉
为“大明屯堡第一屯”，屯堡文化底蕴深
厚，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迹。

作为军屯演变而来的村寨，鲍家屯
村规划布局奇特，呈“八阵图”布局，具有
浓厚的军事色彩，展现出鲜明的屯堡特
色。此外，鲍家屯村古水利工程设施历

史悠久，几百年来一直为当地解决农田
灌溉及村民生活用水等问题，因其体系
科学，保存完整，至今仍惠泽子孙，被专
家称为“黔中都江堰”，备受世人关注，如
今成为鲍家屯村的旅游热门打卡点。

鲍家屯村还保留着多项传统民俗，
除了屯堡服饰、地戏、抬汪公等，还有丝
头系腰制作、鲍家拳等特有的民风民
俗。“目前，村民们还自发组织团队跳地

戏以及表演鲍家拳，团队约15人，其中最
年轻的成员有20多岁。”鲍家屯村党支部
书记范中任告诉记者，这些习俗因为年
轻人的加入，得以很好地传承。谈及丝
头系腰，范中任说：“这是屯堡妇女服饰
中的腰带，是一门耗时很长的纯手工工
艺，这门手艺也是鲍家屯村不外传的绝
技，其精美的工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购买。”

别具一格的屯堡构建、古意盎然的人
文风物、悠悠历史古韵的大明遗风……屯
堡文化在这个古村落的积淀，成为支撑鲍
家屯村发展旅游的浓厚文化底蕴。

“截至目前，鲍家屯村大约接待游客
70万人次，主要集中在每年的油菜花节以
及‘五一’、国庆等节假日。”范中任说，随
着鲍家屯村旅游发展，一些村民利用自家
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还有一些村民销售起
当地土特产，借助旅游实现了增收。

屯堡文化资源作为安顺特有文化资
源，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对此，范中任表示，鲍家屯村作为
屯堡文化古村寨，将挖掘屯堡文化资源，
目前村里正在与多家公司洽谈，希望通
过引入专业化运营管理模式带动鲍家屯
村旅游产业发展，把鲍家屯村独特的魅
力展现在游客面前，让屯堡古村落焕发
新活力。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

大西桥镇鲍家屯村：

文旅融合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早报记者 罗含瑶 文/图

鲍家屯村古建筑鲍家屯村古建筑

“有杨苹在，平时感冒摔伤，不用搭
乘客车去镇宁县城的医院，找她就好
了。”看着刚为自己做完检查的村医杨
苹，韦大爷赞不绝口。

杨苹是镇宁自治县良田镇乐运村的
村医，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镇宁自
治县人大代表。近日，良田镇正在组织
开展乡村振兴入户走访，良田镇人大号
召辖区各级人大代表积极主动参与入户
走访，与别的干部不同的是，杨苹不只带
了笔记本，还背了医药箱，以便走访时给
村民送诊。

在良田镇，还有多名和杨苹一样的
乡村医生，他们既是乡村医生，也是扎根
基层的人大代表，送诊过程中发现村里
有矛盾纠纷，他们换上笔记本，了解协调
问题。定期走访中发现群众有小疾小
患，他们又背起医药箱，为村民们检查身
体，宣传健康知识……

通过随访送诊，村民在家就能享受
到安心的医疗服务。在送诊的同时，这
些村医们也在积极履行人大代表的职
责，了解村民务工、孩子上学等情况，宣
传相关政策，随时化身政策讲解员、矛盾
调解员、群众代言人、健康守护人，通过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把人大工作谋在关键处、干在点子
上，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乐运村一户村民因遭遇突发事件，

六口之家一夜之间失去了顶梁柱。“嫂
子，我和驻村工作队来看看你，给你带了
营养包。家里需要什么帮助，你慢慢
说。”了解情况后，杨苹和驻村工作队一
起帮助该户申请办理低保，让他们有了
生活保障。

纳亚村村里有病卧的老人，安顺市
人大代表杨光珍会定期带药去看望他
们：“很多老人舍不得花钱，小病忍着，拖
成大病，给他们看病合理用药、合理治
疗，最大限度降低费用，老人才放心就

诊，说真实的病情。”
良田镇人大代表刘厚礼是乐丰村村

医，他会把平时随访中发现的问题记录
下来，为大家开办中医药知识讲座，普及
健康知识，引导大家养成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

一桩桩、一件件的为民实事，赢得广
大群众的支持和信赖，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接下来，良田镇将进一步发
挥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作
用，拓宽联系渠道，搭好民意“连心桥”。

“双重身份”的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早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杨苹为良田镇乐运村村民检查身体杨苹为良田镇乐运村村民检查身体

早报讯（记者 胡典）近日，“机动车
交通事故‘一站式’纠纷调解工作站”在安
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直属一大队成立。

据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一站式
’纠纷调解工作站”由法院、交警、保险
等多家部门联合成立，形成公安机关的
行政调解、法院确认、保险理赔“多联
动”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处机制，推
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通为群众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该“工作站”旨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以及行业调解功能，发挥司法调
解专业性、高效性优势。有效引导当事人
依法、理性维权，方便交通事故当事人“一
站式”处理纠纷，让群众少跑腿、事故纠纷
早解决、受害方及时得到赔偿，最大化将
交通事故处理矛盾化解在基层。

机动车交通事故“一站式”
纠纷调解工作站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