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推进“六大战略”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 邓雾军）近日，绥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举行“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示范店（企业）授牌仪
式，为67家经营单位授牌。

今年以来，在“信用承诺、诚信经营、放心消费”主题
实践活动中，绥江县共有 44家个体店和 23家企业荣获

“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示范称号。
开展“信用承诺、诚信经营、放心消费”主题实践活

动，旨在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使消费
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为推进
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促进经营
单位诚信经营，绥江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
能作用，制定工作要点，拟定管理办法，编印宣传资料，
动员广大商户和企业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营造了诚信经
营、放心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

绥江67家经营单位
获“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示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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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 文/图）金
瓜村种植的党参成“金参”。日前，记
者来到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金瓜
村采访时看到，当地村民正忙着采挖、
装袋、运输、冲洗、晾晒党参。在一处
宽敞的院坝旁，10多个村民正忙着拆
开口袋倒出党参，其他村民正用高压
水枪冲洗党参……一派繁忙的党参收
获景象。

为大力发展党参产业，当地干部做
给群众看，带领群众一起干，今年，金瓜
村委会干部苏元兵投入20多万元，流转
该村平山顶土地种植党参50亩，收入
60多万元；青岗岭乡大营村7组村民刘
永富流转金瓜村摇篮树自然村土地种
植党参、当归等中药材500亩，实现收
入300多万元，并支付给当地村民务工
费100多万元。当地种植大户王太宪
流转土地连续种植了 8 年的党参，今
年，他种植了党参、当归150亩，实现收
入200多万元。

村民流转土地后，党参种植大户
又把村民“请”回党参基地里锄草、施
肥、采挖等，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增
加收入。目前，该村党参产业已从单
一的种植发展成为集育苗、基地建设、

技术培训、配送和储藏、收购、销售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也成为金瓜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
的一项特色产业。同时，有了种植大
户负责收购党参，解除了村民的后顾

之忧，村民可放心种植党参。
金瓜村平均海拔 2100米，村民种

植玉米、洋芋收入低，如种植洋芋，每
亩收入仅 3000 元左右；如今种植党
参，平均每亩收入1.2万元左右。金瓜
村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土壤资源优势，
为该村发展党参产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如何充分利用高海拔区域
的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青岗岭乡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为金瓜
村找到了一条发展党参产业之路，通
过组织发动大户带动、党员干部示范
引领等，引导群众大力种植党参，今年
已带动全村 210 户农户种植党参、当
归等中药材4000多亩，实现收入3800
万元，大大促进了农民增收。

干部做给群众看 带领群众一起干

青岗岭乡4000亩中药材成“香饽饽”

本报讯（通讯员 胡基隆）初冬时节，随着气温逐渐
转凉，彝良县角奎街道 3000亩冬小麦陆续进入分蘖期，
长势喜人。

“这是刚出的小麦新苗，都带有两三个分蘖。”12月6
日，正在地里指导农户科学种植的角奎街道经济发展中
心工作人员唐代静介绍，“小麦的分蘖期是决定苗穗数的
关键期，是冬小麦后期产量的重要保障。我们会跟踪服
务，指导村民做好小麦冬灌、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
明年粮食增产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在角奎街道龙石村的冬小麦地里，连片冬小麦发芽
吐绿，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嫩绿色的“地毯”，孕育着丰
收的希望。

“我今年种了 10亩冬小麦，现在已经全部出苗。最
近，农技人员每天都到地里指导我们进行冬小麦田间管
理，有了他们的帮助，我相信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龙石
村村民周维虎开心地说。

为确保冬小麦产量及种植户增产增收，连日来，角奎
街道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冬小麦
田间管理，确保冬小麦安全越冬，为提高冬小麦产量和品
质打下基础。

角奎街道3000亩冬小麦

进入分蘖期

好的教育，需要把理论与实践结
合起来。近年来，各地多措并举，大
力推动产教融合。推动工程技术人
员、高技能人才、管理人员、能工巧匠
等到教学一线去，把实践中积累的经
验技巧、生产所需的操作要领传授给
学生，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
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这是产教
融合的目标所在。

从新手到熟手再到专家，是一个
漫长过程。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
傅”，往往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也是职
业学校急需的人才。更加注重实际
能力和贡献，将是否胜任作为选聘的
首要条件，采取灵活选聘方式，拓展
兼职聘任的对象范围，才能不断拓宽

产业导师进校园的渠道，让更多能工
巧匠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展身手。

激发人才活力是道“共答题”，要
建立健全激励和评价机制，调动参与
各方的积极性。把选派兼职教师的
数量和水平作为认定产教融合型企
业、享受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将兼
职教师的聘请与任教情况作为学校
教师队伍建设和办学质量考核的重
要内容，有助于形成企业愿意派、教
师愿意来、学校愿意招的良性循环。
自 2016 年起，阜阳技师学院在沿街
场地建设厂房，以“课时抵房租”的方
式吸引汽修、汽配企业入驻厂房。入

驻企业的员工只需每学期在该校汽
车专业完成相应课时授课，厂房租金
就将以课时费形式返还给企业。这
一举措吸引了更多技能人才进校园，
也让学生接触到行业最新知识。实
践证明，找准利益契合点，促进多方
共赢，才能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

进一步说，“师傅”进了校园，倘
若评价不科学、标准不统一，缺乏施
展才华、升职进阶的通道，也会逐渐
失去动力。如果技能人才只是每年
去学校开一两次讲座，学生很难从他
们身上学到真本事。要推动更多企
业把在职业学校兼职人员任教情况

作为其评优评先、职称职务晋升的重
要参考，提升人才的职业归属感和荣
誉感；也应鼓励职业学校采取灵活多
样的分配方式，合理确定工作报酬，
充分体现兼职教师价值贡献。进一
步完善相关制度，给技能人才创造施
展才华的舞台，给予相应激励，才能
更好地调动他们进校园的积极性。

能工巧匠上讲台，匠心精神薪火
传。随着《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
法》修订印发，“师傅”变“老师”的渠道
更加畅通，职校用人管理更加有据可
依、规范全面，必将有更多学生在产业
导师的帮助下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让更多能工巧匠上讲台传技艺
韩小乔

◆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近年来，镇雄县公安局赤水源派
出所树牢“赤水之源·生态警务”理念，
坚持把赤水河保护作为政治责任抓牢
抓好，以“一江清水、两岸青山”为己
任，守护着一隅山水，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构建起群防群治保护体系。

护绿而为 宣治结合
初冬的赤水河碧波荡漾、鱼翔浅

底。在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山溪
间，赤水河源头巡护工作站生态义警
肖祥宣正和同事进行日常巡护。

2021年，肖祥宣与朋友因在赤水
河捞鱼被赤水源派出所查处。案件办

理中，民警胡晓不仅给予他生活上的
关心照顾，还耐心细致地向他宣讲相
关法律法规，鼓励他加入到保护赤水
河的行动中来。

“我们不仅要巡查是否有破坏水
域生态的违法行为，更要向村民和过
往游客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宣传。”
肖祥宣在民警的引导下，不仅认识到
捕捞行为的危害，还激起了保护赤水
河的责任感。经渔业主管部门同意，
他和朋友一起购买了价值 7000 元的
鱼苗放流到赤水河，并在去年主动申
请加入赤水源派出所“生态义警”，义

务与民警一起巡河、护河。
如何让更多捕鱼人变护鱼人，守

护好赤水河一江清水？
“我们把生态警务当作民生警务、

主动警务，重拳打击违法行为。”赤水源
派出所所长罗谦说，除了加大打击、治
理、宣传、保护力度，还注重法治宣传与
警示教育同行，助推生态保护常态化。

“以前大家不熟悉生态保护的重
要性，参与积极性不高。”胡晓说，近年
来，派出所通过院坝会、小喇叭、微信
群等方式，以案说法、以事讲法、以规宣
法，引导广大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

法、用法，动员群众举报生态环保领域
违法犯罪行为。

3 年来，派出所范围内实现了非
法捕捞案件零发生，村民们从不敢捕
转变为不想捕，共同呵护水清河畅。

近年来，赤水源派出所采取1名社区
民警和老党员、巡河员、护林员、警务助理
等组成的“1+N”模式，组建普法宣传小分
队，紧盯主干道、山间河边、家门口、手机
端4个阵地开展全方位宣传，发放宣传
资料1.2万份，张贴宣传横幅、警示牌115
条（块），召开群众会86场次，不断提高
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下转第2版

眼下，永善县务基、桧溪、黄华、
永兴等乡（镇、街道）的3.2万亩脐橙
陆续成熟。12月6日，笔者走进务
基镇八角村脐橙园，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的脐橙挂满枝头，在冬日暖阳
的照耀下，一个个金黄的脐橙散发
出诱人的香甜味道，令人垂涎欲
滴。果农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忙着采摘、装箱、转运，现场一派繁
忙的景象。

近年来，永善县依托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优势，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大力发展脐橙产业，通过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构建脐橙
产业链，助力果农增收。

通讯员 黄 桦 摄

◆通讯员 朱 鹏 杨 超

仲秋时节，威信县罗布镇簸箕村，稻田里金灿灿的
谷穗随风摇曳，房前屋后的香桂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
气，整个村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

这幅美好的画卷是如何绘就的呢？这还要从村里
通往外界的主干道说起。

就在一年前，这条路还是一条“泥丸路”，三步一坑、五
步一塘，行车损伤大，外面的车不敢来，地里的农产品运不
出去，村民收入上不来，簸箕村的致富路就这么断了。

2022年8月，威信县被纳入云南省基层小微权力“监
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县。平台刚上线没多久，簸箕村村
民就向平台“吐露”了这件烦心事，请求县纪委监委帮助
协调修复硬化路。

“群众有困难，纪检监察机关不能坐视不管。”了解
群众的诉求后，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联合县交运部门进
行了现场核实。

到了现场才发现，实际情况远比群众反映的更恼火。
这条路不仅是簸箕村最主要的对外通道，也是附近

2个村的致富干道，涉及上万人的生产和出行。
原来，这条路是建设宜毕高速公路时修建的施工便

道，由于土石方运输量大，重车反复碾压，致使路面严重
受损。加之山区地形陡峭，降雨量大，在流水冲蚀下，路
况不断恶化，造成了有路却不通的局面。

“群众的苦，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做梦都想把
路修好，可财政吃紧，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面对县
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罗布镇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面
露难色，言语中也尽显愧疚。

“镇里的困难我们也听说了，再苦不能苦群众。钱
的事情，咱们一起来想办法。”在县纪委监委的督促下，
县交运部门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专题汇报。

道路交通是民心工程，关系民生大计。威信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在县财政面临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挤
出了560万元资金，启动了该条道路的修复硬化工程。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这条9.1公里的公路焕然
一新。

“路修好了，三轮车直接开到田边，不再肩挑背扛，
省时又省力。”

“道路边坡加固了，孩子上学安全了许多。”
门口的路通了，心里的路也通了。如今，簸箕村群

众脸上的愁云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幸福的笑容。

永善

金黄的脐橙
好“丰”光

幸福路通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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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警察蓝 一河赤水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