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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三分在建，七分在
管。清晨 7点，红花岗区忠庄街道城
建中心的 10多名队员穿着蓝色制服，
穿梭在辖区街头巷尾，为扮靓市容市
貌努力。

“路边不能随意张挂广告牌，门前
堆放的物品也要及时清理。”在忠庄街
道塘坊市场，城建中心城管人员正针
对商户门前乱堆、乱摆、乱挂等现象进
行集中整治，并督促商户积极落实“门
前五包”责任制，共同维护市容秩序。

忠庄街道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上持续发力，坚持日常巡查和

集中整治相结合，全面加强对流动摊
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现象的排查力
度。同时，深入背街小巷，全面清理破
损喷绘、“野广告”、路面垃圾、空中飞
线等，精细化市容整治工作。

“市场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在这儿
开店也觉得舒心不少，维护好店铺门
前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看着周
围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商铺经营者粟
女士非常感慨。

此外，忠庄街道加大对人行道上
违法停车的管理力度，在东欣大道、共
青大道、吾悦广场周边等重要路段施

划停车泊位，规范非机动车辆停放秩
序，共计在辖区增划非机动车停车位
188个。

据了解，忠庄街道将坚持推动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常态化、长

效化，继续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上下功
夫，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发现问题立
行立改，为市民群众营造整洁、优美、
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

（陈淑兰）

忠庄街道：精细化管理提升“颜值”

☆政务简报
■ 9月10日上午，遵义市红十字会改革工作推

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汪海波，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润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承东，
市政协副主席、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陈晓灵出席
会议。

她用微笑关注孩子，用真心接近
孩子，用智慧教育孩子，用细心守护孩
子，用恒心陪伴孩子，用爱敲开孩子紧
闭的心门，让这群特殊的孩子在爱的
暖流中绽放笑容……她就是务川自治
县特殊教育学校听障九年级班主任兼
数学科教师石慧芬。

2000年 6月，石慧芬毕业于安顺
师范学校。自参加工作以来，她一直
从事特殊教育，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
每一个孩子，付出了百倍的细心、爱心
和耐心，帮助孩子们树立起自信心，得
到了学生的爱戴、家长的肯定、同行的
好评。在爱的坚守下，石慧芬先后获
得贵州省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全国优秀教师、遵义市首届“最美
教师”、贵州省第六届特殊教育优质课

大赛一等奖等殊荣，实现了在特教事
业上的美丽飞跃。

在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们除了学
习语文、数学这些文化基础课之外，还
有一些特色课程和康复课程，如口语
训练、肢体康复、综合实践……为了让
学生们更易理解、掌握知识，引导他们
在学中玩、玩中学，鼓励学生们多思
考，石慧芬特别注意自己说话的口型，
就连表情幅度也都夸张放大。她还利
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图片、游戏、
演示等方法，让学生觉得学习是一件
快乐的事。

周末放假时，石慧芬会和这群特
殊的孩子一起坐公交车、到医院、进菜
市、逛商场等，教他们学会看病、购物、
寄快递等基本生活能力，并带领他们

走进敬老院、社区开展活动，帮助他们
融入社会。慢慢地，学生们通过写字、
用手机打字、比划等方式学会了与外
界交流，学会了自立，并树立起对生活
的信心，他们不断进步，对石慧芬的感
情也越来越深。

在石慧芬的班里有一个叫小立的
女孩，初来校时，她整日默默流泪、不
言不语。为了给她安全感，无论多忙，
石慧芬都要亲自带着她，晚上哄她入
睡，就连擦地、端饭也用另一只手牵着
她。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周过去
了，小立主动跟石慧芬“说话”了！她
告诉石慧芬，她很想妈妈，而她的妈妈
在外面打工，石慧芬告诉她：“孩子，老
师喜欢你，石老师给你当‘妈妈’好
吗？”得知石慧芬要给自己当妈妈，小
立兴奋地用不太清晰的声音喊出了一
声“妈妈！”而这一声呼唤，让石慧芬久
久不能平静。

“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
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
不闻，有行为却总与你的愿望相违
……”作为“星星的孩子”，小豪总是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刚开始上课时，
老师们的一些简单指令他都不能完

成，但石慧芬并没有气馁，她查阅了很
多资料，发现小豪可能是理解不了复
杂的语言。于是，石慧芬尽量简化自
己的语言，并在组织教学时通过鹦鹉
学舌似的对话，不断重复一些简单的
指令，帮助小豪反复练习。尽管简单
的点名，小豪差不多用了一个学期才
学会，可石慧芬还是很激动，她知道，
对于特殊儿童而言，一点点进步都弥
足珍贵。有一天早上，小豪的奶奶高
兴地告诉她：“石老师，石老师，小豪昨
晚弯腰时帽子盖住了头，他终于说话
了，说了两个字‘帽子’。”石慧芬看到
奶奶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一瞬间她的
眼眶也湿润了。

2018年，石慧芬当选为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石慧芬把

“进一步关心特殊群体学生就业问题、
推广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将自闭
症的康复经费纳入医保、加大手语翻
译人才培养力度”等建议带上两会，并
积极传递着残疾朋友的心声，用行动
践行人大代表职责，尽最大的努力去
帮助他们。她相信，这些建议就像是
梦想的种子，一定会在特殊孩子的心
里生根发芽。 （记者 赵婧耘）

让爱与责任同行
——记务川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石慧芬

（上接一版）
鉴于珠海的区位优势，珠海—遵义东西部农业协

作，眼光应不局限于珠海。如何利用珠海之“海”出
“海”，把两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建立农业长效协作
机制，携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前期的积极对接、沟
通交流中，两地已作出一些思考和探索。

搭平台，推动“黔货出山”———
来自遵义的鲜活农产品，可依托珠海农控农产品

物流园有限公司、珠海溢丰农产品有限公司等企业，通
过珠海供港澳蔬菜加工配送中心分拣后直供港澳，为
港澳地区，以及珠海的学校、医疗单位、政府机构食堂、
酒店等提供农产品配送服务，助推遵义农产品借船出
海，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销售市场。

强对接，助力产业协作———
邀请珠海市大型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电商企业、供

应链企业等流通主体，走进遵义生产基地，构建渠道和
资源合作机制，推动我市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生产基地等与珠海跨区域合作，以协作促合作，以产业
发展推动群众持续增收。

增动力，推进消费协作———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推动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围绕菜篮子基地建设、消费协
作、展示展销等重点事项，引导珠海横琴跨境说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德乐贸易有限公司、珠海
至优农产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参与遵义农产品
经营，拓宽销售渠道。

山海相连，粤黔情深。当跨越千里而来的资金、人
才、资源等交汇，利用珠海之“海”出“海”，珠海—遵义东
西部农业协作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行越远。

（记者 查静）

借“海”出“海”
大有作为

9月初，绥阳县洋川街道雅泉社区
辣椒种植基地里,村民们忙得热火朝
天，他们利落地把挂在枝头鲜红的辣
椒摘下，放在背篓里。背篓装满，大家
背起穿过田埂，将辣椒送到基地旁边
的收购处。

“这是最后一批辣椒了，现在已
进入采摘后期。”绥阳县雅泉小康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孝强介绍，基
地占地面积约 300亩，从 7月开始就
收购辣椒，每天最少收购 6吨以上鲜
辣椒。“今年收成不错，辣椒除了卖到
县城，还卖到了重庆、成都，预计今年
收入60万元。”

雅泉社区辣椒基地的丰收，是绥
阳县各个辣椒基地的缩影。

“绥阳一直以来都有种植辣椒的
传统，气候温和、土壤适宜，是贵州优
质辣椒主产区及黔北辣椒种植核心
区。”绥阳县农业农村局果蔬工作股辣
椒推广研究员曾令明介绍，辣椒产业
是绥阳椒农的摇钱树，增产增收一直

都是工作的重心。
如何将绥阳辣椒产业做大做强？

绥阳县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绥阳县将辣椒产业作为

主导产业，全力组织开展辣椒换种工
程，大力推广“遵辣”系列品种，积极加
强地方特色品种“绥阳子弹头”“黄杨
小米辣”的保护与开发；积极创建辣椒
质量追溯体系，打造统一品种、生产、
品牌、销售的国家级优质辣椒标准化
生产示范区，大力推进辣椒产业向集
约化、标准化、商品化发展。

同时，由政府对辣椒产业从农资、
种植、生产标准、回收标准、价格指数
等全方面进行调控，并提供相应保险
政策支持，深入集中开展金融服务，引
导责任单位、椒农、合作社、公司、银行
进行全员参与，确保各方受益。

“龙头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职
业椒农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
是辣椒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中
的主要环节。”绥阳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郑德权介绍，要继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引进龙头企业，培育一批辣椒
贸易企业、经销商和职业经纪人，参
与辣椒生产、收购、销售等经营活动，
推动产业资源整合、组建辣椒产业联
盟，形成覆盖生产、加工、包装、仓促、
流通各环节的产销经济实体，全面提
高辣椒加工、生产能力、辣椒产业全
面提档升级。目前，全县建有 23条辣
椒烘干线，辣椒烘房 200余间、辣椒规
模加工企业 14家，日制干鲜椒能力达
400余吨。

产量上来了，销售的步伐也从未
停下。绥阳县鼓励支持各企业通过大
型电商、微商、农村电商网络等平台，
扩大绥阳辣椒销售，建设线下体验点，
将“传统销售”模式发展为“现代商贸
物流”，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拓展辣椒
产销渠道。

随着市场稳步扩张，绥阳县通过
“公司+合作社+经纪人+职业椒农”模
式，逐级签订订单合同，将“鸿泰”“贵

山红”“黔味园”等龙头企业的鲜辣椒
销往重庆、贵阳等地，干制辣椒通过
各个合作社，销往天津、成都等省外
市场。

为了不断加强绥阳辣椒的竞争
力，今年绥阳县在洋川、郑场、枧坝、
黄杨等 8个乡镇（街道）实施了辣椒绿
色高质高效标准化栽培示范项目。

“其中，以黄杨为代表的核心示范基
地，通过科技提纯复壮、杂交改良，亩
产鲜椒达 1400公斤，增产 26.6%。”曾
令明说。

截至目前，绥阳县已种植辣椒 30
万亩，其中集约化育苗移栽 15万亩，
订单种植面积 15万亩；建设各级示范
点 20个、培育辣椒专业镇 2个、培育
辣椒专业村 6个；计划培育职业椒农
6500人，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体
化的辣椒产业化发展格局。今年，预
计辣椒总产量 42.48万吨，总产值达
14亿元。

（记者 徐茂豪）

绥阳30万亩辣椒喜获丰收
预计总产值达14亿元

白露过后，各种果实开始成熟。在务川自治县
石朝乡大漆村香榧基地，漫山遍野的香榧树整齐
排列，阵阵山风拂来，满树香榧果恣意飘动。田间
地头，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采摘香榧果，欢声笑语
不断。

“这些香榧树已经种植七八年了，这几年开始初挂
果，效果还不错，再过三年，每年挂果量将会成倍增加。”
贵州务川务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立平指着一
棵棵人一样高的香榧树说。

放眼望去，蓝天丽日下村庄秀美如画，沥青路
将郁郁葱葱的香榧基地、加工厂和农家小院连在
一起。

走进加工厂，村民田维英正在剥香榧果核，她指着
身旁装满一筐的果核说：“昨天刚采摘下来，大约有 200
多斤，帮公司采摘每斤 2块钱，另外我家也种了 300多
棵，等着再过几年就可以挂果了。”

石朝乡当地人种植的香榧树，是引进浙江多年培育
（嫁接而成）的优良品种。“这里的海拔、土质和环境特别
适合种植。”周立平介绍说。

“为人不坐高山山,秋冬四季把门关,一天三碗包
谷饭,肚皮烤起火斑斑。”当地民谣说的就是石朝曾经
穷苦岁月的写照，这里平均海拔 1100米，是典型的边
远高寒山区。如何在山地居多，环境艰苦的环境下发
展产业，还要保护好生态？因地制宜发展山地作物成
为当地的首选，而种植香榧、金银花等经济作物正是
重要内容之一。

香榧被誉为“坚果中的爱马仕”，至少需要五年种植
才开始初挂果，一旦挂果，年年都有收成，寿命长达数百
年，甚至上千年。漫长的生长时间，导致市场供不应求，
种植户完全不愁销路。香榧青果外观犹如橄榄模样，剥
开青色外皮，里面包裹着香榧种子。除了可以提供种子
之外，香榧树的木材也是好东西，在《中国植物志》里记
载香榧木材为建筑、造船、家具等的优良木材，从内到外
都是好材料。

市场前景好，价格销售高，村民们种植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今年预计采收 5万斤青果，都说香榧树可传千
年，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呢！以后的产量会越来越高的。”
周立平说，种植香榧用地大多数是坡地，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还保护生态环境。

现在，石朝乡每块山坡边地上，都种满了香榧树和
金银花。据统计，2017年石朝将香榧作为群众的致富产
业来发展，从开始 2万亩，到如今 5.1万亩，覆盖了 2300
多户群众，还组建产业专业合作社，采取“长+短”模式，
在香榧基地里套种辣椒，既管护了香榧，又让村民新增
一项产业收入。

（吴浩宇 徐飞）

高寒山区果飘香
香榧助石朝果农开启致富之旅

9月9日，由遵义市总工会指导，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遵义市分公司、淘优卖（贵州裕沛元科
技有限公司）以“帮扶地方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
主题，举办了遵义市“一县一品”工会专场直播活
动，为全市农特产品搭建了销售平台。

据了解，本次直播活动挑选了各县（市、区）
的40款农特单品和5款推荐产品组成的价格不
等的中秋礼盒。本场直播销售 12695 单，销售
额约63万元。

（记者 徐茂豪 摄）

遵义市“一县一品”工会专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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