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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减少群众多头跑、
到处找的问题，在汇川区营商环境
建设局的牵头下，汇川区政务大厅
于今年9月26日增开了遵义市中心
公证处窗口，截至目前该窗口已为
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50余次，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20余次。

今年以来，汇川区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着力贯彻落实《贵州省
政务服务条例》，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区营商环境建设局通过
对办事群众回访和查看政务大厅
意见簿留言，了解到企业、群众对
于公证业务的需求。为此，在汇川
区政务大厅开设遵义市中心公证
处窗口，并提供产权代办、零跑腿
公证及私人定制公证法律服务
等。此外，还免费为 70岁以上老年
人办理遗嘱公证，免费为行动不便

的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等。此外，身
在外地的群众如需办理不涉及财
产处分的声明书公证、委托书公证

及金融赋强公证等业务的，也可通
过手机微信小程序“e公证服务”申
请办理。 （顾燕粼）

汇川区营商环境建设局

增开窗口 服务群众

29岁的白女士，结婚多年，却
一直未能怀上宝宝，为此很是着
急。去年 8月，她慕名来到遵义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
经诊断为原发性不孕，并患有多囊
卵巢综合征。

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今
年2月，白女士接受了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夫精人工授精”技术，并成功
怀孕了。11月 8日，白女士顺利生
下一名女孩，母女平安。

作为我市唯一一所面向妇女、
儿童为主，集医疗保健、预防康复、
科研教学、基层卫生指导等功能为
一体的市属妇幼保健专科医院，遵
义市妇幼保健院始终坚守“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不断提升
技术水平、拓展服务领域的过程中，
针对不孕不育患者的需求，依托产
前诊断技术优势，以及强大的妇产
科和儿科强大团队的支撑，在申请
获批后，于 2017年 6月起开始筹建
生殖医学中心，并申报了“人类辅助
生殖夫精人工授精”项目。

2018年9月5日，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顺利通过人类辅助生殖“夫精
人工授精”项目试运行的评审；2019
年11月15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夫精人工授精项目

正式运行。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

心位于中华路院区急诊大楼 6楼和
7楼，总面积 1100平方米，分为门诊
和实验室两大功能区。其中门诊总
面积约 735平方米，包括候诊区、护
士站、妇科诊室、男科诊室、男科实
验室、取精室和其他辅助场所。

自生殖医学中心建立以来，中
心便开展了包括不孕不育症诊断、
排卵监测、输卵管通畅性检查、诱导
促排卵、B超下盆腔囊肿穿刺抽吸、
精液常规分析、精浆生化分析和激
素检测等项目，并掌握了精液优化
处理技术。

为保证服务质量，该院生殖医
学中心还整合了妇产科、产前诊断
中心、检验科等学科医疗资源，将
各学科专业优势进行整合，经常组
织各科专家进行会诊，对症下药，
制定个性诊疗方案，实行多学科综
合诊疗。

目前，生殖医学中心已有医技
人员 8人，其中高级职称 2人、硕士
研究生 3人。中心医技人员均具
有全面扎实的生殖医学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医生
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熟练
准确地进行不孕不育症的检查、

诊断、处理，并制定完善的治疗
方案。

截至目前，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门诊患者自然妊娠200余人；共完成

“夫精人工授精”300余个周期，临床
妊娠率达到了国家标准。

今年12月14日，贵州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组织省级生殖医学专家，

对该院生殖医学中心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开展了两年一次的校验评审。
评审专家采取实地检查、查阅资料、
现场提问等方式，对中心硬件设施、
软件设施和管理制度等多方面进行
严谨细致的综合评定，并全票通过
本次校验评审。

（本报记者 陈仕）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推进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一）

辅助生殖技术“茁壮成长”

练君谦，道真自治县政协原副
主席。50年前，不远千里，他独身来
到遵义求学，此后，一生扎根黔北，
将自己所学贡献给遵义水利水电事
业的发展。

1940年，练君谦出生于广东省
梅州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1957年
初中毕业后，考入遵义农业学校。
1958年 7月，遵义农业学校升级为
遵义农业专科学校，练君谦转入该
校水利系就读水利专业大专班。他
说，当时遵义农业专科学校的校址
设在遵义县南白镇，有水利、农学和
蚕桑等 3个专业，他就读的水利专
业大专班有 30余名同学。1959年
12月，练君谦毕业分配到原遵义地
区行署水利电力局工作，1961年 8
月，他被下放到道真县农业局水利
队工作。之后的 40余年，他一直在
道真水利电力部门工作，常年奔走
于山水间。

82岁的练君谦回忆，由于出生
在贫苦农民家庭，生活十分艰苦，一
直靠助学金才读完初中。在遵义农
校读书期间，一切费用都是由国家

负担，不但不缴学费，连衣服棉被、
蚊帐都是学校免费发放，生活费也
全部由国家负担，生病治疗也是免
费的。“像我这样出身农村贫困家
庭的人，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关
怀照顾、没有遵义农校的培养，就
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练
君谦由衷感慨道，改革开放刚刚
开始，道真县委县政府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把他的家人从兴宁迁到
道真，并为他的爱人安排了工作，
还为他全家办理了农转非户口。
为感党恩，他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努力为道真水利水电事业作出自
己的贡献。

练君谦老人说，刚参加工作时，
总觉得学到的水利专业知识太少，
于是决心通过再学习提高自己专业
技术水平。1963年 7月，练君谦自
学考上原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现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川枢纽及水电
站建筑专业，通过函授学习于 1966
年 12月毕业。他说，函授学习是要
付出艰辛努力的，由于对水利水电
专业知识的浓厚兴趣，晚饭后，经常

在桐油灯、煤油灯下学到深夜。
由于练君谦业务技术过硬，一

直是道真水利水电部门的技术骨
干。1983年，被遵义地区行政公署
任命为水利工程师，1988年，被遵
义地区行政公署任命为水利高级
工程师。

在道真工作、生活的 60年，练
君谦跑遍了道真的山山水水，爬悬
崖、钻溶洞，走烂泥路、吃包谷饭，
一心为道真的水利水电事业默默
作贡献。他首次组织完成《道真水
资源调查评价及水利规划报告》和
《道真水利农电规划报告》，首次组
织完成《芙蓉江县内河段的水电梯

级开发规划及鱼塘水电站 (中型)
专题规划报告》和《梅江河、三江
河、新民河等中小河流的水利水电
规划报告》，规划的项目至今大部
分已建成投产；牵头完成道真瓮溪
水、丁家溪、凌霄等水电站改扩建
工程，以及道真东郊水利工程、上
坝地下水库、程家河水库、海洋溪
及大河坝电站的拦河拱坝、平凌大
堰、红岩大堰、黄木沟大堰、东流河
长隧洞、道真县城供水工程等数十
处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指导。

练君谦说，他一生热爱水利事
业，更热爱第二故乡——遵义。

（本报记者 黄立飞）

一生奉献仡乡水利事业
——记道真自治县政协原副主席练君谦

本报讯 （记者 杨刚 一丁）
今年以来，湄潭县纪委县监委立足
职能职责，采用调研式监督检查方
式，围绕乡村振兴、营商环境整治等
工作，督促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围
绕“四新”抓“四化”，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落细落实。

湄潭县纪委县监委制定下发了
《围绕“四新”抓“四化”开展调研式

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强化统筹协
调，成立 2个调研式监督组开展监
督检查，紧盯责任落实、工作落实、
取得成效等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细化监督责任和监督内
容，同步明确时间表、任务图、监督
举措、工作要求，确保调研工作有
序开展。

为提升监督质效，在调研督导

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与“四个不
摘”专项监察、“访村寨、重监督、助
振兴”专项行动、营商环境整治、党
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和巡察整改等
工作有机融合，督促承担重点任务
的有关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履职尽
责，切实把围绕“四新”抓“四化”重
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

截至目前，湄潭县纪委县监

委共开展调研式监督检查 3 次，
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6个。“下一
步，我们将坚决查处在贯彻落实
工作中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
落实差等形式主义问题，为围绕

‘四新’抓‘四化’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湄潭县纪委县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湄潭县纪委县监委

围绕“四新”抓“四化”开展调研式监督

本报讯 “每到基地丰收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务工
挣钱，平常可以照顾到家里，年底还有土地流转金和分
红，生活过得很幸福。”余庆县关心镇关兴社区苦丁茶种
植基地正在采茶的村民沈恩敏说。

近年来，关兴镇根据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积极调整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
模式，大力发展茶叶、辣椒、蔬菜等产业。采取资金入股、土
地入股、统购统销、利润分成等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
农户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据悉，该镇已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4个，累计入股集
体资产 2000余万元，村集体通过分红，每年可实现集体经
济营业性收入800余万元，带动就业3000余人次，户均增收
1万元以上。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整合资源，壮大村集体经
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真正形成村集体经济壮大与乡村
振兴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让村民享受更多的红利。

（王德伟）

关兴镇

壮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仲冬时节，在务川自治县柏村镇的 42亩羊肚
菌示范基地，村民肖秀英正手脚麻利地捆扎竹子，他得赶在
12月末完成基地的下种工作，才不会误了明年的收成。

“预计明年二三月份就可以采摘了，每亩最少可以收400
斤。”柏村镇百兴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副总经理文学每天都
要到基地实地察看播种进度，若管理得当，每亩产量甚至可
达千斤以上。“年后鲜菇可以卖到100元一斤，远销到成都、
重庆、广东深圳等地，示范基地纯利润估计可达50万元。”

2015年，柏村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开始发展羊肚菌产
业。2019年，全镇所辖六个村全部成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社，次年，又成立了柏村镇百兴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与
务川自治县柄呈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度合作，采取“集
体经济+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食用菌产业抱团规模
化发展。

“通过合作社来集中连片流转土地，一是让老百姓有土
地流转费这笔稳定收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入股分红；二是
食用菌产业链中会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如菌种生产、大
棚搭建、基地旋耕、采摘包装等，群众可以在基地务工增
收。”文学介绍，全镇目前已完成500多亩羊肚菌栽培种的生
产，种植规模今年可达500亩至700亩，并带动周边乡镇共同
发展。 （陈海东 周璇 高航 吴浩宇）

柏村镇

仲冬下种忙 来年看“丰”景

本报讯 （记者 郑易）近日，由遵义市（仁怀市）酒业协
会、遵义市（仁怀市）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办的仁怀产区专
家指导现场会在仁怀市召开。中国白酒大师陈孟强、酿造高
级工程师曹大明等11位酱酒专家出席活动，为企业进行技术
指导，共同助推产区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为保护环境，促进产区高质量发展，仁怀市今
年下半年开展了白酒企业“四改一建设”工作，并成立验收
工作小组。截至11月中旬，仁怀累计启动“四改”工作酒企
580余家，申请验收331家，验收通过283家。

专家组一行还深入车间进行技术指导和现场教学。

酱酒专家深入仁怀产区企业进行指导

本报讯 近日，汇川区山盆镇蚕桑养殖产业进行现场
测产，成果喜人：1至6批蚕茧产量为1.45万公斤，产值近70
万元，产茧率提高 33.03%，产值率提升 58.97%。取得这样
的成绩，得益于汇川区科技局和农技专家的科技服务。

今年 3月起，汇川区科技局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到山盆镇开展实地调研，分析研判蚕
桑产业特点和技术需求，为山盆蚕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
保障。从 5月开始，该局对接签约市级科技特派员罗尤
海到山盆镇开展蚕桑产业技术服务，围绕蚕前消毒、桑园
病虫害防治、蚕种收蚁饷食、农药中毒解救、蚕期眠起处
理、蚕病防治和大蚕期饲养、上蔟处理、分级采茧和养蚕
结束后的消毒等方面，对蚕农进行针对性指导，大幅度提
升了该镇蚕桑产业的产能效率。

“今年山盆镇的蚕桑养殖已经全部完毕，来年，我局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群众需求，组织更
多农业科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科技下乡活
动，以科技力量促进蚕桑养殖及其他农业产业更好发展。”
汇川区科技局副局长莫先明说。 （陈露）

汇川区科技局

科技助力蚕桑产业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