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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立飞）道真
自治县上坝土家族乡八一社区坚持
党建引领，多举措推进社区发展，提
升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群众。

该社区打造了集便民服务中
心、乡愁记忆馆、党员政治生活馆、
春风小院、综治中心和集体经济孵
化馆为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把
社区群众的需求与社区阵地职能
进行有机融合，将环境整治、物业
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民生保
障、文明创建、便民服务等下沉到
社区网格，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同时，采取个人自荐、组织
推荐、群众举荐，面试考核、群众考
评、组织考察的“三荐三考”方式，
在辖区干部、群众中广泛选拔人
才，充实后备干部队伍。

在社区设置了惠民服务岗、平
安建设岗、文明倡导岗等 8个岗位，
由 177名无职党员主动认领岗位开
展志愿服务，推行“群众点单、社区
派单、党员接单、组织评单”的“四单
制”服务机制，切实为群众解决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同时，在社区
设置 12个网格 105个联户单元，以

“网络+网格”“线上+线下”的服务模
式和网格化社区治理机制，实现了

“小事不出单元、大事不出楼栋、急
事不出网格、难事不出社区”的社会
治理格局。

社区成立了由居委会主任、副
主任担任组长的集体经济发展工
作专班，制定集体经济利益分配方
案，推进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同
时，建立社区人才数据库，对专业
技术人员、乡贤人士、乡村振兴驻
村工作队员、领军人才等实行台账
管理，并根据人才特长和资源条

件，积极开发项目合作，发挥人才
带动作用。同时，创建集体经济孵
化馆，目前，已入驻企业 9家，开展
合作项目 9个；积极探索集体经济
工作机制，优化提升创新发展活
力，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决策科学、
运行高效，持续健康发展。此外，
该社区构筑了联合发展型、资本运
营型、资源盘活型、社会服务型、产
业带动型五型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目前，社区集体经济积累达
560余万元，2021年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预计超 100万元。

八一社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凝心聚力为民服务

“我们不仅可以来农业技术
‘云课堂’听课，还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反复观看视频，没听懂的地
方可以反复学习，而且时间可以
自己选择。”近日，桐梓县夜郎镇
大坪村养殖户余海高兴地说。

余海口中的农业技术“云课
堂”是高级兽医师为大坪村养殖
户进行肉牛养殖技术免费在线培
训。通过视频连线，面对面解疑
问、促交流、传经验，教授养殖户
如何防治病害、科学配比饲料等
知识，并对养殖户在肉牛养殖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目前，大坪村有肉牛养殖户
77户，养殖肉牛274头，牛产业已
经成为当地群众的增收致富产
业。今年 10 月以来，农业技术

“云课堂”推广到大坪村，养殖户
学习覆盖率达百分之百，大坪村的
肉牛养殖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说起农业技术“云课堂”的推
广，村民们说，这得感谢驻村第一
书记秦蕾。2021年 5月，秦蕾由
桐梓县妇幼保健院委派，来到大
坪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在一次走
访中，得知养殖户徐志明因未入
保，意外死亡 2头牛无法获得赔
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 2万元，
秦蕾决定对这一类情况进行一次
全面调研。

秦蕾走访了全村 77户肉牛
养殖户后，认真梳理出大坪村的
群众在肉牛养殖中存在参保率
低、喂养和管理不够科学、对肉牛
常见疾病的判断能力较弱等问
题，撰写了 3000 余字的调研报
告，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认真
分析，提出解决的思路。

村党支部通过真实的案例分
析、政府补贴优惠测算、险种范围普及等，加大对购买农业保险的
宣传，让购买保险深入人心。此外，村党支部为肉牛养殖户建立
一户一档，详细记录肉牛购买保险、疫苗接种以及养殖户参加培
训等信息，以便于管理。同时，秦蕾还积极联系县农业农村局，通
过党建引领，开通农业技术“云课堂”。

自从大坪村农业技术“云课堂”开通以来，定期在村委会办公
室进行集中学习，遇到“云课堂”无法解决的问题，村党支部及时
联系相关部门及专家。

“下一步，大坪村党支部将积极联系保险公司，为养殖户集中
办理保险，降低肉牛养殖的风险；进一步丰富农业技术‘云课堂’
内容，让农业技术‘云课堂’实现产业全覆盖。”秦蕾告诉记者。

（记者 陆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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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自治县红丝乡采取“党
支部+生态+农户”模式，种植桃
子、椪柑等精品水果 800 亩，每
到水果成熟季节，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采摘，带动农民持续稳
定增收。

图为近日，游客在红丝乡果
园采摘椪柑。

（邹狄锯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大力实施文旅产业化发展战略，
全力打造“仡佬之源”文旅品牌，让当
地群众靠山水美景吃上旅游饭、过上
好日子。

位于务川自治县大坪镇洪渡河

畔的仡佬之源景区，依托仡佬丹砂文
化和自然风光资源禀赋，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加快建设
和完善交通、通讯、水利等配套基础
设施，给当地群众带来了许多创业就
业、脱贫致富的机会。

务川自治县青少年研学旅行基

地落户仡佬之源景区，规划占地面积
33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750平
方米，投资2亿元，每天可容纳300名
学生在基地内学习、拓展与生活。

青少年研学旅行项目开营以来，
已接待 3万人次到基地开展研学活
动。该项目拉动景区内特色农家乐、

乡村客栈、仡佬传统手工作坊的经
营，解决就业300人左右。

仡佬之源景区还利用“三变”政
策，引导景区群众用土地入股公司实
行保底分红，增加群众收入。

（务川融媒）

仡佬之源景区

让群众靠山水美景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时下，正值天麻收获的季节。走进正安县班竹镇上
坝村天麻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天麻，一派繁忙的丰收
景象。

近年来，上坝村坚持党建引领，结合当地实际，依托林下经济
资源优势，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
展天麻种植。目前，该村建成了规模化、标准化天麻种植基地，该
基地集天麻繁殖、种植和技术培训为一体，辐射带动全村90余户
群众种植天麻，帮助 40余户贫困户脱贫，全村累计种植天麻 800
余亩，种植户年均增收达30000元以上。

（游姗）

上坝村

种植天麻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