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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 1月18日，全市涉粮问题专项巡察集中反

馈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承强出席并

讲话。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习水县
第一时间动员部署，学讲话、听宣讲、
讲党课、抓调研、办实事，全面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习水县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富集优
势，重点围绕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
神，开发党史“活教材”“活课程”。依
托 170余处“红色家底”，挖掘黔北游
击队活动史料，整理淋滩红军地下党
支部史实，发挥土城17个纪念馆集群
的优势，让文献史料成为党史“活教
材”、革命遗迹遗址成为党史学习教育

“第二课堂”。按照“择优入库、专兼结
合、动态管理”的原则，着力打造教研
能力过硬的高素质红培教师队伍，邀
请专家学者、红军后代和知名人士授
课 223次，培训 61名教师参与到教学
中，组建200人红培师资库，培训小小

讲解员103名，红色教育培训“软实力”
得到提升。四渡赤水培训学院自主开
发《“初”发——用信仰丈量新时代的
长征》《得意之笔》《从四渡赤水的胜利
看群众路线》等 70堂特色精品课程，
让培训对象从“听、触、感”领悟红军

“四渡赤水”历史、遵义会议精神、长征
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

2021年以来，该县共组织开展红
色培训班 829次、覆盖 39678人次，学
员来自上海、四川、云南、重庆等10余

个省（市），土城古镇4A级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150余万人次。

特别是 2021年 4月，《焦点访谈》
专题节目“八十六年前的红色情缘”关
注老红军引种红军柚、带领淋滩村百
姓发展的事迹，在该县范围内引发党
史学习教育的热潮。

此外，该县将14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四渡赤水纪念馆超过1万
件（套）的革命文物“搬”到网络，开展

“带着文物去宣讲”活动，让“四渡赤
水”历史故事有形有魂，并通过承接南
湖革命纪念馆“红船起航”等主题展
览，开拓学习视野。集中精力打造四
渡赤水培训学院、四渡赤水研究中心
两大红色阵地品牌，推动红军一渡赤水
渡口、红军医院等景点串珠成线。结合

“重走长征路”研培体验工程建设，打造
集课堂、户外、生活于一体的教学体系，

通过场景教学、战场拉练、体验教学等
实践教学方式，在红色研学中让“四渡
赤水”故事展现在人们眼前。

该县“我为群众办实事”梳理完结
县级层面清单 116项，促进了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成效落地。

为方便群众办事，该县探索实施
“告知承诺”“集成套餐”“五项服务”等
便民利民措施，实行“一次办”“一窗
结”“主动办”，推动71项便民利企政务
服务事项与重庆市实现“跨省通办”，
11项税费业务实现跨省办理，对外公
布“好差评”二维码，好评率达100%。

该县还以增“岗位”破解就业难
题、增“房位”破解住房难题、增“学位”
破解上学难题、增“床位”破解看病难
题、增“车位”破解出行难题，扎实推动
高品质民生县城建设。

（习水县委党史学教办）

擦亮红色底色 办好民生实事
——习水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湄潭县
始终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总要求和“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目标，组建专
班、建立机制，层层明确任务、压实责
任，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确保党
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湄潭县成立11个指导联络组，采
取“11+1+N”模式，督促指导联系该县
83个参学单位、591个党支部有序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各参学单位在县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的统筹安
排下，紧紧围绕“九种学习教育方
式”，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
有特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各参学单位按照要求，制定学习
计划，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四本指定学
习书籍。截至目前，该县开展专题培

训 200余场次，其中在青少年学生中
开展宣讲30余场次。

各参学单位党委（党组）书记、班
子成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分别在本单位、分管领域
和党支部工作联系点、支部党员大会
上讲好党史专题党课，到目前，该县
共开展讲专题党课800余次。各参学
单位围绕“四个一”要求，充分利用遵
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浙大西迁历史陈
列馆、女红军李小侠纪念馆等红色资源
开展现场教学。截至目前，该县共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1600余次、警

示教育600余次。
该县精心遴选政治素质好、理论

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党史
专家学者组成县委宣讲团，深入非
公企业、革命纪念地、红色遗址等，
与基层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互动
式的座谈宣讲。组织全国“敬业奉
献好人”杜富佳，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力，
退役军人、优秀志愿者杨忠强等，组
建由老、中、青、少四代人组成的先进
典型党史宣讲队，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点）、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十谢
共产党”陈列室等阵地，面对面讲好

故事、讲通道理。截至目前，该县累
计开展党史宣讲 1045场，宣讲受众
人数78863人次。

该县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扎实开
展“察民情访民意”专题调研，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2300余条，并梳理汇总成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清单；聚焦新
发展理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
民生需求、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
民、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五个方面，梳理实施实事项目清
单192项。截至目前，192项实事办理
清单已全部办结。

（湄潭县委党史学教办）

以学固本 以行筑基 以实促效
——湄潭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本报讯 1月17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全
会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在汇川区举行。市委宣讲团成员、遵
义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波作宣讲。

宣讲报告会上，张波紧紧围绕深
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要意
义、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丰

富内涵、加强组织领导及抓好中央、
省委全会精神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贯彻落实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第六次
党代会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

宣讲报告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路径，对深刻
领会、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第六次党代
会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与会人员表示，将坚持原原本本
学、深入思考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
际学，进一步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省委
十二届十次全会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

神，紧紧围绕汇川区第五次党代会确
立的“一二三四五”发展战略，抢抓机
遇，奋勇前行，不折不扣推动中央、
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在汇川落地落细
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李 倩）

市委宣讲团在汇川区宣讲

本报讯 （记者 徐飞）1月 18日，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我市 24家企业入选贵州省第五批“贵州老字号”。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9家企业获得“贵州老字号”称号。

据了解，这是我市企业获评“贵州老字号”数量最多
的一次，获评率占全省的 26.7%，涉及食品加工、酒类酿
造、餐饮、医药等多个行业。24家企业分别是：皇氏集
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公司、贵州
珍酒酿酒有限公司、贵州金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贵
州程家窖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夜郎古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赖世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
州龙国宴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酒中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汉王酒业有限公司、贵州宝
洞酱藏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雄正酒业有限公司、播州区
王记豆腐皮加工坊、播州区赵章华黄粑加工厂、播州区
芶江镇熊家老牌羊肉汤锅店、播州区尚嵇镇黄明新牛
肉馆、播州区鸭溪镇谭友芬豆豉火锅店、汇川区沈记遵
菜文化研究中心、遵义红花岗刘端方医院（普通合伙）、
贵州遵义桐梓袁园蜂业有限公司、仁怀市鲁班镇陶家
鸡爪爪、仁怀市后山乡寒婆岭韦家烫皮牛肉馆、贵州赤
水黔老翁晒醋有限公司、赤水市桫龙虫茶饮品有限责
任公司。

“贵州老字号”认定范围含餐饮、百货、中药、调味
品、酒、茶叶、烘焙食品、肉制品、民间工艺品和其他商
业、服务行业的企业。入选“贵州老字号”的企业，要求
品牌创立于 30年（含）以上，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
务，具有贵州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经营状
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还要有良
好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老字号”品牌的传承发展，
全市商务部门深入走访企业，挖掘“老字号”资源，加强
对申报企业的指导，并通过各类会展活动宣传推广“老
字号”的企业形象和产品特点，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市24家企业入选
第五批“贵州老字号”

本报讯 （记者 金枭枭）1
月 18日，全市涉粮问题专项巡察
集中反馈会议召开。

反馈指出，在全市涉粮问题
专项巡察中发现一些问题，主要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粮食安全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不到位，落实中央和省、市
关于粮食安全部署要求存在差
距，粮食安全政治意识不强；县级
党委政府履行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有偏差；涉粮主管部门粮食行
政管理职能弱化，粮食储备管理
体制不顺，粮食经费保障不足，干
部队伍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基层
涉粮企业日常管理不规范、内控

“乏力”，粮食领域违规违纪行
为时有发生，对各类监督检查
和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整改
不彻底；部分县（区）国储备企
业人权、财权、事权管理分离，
权责不对等、责任不明晰，存在
粮食储备管理安全隐患。专项
巡察组还发现了一些问题线
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等有
关部门处理。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
中央、省委、市委的要求贯彻落实
到巡察整改工作中，强化责任担
当，主动对标对表，坚持从严从
紧，抓细抓实巡察反馈问题整
改。市县两级被巡察党组织要把
巡察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
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
班子队伍建设，逐一明确整改措
施和时限，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全面整改。要以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为契机，紧盯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找出突出问题，补齐
短板漏洞，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进一步巩固提升粮食生产保障
能力，高质量推进粮食安全工
作。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强
化整改日常监督，常态化督促
检查，传导压力、推动落实，确
保反馈问题全部整改清零。

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
志，播州区、仁怀市分管负责同志
结合涉粮问题专项巡察整改作了
表态发言。市县两级发展改革、
市场监管、财政等粮食主管监管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全
市
涉
粮
问
题
专
项
巡
察
集
中
反
馈
会
议
召
开

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下，种植
什么能实现林地的最大价值？

在道真自治县大磏镇福星村，记
者找到了答案。

腊八节过后，天气更冷了。一大
早，记者在前往大磏镇福星村的道路
上，只见山峦起伏，一层层轻纱般的薄
雾飘荡在山间。走进福星村大林组林
场，连片的松树林高耸挺立。在松树
林下，一株株草珊瑚幼苗长势良好。
几名群众正在清理杂草，对草珊瑚幼
苗进行管护。

“这里就是我们打造的1000亩林
下种植草珊瑚种植示范基地。”大磏镇
林业站工作人员韩洪涛说，草珊瑚是一
种多年生常绿亚灌木，又名满山香、接
骨茶，从根茎到果实均可入药，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据了解，大磏镇拥有丰富的生态林
业资源，仅福星村就有林地2.3万亩，森
林覆盖率63%。2021年下半年，该镇按
照县委、县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部
署，积极“念好山字经、做活林文章”，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依托林

地资源优势，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打造
千亩草珊瑚种植项目。

“草珊瑚喜阴凉环境，特别适合林
下种植，采收时不需要把根拔起，可以
像韭菜一样收割，种植一次可采收 10
年以上，对保持水土非常有利，同时可
带动就业，实现群众增收和产业发
展。”韩洪涛告诉记者。

据福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润财介绍，草珊瑚从种植到采收
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员，目前就草珊
瑚幼苗管护这一块，每天能吸纳40余

人务工。正在管护草珊瑚幼苗的村
民李柏秀说：“基地就在家门口，在
基地上务工，每天可以拿到 90元工
资，还可以照顾家庭。”

该基地还以“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的模式，采取订单保底收购，
消除市场风险，激发产业活力，增
加群众收入。

记者了解到，大磏镇今年还将在
多个村扩大草珊瑚种植规模，切实做大
该项产业。

（记者 刘若松 徐飞）

发展林下经济 助力群众增收
——大磏镇草珊瑚种植示范基地见闻

1月18日，市总工会在新蒲新区开展“送万福
进万家”活动，邀请市书法家协会部分成员现场书写
春联赠送市民。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徐茂豪 摄）

写春联 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