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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绣美遵义/公益广告

连日来，正安县各地群众正抢抓时令移栽秧苗。据了解，今年
正安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2万亩。图为该县格林镇朝阳村群众开展
水稻移栽。

（记者 陆邱珊 刘伊霜 摄影报道）

水稻移栽正当时

桐梓县芭蕉镇通过“五进农家”活动，即进农家讲政策、进农家解
民忧、进农家办实事、进农家树新风、进农家促发展，鼓励党员干部为
群众送温暖、谋发展，搭建起干群“连心桥”。图为该镇党员干部在光
荣村帮助群众收油菜籽。

（记者 陆邱珊 刘伊霜 摄影报道）

“五进农家”搭建干群“连心桥”

“这些农特产品都是附近村民
今天刚从地里采摘过来的，已经全
部订购出去了。”正安县凤仪街道
大堡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蔚，指着村
委会会议室货架上摆放着的新鲜
时蔬说。

自今年4月底大堡村成立“生
态农超”后，王蔚便将工作外的闲
暇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充当着

“生态农超”的销售员、收货员、送

货员、在线客服等多种角色。到了
下班时间，又将村民们的农特产品
带回县城，送到指定的取货点。

将菜场从“线下”搬到“网上”，
成立“生态农超”，让村干部当上义
务“销售员”。凤仪街道大堡村精
准对标客户需求，在村民家门口

“做生意”，既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农
产品销售问题，也免去了村民在销
售过程中的来回奔波之苦。

“以往需要在凌晨三四点出
发，徒步到县城销售。自从‘生态
农超’平台建立后，我们的负担减
轻了很多，腊肉、蔬菜等产品，平
台上都能帮我们卖，再也不用上
街销售了。”菜农郑周华说。

新鲜的农产品以及热情的服
务，为大堡村的“生态农超”赢得
了市场青睐和良好口碑。“免费送
货上门的地道‘农家货’，让我们

吃得方便，也放心舒心。”时常光
顾“生态农超”的何美玲对此赞不
绝口。

据了解，“生态农超”自4月20
日开业以来，已为 50余户农户销
售腊制品及肉类 1000余斤、蔬菜
500余斤、鸡蛋 1000余枚，销售额
达3万余元。

（据《贵州日报》）

大堡村

“生态农超”惠农便民

本报讯 （记者 杨刚）近
日，在余庆县子营街道梓桐社区
塔坡茯苓种植基地内，梓桐社区
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县级
领军人才庾建华正带领着社区后
备干部清理灌木丛，为种植茯苓
做准备。“在考察学习茯苓种植技
术回来后，我们带领着社区后备
干部一起参与到茯苓种植中来，
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为社
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庾建

华表示。
这是子营街道实施“双培

养”工程以来，理论联系实际的
真实写照。近年来，为着力破解
推进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
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前无领
军、后继无人”等问题，子营街道
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工作原则，精
准抓好“双培养”工作。按照实
地走访、逐户摸底、拉网排查、对
比筛选、建立台账“五步工作法”

“选好苗”，将德才兼备、群众公
认、组织认可、具备潜力的人员纳
入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采取与
县中职学校联合培养，建立实践
锻炼成长机制等方式“育好苗”，
运用“1+1+N”“一对多”等方式

“护好苗”，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
供坚强的人才保证，为乡村振兴
蓄好“源头活水”。

“短短一个月的实习，让我深
刻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跟着社区干部，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实践机
会。”回顾实习生活，余庆县中职学
校学生康琳感触很深。

截至目前，子营街道已储备后
备干部25名，其中7人在社区跟岗
锻炼，与县职业中学联合培养乡村
振兴人才充实村级后备力量 22
人，驻村第一书记、党（总）支部书
记、领军人才等指导后备干部工作
实践10余次。

子营街道

抓人才培养助乡村振兴

连日来，正安县芙蓉江镇农业
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指导，保证农产品质
量，助农增收。

芙蓉江镇将 15 名农技人员
按技术特点分配到各村，落实包
保责任，采取“党支部+示范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高标

准推进辣椒、高粱、大豆复合种
植。截至目前，芙蓉江镇高标准
打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
2个、大豆净作基地 1个、高粱基

地 5个、油菜辣椒基地 5个，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近300人次。

（据《贵州日报》）

芙蓉江镇

农技专家田间开展技术指导

近年来，“藏”于大山的仁怀市
龙井镇立英村借助一根细细的网
线，搭上互联网快车，将一件件农
产品送往山外。

前不久，村民沙汉良家里的洗
衣机坏了，家里人商量后决定从网
上购买，下单付款后，没过多久快
递就送到了村口。

“过去我们钱袋子鼓不起来，
只能有啥买啥、啥便宜买啥；现在
条件好了，大到智能家电，小到锅
碗瓢盆都能在网上买，可以说坐在
家里就能‘逛’全国。”沙汉良说。

沙汉良网上购物时，一辆货车
已停在了立英村电商服务站门前，
立英村党支部书记杨易正忙着清

点货物。打包、装车、出发……这
些农特产品将被送到外地消费者
手中。

“大家好，现在我面前展示的
是我们立英村出产的核桃。”“李大
哥，你上次买的农家腊肉还有货，
可以下单。”夜幕降临，杨易打开直
播间，刚上线，就引来不少消费者

围观，腊肉、茶叶等农特产品成为
大家咨询最多的产品。

“借助抖音朋友圈，我把村里
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拍成短视频上
传，获得许多网友关注。”杨易说。
入驻电商平台近两年，靠着良好的
口碑，许多立英村的农特产品走出
大山、走俏城市。 （孟铭）

立英村

网线牵起山里山外 买卖做到城市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