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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的决心 复苏的信心
近日，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蒲交警大队组织开展

“静夜行动”，对辖区内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扰民等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整治。自7月1日以来，该大队查处摩托车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555余起，有效净化了辖区交通安全通行
环境。 （记者 何骥淯 摄）

本报讯 （记者 徐茂豪）近年
来，播州区紧紧围绕“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目标，扎实推进农村公
路建设工作，努力构建农村公路“内
畅外联”的交通格局，为该区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该区始终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
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多方筹措资金
建好农村公路，积极争取上级专项

补助资金和专项配套资金，支持农
村公路建设。截至 2021年，已实施
农村公路交通项目 1713个，实施撤
并建制村通硬化路 1187公里，组组
通公路1154.8公里。

在农村公路管理护养方面，该
区各镇（乡、街道）均采用第三方养
护模式负责辖区内乡道、村道、组道
的日常养护，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

管理养护体系。
随着该区农村公路建设和运营

的稳步推进，为农村快递物流网点
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截至 2021
年，该区已建成7个标准镇级综合服
务站、18个村级末端服务点、建成邮
政网点105个；有道路旅客运输货车
4062辆，客运量达922万人。

目前，播州区农村公路网基本

形成，农村公路里程达 3833.5 公
里，实现了 100%的行政村通硬化
路通客运、100%的撤并建制村通硬
化路、100%的 30户以上村民组通
硬化路。

接下来，播州区将立足“乡愁播
州·产城新区”的发展定位，推进乡
镇通三级公路建设，进一步提高农
村公路运输能力。

播州区

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本报讯 （记者 俞晖）7月 13
日，遵义市2022年“政策解读 助企
纾困”主题活动举行，遵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遵义市税务局就
企业关心的系列助企纾困政策进行
现场解读，让企业了解政策、用好政
策，促进企业发展。

在活动现场，遵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
社会保险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一次性跟踪服务
补贴、创业扶持政策、技能培训补贴

等，为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创业
人员解读了最新出台的系列就业
创业助企纾困政策，并详细介绍了
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程序
等。遵义市税务局相关部门负责
人还带来了减税降费政策清单，为
大家一一解读。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
台了系列稳经济政策。为加快推动
这些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对照国家6
方面 33项政策和省 8方面 142项政
策，我市按照落实类、争取类、跟踪

对接类三个类别，从财政、金融、保
就业、稳投资、促消费、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本
民生等 8个方面形成和公开发布了
144项政策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相关政策措施
知晓率，我们在优化服务和精准政

策辅导上下功夫，特地举办了这次
活动。”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负责人说，希望企业熟悉各
项政策的内容，做到应享尽享，充分
利用国家和省、市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帮助企业打造新引擎、开拓
新市场、形成新动力。

遵义市人社局、税务局

政策解读零距离 助企纾困解难题

本报讯 近年来，仁怀市学孔
镇荔枝坪村将黄花菜产业作为富民
增收的优势特色产业之一，采取“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推动
黄花菜产业发展壮大，使小小的黄
花菜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时下，该村种植的650余亩黄花

菜进入采收期，放眼望去，黄灿灿的花
朵随风摇曳，当地村民们穿梭在黄花
丛中，抢抓黄花菜采摘的最佳时期。

“高山土地种高粱不适应，种黄
花菜还可以，我家种了五六亩黄花
菜，一年可以卖一万多元。”该村村
民冷后均笑着说。曾经的杂草撂荒

地，现在是一大片金灿灿的黄花地，
村民陈华芳背着背篓穿梭在黄绿相
间的花海中，一双巧手在花间“飞舞”，
将一条条金黄的黄花菜收入框中。

黄花菜产业投入少、管护简单、
种植门槛低，也是一次性栽植多年
受益的产业。据了解，该村发展黄

花菜产业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组织方式，村民采摘加工后，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包装、销售，让群众
种植更有信心。截至目前，该村有
130余户村民参与黄花菜种植，人均
增收3000元以上。

（涂顺菊）

学孔镇荔枝坪村

小小黄花菜 增收“致富花”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来临，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保障
用电安全，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桐梓供电局组织
党员突击队开展巡查工作。截至目前，该突击队已对28
条线路开展巡视检查225人次，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和缺陷进行了处理。 （李荣耀 牟盈盈 摄影报道）

日前，遵义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青春助力夕阳红”实践
团来到湄潭县抄乐镇沙塘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实践团成员为该村老年人检测血糖，并围绕老年慢性
病防治、心理健康等内容展开调研。

（田欢 陈娅 摄影报道）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特别报道

随着夜幕降临，仁怀街头渐渐
热闹。美味烧烤、香醇咖啡、热辣火
锅……酒都的夜生活喧嚣开场，点
燃了这座城市的消费活力。

“摆的是地摊，也是人间烟火；
卖的不是酒，是风和自由。”晚上8点
左右，仁怀市姜家寨公园内开业仅
半个月的“公路咖啡”已被闪烁的霓
虹灯、婉约低唱的乐队和挥动的荧
光棒包围。

“公路咖啡”创始人何杰不停地
接电话，说的内容几乎相同：“不好
意思，我们不接受预订，为了公平起
见，位置先到先得，小伙伴们尽量错
开高峰期。”

何杰来自四川合江，他开办
的这家占地 700 多平方米的“公
路咖啡”店，晚上 8 点准时营业，
直至凌晨 2点，每天接待的食客约
150 桌近 500 人次，日营业额达 2
万余元。

夜经济不仅能让人体验到仁怀
的烟火气，更能体验这里旺盛的人
气商气财气。从何杰的“公路咖啡”
出来后，记者从姜家寨公园打车回
四转盘酒店，只见一路商业街区聚
集，灯火通明，时不时能看到路边打
车的市民。“从六转盘到三转盘这一
带，有国酒城、方圆荟、时代广场、仁
怀国贸等大型商场，夜市街区又密

集，路边随时都有人打车，所以我们
白天夜晚生意一样好，夜班司机基
本都能跑五六百元。”出租车司机贺
平告诉记者。

“作为贵州县域经济领头羊的
仁怀市，夜经济这几年越来越发达，
拉动消费增长作用也特别明显。”仁
怀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丰富的夜生活激活夜间消费，
串起夜间产业链条。记者晚上11点
在美团APP搜索“酒店”一词，出现
上百个结果，仁怀希尔顿欢朋酒店、
维也纳酒店、宜尚酒店等十余家大
型酒店，普通单间、普通标间大部分
均显示满房。一家中低价位的酒店

前台告诉记者，进入夏季后，酒店入
住率基本保持在 90%以上，连续多
天满房也较常见。

为促进夜经济，拉动夜间消费，
今年以来，仁怀市文化旅游局先后
指导茅台酒镇 4A级旅游景区申报
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及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同
时积极开展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仁怀）“助商惠民”促消费专项行
动，通过品牌创建、出台促消费政策
等措施，不断推动仁怀夜经济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

（据《贵州日报》）

仁怀：夜经济活跃城市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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