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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得知村民张素仙的务工补助一
直未到账，第一时间与就业部门对
接，查找原因，几经周折，最终将补贴
打到其账户；考虑到敖正洪家里有两
个孩子上学，在仁怀城区生活成本又
高，积极与两个孩子就读的学校及相
关部门协调，帮助其解决住宿和生活
方面的难题……

去年 5月，仁怀市美酒河镇娄子
坳村来了一群人。他们奔走于乡间，
深入群众家中交心谈心，详细了解他
们的经济来源、生活现状。这是娄子
坳村驻村工作队深入开展“民情大走
访、问题大排查、矛盾大化解”工作的
场景。

娄子坳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
村。过去，由于山高坡陡，土地贫瘠，
交通不便，素有背柴烧、背水喝、背菜
吃“三背村”之称，贫困程度可见一
斑。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娄子坳村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群众生产生活面貌
焕然一新。

当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
面对脱贫群众的脱贫基础还不够稳
固，存在致贫返贫风险，如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生活更

上一层楼？
立足真蹲实驻、真帮实扶、真情

为民，娄子坳村驻村工作队在全村深
入开展“民情大走访、问题大排查、矛
盾大化解”，在广泛走访群众和实地
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从群众最关心的
突出问题抓起，把群众反映的“急难
愁盼”放在心上，扎实开展为民办实
事活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村民姜显正身患尿毒症后，高昂
的医疗费用一度压得一家人喘不过
气来。今年 1月，得知他家的实际困
难后，娄子坳村驻村工作队立即与有
关部门积极对接，落实医疗救助有关
政策，并通过现场募捐等方式，为其
筹集捐款 4万多元，帮助他家渡过难
关。经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姜显正的
病情逐步好转。

村民陈圣刚年近花甲，却孤身一
人，其居住的房屋由于建造时间较
久，虽定期修补，但也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今年 7
月，驻村工作队帮助其重新选址修
建了新房，圆了陈圣刚多年来的“安
居梦”。

重点关注临时生活困难群众，组

织党员上门服务；协调筹集资金约30
万元，全力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积极
协调有关单位，落实网络升级改造和
加安变压器等事宜……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民情大走访、问题大排查、矛

盾大化解”工作中，娄子坳村驻村工
作队共排查出问题 46项。针对排查
出来的问题，逐一建立整改清单，明
确整改责任、完成时限，落实回访制
度，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产业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
措。前期，驻村工作队积极联系省农
科院、仁怀市教体局等有关单位，大
力推动“百企兴百村”工程，共谋娄子
坳村产业发展。目前，高粱、花椒、精
品水果、蔬菜等产业在村里遍地开
花，为乡村振兴注入强有力的“源头
活水”。

“现在村里种有花椒700亩，村民
可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和在基地务工
两种方式增加收入；种李子、柚子300
亩，已利益联结 17户脱贫户，年户均
增收 5000元。”娄子坳村驻村第一书
记李健说，高粱则实行订单种植，目
前已与茅台酒厂签订长期的产销合

同，村民不用担心销路。
产业发展有“方”，乡风文明亦有

“道”。
时下，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

习宣传贯彻，娄子坳村驻村工作队把
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强化法治、自治、德治“三
治融合”，文明乡风成为其最动人的
风景。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着力规范
管理农村红白喜事，注重培育良好家
风，以家风促民风，以民风带乡风；立
足村情，定期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十
佳文明户、脱贫示范户等评选活动，
选树身边先进典型，通过好榜样引领
好风气……娄子坳村多措并举，涵养
乡风文明，激活内生动力，在驻村帮
扶工作中，全力巩固“全省文明村”创
建成果。

李健表示，下一步，驻村工作队
将继续聚焦住房、医疗、教育和饮水
安全保障，全面落实提升“3+1”保
障水平，深入实施“百企兴百村”工
程，千方百计稳就业、抓产业，让娄
子坳村脱贫基础更稳固，乡村振兴
动力足。

（记者 查静）

“驻”进心里“帮”到心坎
——仁怀市美酒河镇娄子坳村驻村工作队帮扶小记

11月7日，红花岗区老城街道府后山社区组织居民走
进社区“非遗工坊”，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跃的带领
下，学习剪纸、手工编织，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感受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 向婧 摄）

2022年前三季度，仁怀经开区酱香白酒工业总产值超
630亿元，包材总产值达2.69亿元。目前，仁怀经开区各酱
香白酒企业及其配套产业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为确保完
成全年目标生产任务而努力。

图为仁怀酱酒集团近日举行的2022-2023生产季下沙
仪式。 （记者 王秦龙 摄）

11月6日，记者在播州区泮水镇喻河村大田村民组看见，由
贵州全聚顺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000多亩绿色生态春
见、红美人柑橘，目前已逐步进入成熟期。据合作社负责人邓飞
介绍，红美人柑橘在11月中下旬便可售卖，而春见柑橘则在12月
底成熟。图为工人在果园管理果树。 （记者 樊明富 摄）

连日来，趁着天气晴好，遵义市余
庆县田间地头里，秸秆收割打包成捆
后运往余庆县硕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回收利用，推动当地农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

在硕磊公司，玉米、水稻、高粱等农
作物秸秆投入饲料粉碎机中进行粉碎，
再经过发酵、压块、捆扎、装袋，摇身一
变成为牛羊秋冬季爱吃的“口粮”。

一直以来，由于秋冬季缺乏新鲜
的绿叶饲草，当地的养殖基地和农户
只能到省外采购干草来供应养殖需
求，不仅运输成本高，草料的品质也得
不到保障。

今年 4月，余庆县招商引资引进
硕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力

量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效
率，并解决本地养殖基地和农户秋冬
季饲草供应的后顾之忧。

该公司总经理王秀芳介绍，“在前
期考察中，我们发现余庆县有不少农
作物秸秆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我们公
司收购秸秆，粉碎、发酵后制作成饲料
供应养牛。实验下来，这种青贮饲料
养牛的效果还不错。”

松烟镇大松村农户陈明生高兴地
对记者说：“今年，我家收割后的玉米
秆、干谷草就卖了 1000多元，明年的
肥料钱、种子钱基本上有了着落。”

除余庆县外，遵义市湄潭县也在
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昔日的田地

“废弃物”实现了“蝶变”。

在贵州湄潭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户和基地的秸秆按照每吨 260
元的价格进行回收，回收的玉米秆主
要用来做黄贮饲料，稻草主要销售到
酒厂制作曲药。

“今年，我们在湄潭县预计收购各
类农作物秸秆总量在 9000吨左右。”
合作社负责人冉龙学告诉记者，有了
稻草参与制作曲药，最大的作用是锁
住水分挥发，最大限度地保证曲块温
度的恒定，还能为曲块提供重要的微
生物。

湄潭县天城镇农户田昌辉收割自
家地里的水稻后，把秸秆打捆运到湄
潭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卖。他告诉
记者，“过去一到秋冬季节，我们地里

的秸秆因为禁止焚烧，只能随意丢
弃。现在，秸秆可以直接拉到镇上合
作社售卖换成钱，实在是太好了。”

目前，湄潭县通过加大宣传和政
策扶持力度，强化补贴机制，在全县引
进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生产加工企
业8家，让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产生
更大的经济效益。

据了解，遵义市各地正积极按照
“市场运作、政府扶持、以点带面、点面
结合”的方式，让过去不能产生任何经
济效益的秸秆，通过生物技术方法，实
现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进一步提
升秸秆综合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双丰收”。 （据天眼新闻）

遵义：

“秸”尽其用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