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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贵州省“重走长征路·奋进新时

代”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大赛在贵州长征干部学院举

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瑞军，市委常委、市委组

织部部长、贵州长征干部学院院长徐永琳出席并为

获奖选手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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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近年来，我市全力保障

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污染治
理经费，不断加大投入保护好
赤水河生态环境，实现流域乡
镇垃圾和污水处理全覆盖。”
在我市近日召开的“与绿色相
约同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 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
新绩”新闻发布会上，市生态
环境局监测监控中心副主任
李海宽如是说。

据悉，为打好碧水保卫
战，我市在赤水河流域全力推
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
施“治污治水·洁净家园”五年
行动计划，进一步筑牢生态屏
障。目前，流域内共建成县级
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 6
座、乡镇中转站 83个，污水处
理厂 76座，并在干流设置国、
省控监测断面 6个，建设水质
自动监测站 7座。此外，还全
力推进煤矿污染和农村面源
污染治理，对流域 207家煤矿
开展排查，通过制定“一矿一
策”实施整改，对流域内 2929
家畜禽养殖场（户）开展排查，
制定“一场（户）一策”实施整
改，并制定赤水河重要支流入
河排污口“一口一策”整治方
案，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

为全力答好“长江十年禁渔”这一考题，2017年，赤
水河率先启动全流域禁渔，是长江流域首条实施全面

“十年禁渔”的一级支流。赤水河流域捕捞渔船、渔民全
部退捕上岸，赤水河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遵义段）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无限期
禁止生产性捕捞，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赤水河流域打响。

赤水河“休养生息”，珍稀特有鱼类从禁渔前的29种
恢复至现在的49种，鱼类早期资源物种数量由禁渔前的
32种上升至 37种，水生态和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奔腾
的河流中生机勃勃。

鱼类资源数据的变化，只是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的
一个缩影。此外，我市还与毕节、四川泸州、云南昭通先
后签署《仁怀宣言》《赤水共识》《昭通共识》《习水共识》，
常态化召开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协作推进会，并会
同泸州市出台《遵泸两市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联动协
议》，连续10年开展联合执法，共同书写水美鱼欢的时代
篇章。

整改落实 一江碧水现生机

面对中央、省环保督察涉及赤水河流域的问题，以
及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所涉及赤水河流域的，遵
义市坚决扛起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列出问题清单，抓
住问题不放，即知即改、立行立改，推动一系列问题得到
解决。

——全力推进白酒行业污染治理。按省委、省政府
“三个一批”要求加快推进白酒行业污染整治，目前完成
清理整顿退出 622家，就地提升改造 949家，兼并重组
221家，完成 8座白酒废水连片治理设施改造提升，启动
5个白酒废水分布式设施建设。统筹全市水泥厂、火电
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积极参与白酒污泥应急处置工
作，2022年处置白酒污泥2.23万吨。

——全力推进小水电清理。赤水河遵义段共建有
187座小水电站，其中整改保留 25座，计划从 2020年起
用 5 年时间有序退出 162 座，2020 年以来已退出 125
座。对未退出的小水电站下放生态流量，保持河流不
断流。

——全力推进溪沟治理。对赤水河流域 39条溪沟
制定“一沟一策”开展综合整治，现已拆除废弃管道 19.9
公里，规范安装管道 24.12公里。开展河道清淤疏浚
16.68公里，清理溪沟底淤泥 4597立方米。在 10条溪沟
安装11台在线监测设备，2023年一季度水质监测数据显
示，水质已明显好转。

——全力推进航道整治。取消赤水河航道提等升
级工程，退出赤水河上游白杨坪至习水岔角段89公里航
道功能，自2020年11月起不再进行维护，保持河道自然
形态。清退赤水河沿岸非法码头10座，每年向长江减少
泥沙排放500万吨。

“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涉及赤水河流域 48
个，已完成整改 36个；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涉及
赤水河流域 12个，已完成整改 8个；中科院水生所报告
反映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8个，已完成整改 4
个。”李海宽告诉记者，目前剩余未完成整改问题正按
序时推进。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在 2018年“寻找中国好
水”大型环保行动暨第二届“中国好水”水源地发布会
上，赤水河荣获第二届“中国好水”优质水源称号，流域
内汇川区、仁怀市、习水县先后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称号，赤水市获得国家生态市和“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称号；2019年，赤水市成为全省首个获得第十届中
华环境奖（城镇环境类大奖）的县（市），并成为荣获全国

“助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长江”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的唯一一个县级市；2020年，赤水河（遵
义段）“示范河湖”建设通过国家验收；今年 3月，赤水河
（遵义段）入选全国第二届“最美家乡河”。如今，赤水河
已成为长江上游靓丽的生态名片。

“下一步工作，我们将以改善赤水河流域水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紧盯问题整改、完
善长效机制、严格监管执法、争取政策支持，协同推进赤
水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李海宽说。

（记者 赵婧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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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贵州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三大
球”比赛暨贵州省高中“三大球”运动会（篮球比
赛）在市体校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32支代
表队430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设五人制
男子组和女子组，为期7天。

（记者 何骥淯 税兵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李玺）6月26日，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推
动工业发展大突破要素保障”主题，为
推动全市工业发展大突破，实现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秘书长
魏在平，副主席范奇元、陈松、陈致豫、
李开相参加会议。副市长李旭受邀出
席会议。会议由陈致豫主持。

会议通报了我市工业发展过程中
土地、电力、燃气、交通物流、资金等要
素保障情况的调研成果。缪海旭、何
光发、杜水锋、廖翠兰、范璐、冯于桥等
6名市政协委员紧扣主题作了专题发

言，提出加大开发区工业用地需求保
障、强化天然气保供、统筹配置绿电资
源打造零碳工业园区、强化物流要素
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强化电煤保
供等意见建议。李旭认真回应了委员
们的发言，并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凝
聚发展合力，要认清发展形势、分析梳
理问题症结，要紧盯发展方向、全面把
握关键环节，不断凝心聚力，扎实转化
运用好此次市政协调研成果，全力助
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工业
和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也对委员们提出
的意见建议予以回应，并表示将在发
展规划、产业布局方面不断发力，全力

做好要素保障工作，为推动工业发展
大突破提供有力支持。

会议强调，做好工业要素保障，是
抓好新型工业化、打造“六大产业基
地”、实施工业倍增行动的需要，事关遵
义高质量发展。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认识要素保障工
作的重要性，把工业发展议题摆在重要
位置，发挥优势，积极为推动工业发展
大突破建言献策。

会议要求，要强化企业生产要素保
障，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提升要素供给
效率，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提升基础保
障水平，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凝聚要素

保障工作合力，进一步加强产业转型提
升资源利用率，更加精准做好企业生产
要素保障工作，共同为推动遵义工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遵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政
协新贡献。

市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
市政协各委（办、室、中心）主要负责人，
经济委副主任，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
区、桐梓县、仁怀市政协主席，新蒲新区
政协工委主任，各民主党派市（工）委专
职副主委、市工商联负责人等列席会
议。市直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受邀
参加会议。

强化要素保障 推动工业发展大突破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何骥淯）6月 26
日，2023年全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
准化现场观摩会暨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在仁怀市召开，活动旨在推动各地、各
单位学习交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先
进做法和经验成果，进一步深化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提升我省建筑工程
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观摩会上，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中建
四局仁怀市南部新城商贸城南侧 B
地块项目，开展了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中建四局三公司、仁怀市住建局作经验
做法分享。

据了解，中建四局仁怀市南部新
城商贸城南侧 B 地块项目自开工以
来，在管理过程中一直坚持“全员管安
全，处处安全岗”的管理理念，并运用
到项目生产的各个环节。项目采用全
新人脸识别系统进行实名制管理，严
格管控工人进出场；采用新型爬架、铝
合金模板等，提升混凝土成型质量，保
证了支模架体的安全性；电梯井口应

急灯、定型化防护、外架层间防护等为
现场施工保驾护航；使用塔吊安装“检
到位”系统、吊钩监控、预警螺帽等新
型安全装置，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采用消防管网永临结合，围挡喷淋、楼
层喷淋及扬尘监控等绿色施工措施，
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和减少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

会议要求，各单位、企业要认清形
势，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要紧紧围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工作的重点和要求，突出问题
导向，强化标本兼治，扎实开展“拉网
式”大摸排，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确保
各类风险、问题隐患清仓见底。各地住
建部门要紧盯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
点环节，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要严
格进行挂牌督办，对拒不整改的要从严
从重处罚，严肃追究企业责任。要进一
步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坚决防止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经济社
会安全稳定。

2023年全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吕欣）近日，遵义
市社会组织总会与珠海市社会组织总
会共同发动组织了珠海市10余家社会
组织代表到我市，开展“红色文化党性
教育”活动。

珠海市社会组织通过实地考察，详细

了解了我市在旅游产业化、农业现代化、
“非遗+文旅”融合等方面的产业发展现
状。在播州区花茂村，大家追寻红色印
记，感受最美乡愁，详细了解该村“美丽乡
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自
身行业特点，为该村发展建言献策。在赤

水市，大家品尝赤水晒醋，探访非遗酿造
技艺，详细了解赤水晒醋的悠久历史、非
遗传承、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情况。珠
海市社会组织还赴湄潭县为核桃坝小学
捐献了一批体育用品、文具、图书等。

在遵期间，两地 20余家社会组织

就加强协作、发挥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
兴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一致
认为，今后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不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交
流活动，共同搭建遵义与粤港澳大湾区
社会组织交流合作平台。

珠遵两地加强社会组织互访交流合作

2014年，30岁的蔡攀通过“高层次
人才引进”来到遵义工作，两年后，加入
中国致公党。经过临床诊疗、参与调研
及社会服务工作，他发现贵州省老年
痴呆防治工作存在公众知晓率低、患
者就诊率低、医生规范化诊疗率低三
大问题。

为做好老年人的“记忆守护者”，蔡
攀依托致公党组织平台，立足遵义实
际，打造遵义致公“珍忆计划”社会服务
品牌，积极助力构建贵州省老年痴呆防
治网络。此外，他还在遵义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成立贵州省首个痴呆专科门诊，
将全新的痴呆与认知障碍类疾病诊疗
理念付诸实践。

长期以来，蔡攀深入我市 30余个
社区和单位开展老年痴呆防治公益
讲座及义诊活动，服务老年群体 6000

余人次。同时，为提高覆盖面，蔡攀
积极接受市级媒体采访，并利用微
信、广播等媒体平台，科普老年痴呆
防治知识。

2019年，为联合全省致力于老年
痴呆领域研究的医生、专家和学者搭建
全省老年痴呆研究交流平台，在遵义市
政协的帮助下，在致公党贵州省委、遵
义市工委的大力支持下，蔡攀牵头成立
贵州省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该协会
是贵州省民政厅登记、贵州省科协主管
的省级一级学会。

协会的成立填补了我省老年痴呆
防治网络领域的空白。依托协会平
台，蔡攀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致力于
培养更多的专科医生，提高全省痴呆
规范化诊疗率；通过线上、线下形式举
办学术会议，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

机制、早期诊疗和研究平台建设方面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截至目前，协会
培训基层医务人员 1000余人，开展学
术交流30余次。

2016 年，蔡攀当选市政协委员。
经过充分调研和实践，在全市两会期
间，他先后提出《关于将老年期痴呆宣
教工作纳入公共卫生管理范畴的建
议》《关于成立贵州省阿尔茨海默病防
治协会的建议》《关于把老年性痴呆纳
入贵州省门诊慢特病的建议》等提

案。其中，《关于将老年期痴呆宣教工
作纳入公共卫生管理范畴的建议》被
列为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联组发言，
《关于成立贵州省阿尔茨海默病防治
协会的建议》被列为市政协重点提案，
得以推动落实。2021年 9月，贵州省
医保局将阿尔茨海默病纳入门诊慢特
病报销范围。

2023年，蔡攀荣获遵义市“最美党
外人士”称号。

（记者 刘廷成）

做老年人的“记忆守护者”
——记遵义市“最美党外人士”蔡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