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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斑马线前，车辆礼让行人蔚
然成风；农贸市场里，群众购得舒心、吃得
放心；街道旁，“红马甲”志愿者们用言行
播撒文明种子……如今在红花岗区，文明
之花处处绽放。

近期，红花岗区聚焦与群众密切相关
的城市管理、市容市貌、文明行为、旅游景
区等领域，持续深入开展农贸市场、交通
秩序、不文明养犬、市容环境、空中线缆、
飞线充电、无牌电动自行车、野广告、景区
景点九大专项整治行动，努力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

“暑假是旅游旺季，我每天都来遵义
会议会址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让游客有
更好的体验。”红花岗区老城街道纪念馆
社区志愿者冯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穿梭
在游客队伍中，为游客提供咨询、拍照、指
路等服务。

作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景区，也是
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遵义会议会址每年
迎来游客近400万人次。景区景点专项整
治行动作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九大专
项整治行动之一，就是通过加大对景区景
点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常态化、长效化管理
力度，为广大游客创造一个安全的旅游环
境，让游客安心、舒畅、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也是文明城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今年以来，该区在 6个主要路口、
14条主次干道开展交通整治工作，组织
执法人员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
效规范了交通秩序。

“目前正在开展的九大专项整治行
动，既落实了文明城市建设的部署，又结
合红花岗区实际和群众呼声，取得了较好
成效。”红花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

（秦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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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樊明富）从今年4月底开始，仁怀市喜头镇在
全镇各村民组推行强组兴村“三个一”举措，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
的联系。

该镇党委书记赵儒亮告诉记者，为切实解决包组干部情况不
明、底数不清、目标不准等包组弊端，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推出“三个
一”硬举措，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包组干部沉到一线，为解决群众所思
所盼尽职尽责，全面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该镇推出的“三个一”举措中，首先是画好一张组情
图。镇党委、政府要求包组干部不仅了解所包村民组的详细情况，
还要将该组的道路、森林资源、小溪河流等分布情况绘成图，做到一
清二楚；其次，包组干部每月提供一份履职清单，认真梳理该月要履
行的工作内容，并确定工作完成时间表；第三，工作组每月底召开一
次工作小结会，回顾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步
工作方向。

据悉，目前该镇98名包组干部全部沉到村民组，已绘制组情图
110张、为群众办理实事126件、调解矛盾纠纷34起。

喜头镇

包组干部服务群众“零距离”

近年来，赤水市元厚镇因地制
宜打造标准化人工鸵鸟养殖基地，
选派党员农技干部分批次、分阶段
开展专业化技术培训，指导养殖户
做好精细化管理，确保产业稳步发
展、群众稳产增收。图为元厚镇党
员农技干部在桂圆林村养殖场喂养
鸵鸟。

张鹏 摄 （遵义图库发）

“过去，消防车、救护车进小区
很困难，住户非常担心一旦发生火
灾，或者突发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
援。改造后，消防通道很畅通，大家
都有安全感了。”提及“四改”（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背街小
巷改造、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
凤冈县龙泉街道和平路社区居民涂
金科这样说。

在实施“四改”工程中，凤冈
县按照差什么就补什么的原则有
序推进。棚户区改造从 2011年开
始实施，争取中央支持资金 5.3亿
元，向银行贷款 34.15 亿元，涉及
16700余户；从 2019年开始实施的
7502 户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全
部改造完毕；计划改造的 34 条背

街小巷，已完成改造 22条；地下管
网改造已完成 45.24 公里，总投资
2.5亿元。

在凤冈推进“四改”的同时，道
真自治县也在实施“四改”工程。自
2020年以来，道真因地制宜实施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先后在尹珍大道、
遵义路、芙蓉江东路、淞江东路、民
族乐园等14个区域实施老旧小区改
造，建设停车位 2000余个、公厕 3
个、大型文化广场2个，惠及居民1.1
万余户4万多人，在提升群众满意度
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城市更新、促进
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仅2022年，遵义市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开工2.4万户、棚户区
改造建成3万户、背街小巷改造完工

260条、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1514.03
公里。

此外，该市通过实施重点市政
道路建设、小微循环路网改造等，
搭建完善中心城区综合交通骨
架。遵义持续推进县城城镇化补
短板强弱项工作，在市政公用设施
建设上不断发力。“十四五”以来，
该市累计开工县城城镇化补短板
项目 60个、完工 18个，累计完成投
资75.9亿元。

推进新型城镇化，遵义不仅把
着力点放在“四改”工程上，还聚焦到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服务等领域，进
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在位于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
辣椒城，一辆辆货车满载辣椒，运往

云南、湖南等地，部分辣椒还将通过
海运、空运等方式销往泰国、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些辣椒交易
的迅速达成，得益于新蒲新区交通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仅 2022年，
新蒲新区就实施交通建设项目 19
个，目前已部分完工。一条条产业
路、旅游路、文化路，让新蒲新区乡
村振兴基础更实，令城乡互融、产业
互动底气越发充足。

目前，遵义市正以产业发展为
核心，全力推进高新区、经开区等园
区平台建设，并逐步完善园区交通
设施、市政设施，逐步构建以产兴
城、以城促产、产城联动、融合发展
的新格局。

（据《贵州日报》）

新型城镇化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遵义：提升承载能力 促进产城融合

近日，凤冈县1万余亩蜂糖李陆
续成熟上市。图为凤冈县进化镇沙
坝村村民采摘蜂糖李。

（饶云 王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要摘这种看上去圆润、一面翻红的。”在绥阳县大
路槽乡文山村黄桃种植地里，负责人舒金海正在向前来采摘的游客
介绍如何选到香甜可口的黄桃。

近日，笔者走进文山村黄桃种植地里，只见漫山遍野的黄桃压
弯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工人们正在对成熟的黄桃进行采
摘、装车，脸上洋溢着止不住的喜悦。

黄桃是市场上的“紧俏”水果，舒金海通过多年摸索，将80亩的
黄桃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如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今年由于光照充
足，加上管护到位，桃子的品质相当不错，预计今年产量在4万斤左
右。”提起今年的收成，舒金海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大路槽乡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村集体经济发
展新路径，通过“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从农户手中
流转土地用于发展黄桃产业，并聘任专业农技人员提供技术指
导，推动黄桃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目前，该乡黄桃种植面积达
2000亩左右。

据了解，文山黄桃除了大量批发外，还有很多旅游团来到这里，
亲自体验采摘黄桃的乐趣，感受田园生活。农业与旅游为一体的发
展方式，也实实在在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

（徐进 郑孟庭 李祝欣 朱淑雨）

大路槽乡

黄桃抢“鲜”上市

本报讯 “洛党参、湾子苕粉，
随便挑随便选。”近日，道真自治县
洛龙镇大塘村乡村振兴综合服务站
正式开业。展销大厅里，各类土特
产品琳琅满目，阵阵吆喝声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选购。

来自重庆的游客程先生说：“每
年都会到大塘避暑，以前想买点土
特产，只能联系当地农户，现在村里

有了服务站，不仅能够买到品质有
保障的绿色产品，还可以直接邮寄
到家，很方便！”

很快，服务站上架的党参被抢
购一空。大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杨秀
连立即电话联系，并前往群众家中
收购。他说：“15元一斤，有多少收
多少，订单多得很，根本不愁销路。”

村民卢治森当天卖给服务站

1000 多斤党参，挣了 10000 余元。
他说，把农特产品直接卖给服务站，
方便又省事。

大塘村是贵州最具魅力村寨
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年接待游客 8
万人次，每年都有数千名重庆游客
在此休闲避暑，旅游火、人气旺、特
产俏。

今年，该村成立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站，搭建快递物流、土特产销
售、文创产品代销三个平台，村支两
委组织党员干部到群众家中收购农
特产品，由服务站统一销售，既满足
游客消费需求，又带动群众增收，还
壮大村集体经济。开业当天，大塘
村乡村振兴综合服务站销售额达 2
万余元。

（张 黎）

大塘村

农特产品俏销村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