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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看振兴

本报讯 近日，在绥阳S304石
羊至黄鱼江二级公路改扩建工程
（一期）现场，冒着热气的沥青混凝
土从工程车上翻滚而下，沥青铺摊
机将沥青混凝土摊铺在路基上，工
人们拿着铁铲不停忙碌，钢轮压路
机、胶轮压路机轮番“上阵”来回碾
压，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一条崭新平坦的柏油路面正
缓缓向前延伸开来。

“我们计划完成最后 100 米
沥青路面摊铺工作，也标志着绥
阳 S304 项目沥青路面全线铺设
完成，达到了通车条件，并为交工
验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后续剩
余的安防工程、绿化工程计划在
春节前全部完成。”中交第四公路
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郝建

军说。
S304石羊至黄鱼江二级公路

途径旺草、茅垭、枧坝等乡镇，该公
路改扩建工程（一期）项目全长19.7
公里，起点位于绥阳县旺草镇，终点
位于枧坝镇黄鱼江与桐新高速连接
线顺接。其中，旺草至茅垭大修段
长 8公里、改扩建段长 5公里，茅垭
至枧坝改扩建段长 6.7公里。该项
目建成后，将省道 S101 和国道
G243连接起来，形成路网骨架，实
现路网循环，极大改善了村民的出
行环境。

“原来的路比较烂，经常修补，
经常堵车，进城去买点东西很不方
便。现在路修好了，漂亮了，出行更
方便了，政府真的是把事情办到了
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看到原来凹

凸不平的路面变成了平坦的柏油
路，茅垭镇关德村村民张荣臣开心
地说。

今年以来，绥阳县先后实施了
100公里安防工程、34公里农村公
路建设和5座危桥改造建设……一
条条品质安全、宽敞通畅的公路连
接千家万户，带来了人气，凝聚了人
心，解决了群众出行难、运输难，促
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
农村特色产业快速发展，加速农村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生态优
势向发展优势转变，为助力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接下来，绥阳县将严格按照“要
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的要求，持续开展好县
域普通新增国省干道、县、乡、村、通

组公路的养护工作。
“公路是三分建、七分养，我们

将以推进养护管理科学化、精细
化、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为工作
抓手，坚持开展以路肩边坡、路面
日常保洁、涵洞边沟清理、小修保
养、桥梁养护、公路绿化及沿线设
施完善等为主要内容的公路养护
会战，全力打造标准化绿色通道，
实现‘一路一特色、一路一亮点’。”
据绥阳县交通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彭符如介绍，今年，X3SC金山至双
河公路成功获评贵州省 2023 年

“十大最美农村路”称号，并于 9月
经省厅推荐参评 2023年全国“十
大最美农村路”。

（陈贤琴 王泽熙）

绥阳县

乡村振兴路先行 道路通达民欢喜

本报讯 为群众修通出行路、
照亮回家路，红花岗区党员承诺践
诺，将群众“急难愁盼”记在心间，
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进入南岭村石龙组的道路是
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人流、车流
较大，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
行人经常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出行很不便。”这是今年11月以
来，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公共管理办
主任骆小波在南岭村走访入户时，
常听到群众说的一句话。

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南关
街道党员干部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积极召集村、组干部商讨解决
对策，推进南岭村石龙组连接东联
络线进村道路和南新路乡村道路
的实施改造工程。在道路改造过
程中，南关街道重点围绕项目造价
及成本控制、项目现场施工安全质
量、资金筹措、拨付等关键环节，全
程跟进，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也让
群众昔日的“烦心路”变为“暖心
路”。据统计，此次南岭村建设村
组道路 300余米，实现进村道路硬
化100%全覆盖。

此外，为照亮村民的回家路，
南关街道还为进组道路安装太阳

能路灯，实现道路亮化，建好后可
有效改善村民夜间出行环境。

在中山路街道，党员干部同样
用自己的方法承诺践诺，切实为民
办实事解难题。

日前，桃源洞社区网格员黄永
碧在辖区巡查时接到群众反映，清
廉巷的人行道上存在几处破损，雨
天时这里全是积水，对居民出行安
全和环境整洁造成影响。

随即，黄永碧实地走访查看破
损人行道位置、统计数量后将情况
上报社区。社区组织网格员、志愿
者带着维修工具和水泥、沙子等材

料来到现场对路面破损处进行了
修复。

“路面平坦了，我们终于不用
绕行了。”家住清廉巷口的居民姚
灿先看着修好的道路，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社区干部为我们办实事
解难题，真是太感谢了。”

据悉，红花岗区将持续引导党
员承诺践诺，开展“帮老、帮弱、帮
贫、帮困、帮病、帮残”志愿服务活
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常态化联
系服务群众，推动为民办实事走深
走实、落地生根。

（红花岗区融媒体中心）

红花岗区

党员承诺践诺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近几年，播州区洪关苗族乡
太阳坪景区通过完善太空舱民宿、露营基
地，建设乡村小旅馆、民宿集群，招商引资
引进滑雪场项目，形成了春赏满山杜鹃花、
夏观满天星辰、秋看日出日落、冬滑雪海山
巅的四季有看点的旅游新业态。

“过去，这里都是荒山。现在这里是一
步一景的太阳坪。”站在山顶，洪关苗族乡
副乡长赵国维指着眼前的景区说。

该乡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利用高海拔
地区的高山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文化和
冷凉气候资源，念好“山”字经，奏响“凉”经
济，做足“冷”文章，打造“浪漫花海、避暑苗
乡、冰雪童话”的旅游名片。

“我们乡虽然属于纯农业山区，但辖区
气温高寒，土地零碎且肥力差，导致农作物
产量不高，农业发展先天不足。”扎根于洪
关苗族乡基层一线 9年的赵国维，谈及洪
关苗族乡的发展历程，感慨不已。穷则思
变，2013年，洪关苗族乡决定朝山地旅游
方面发展，将农业发展劣势转变为旅游产
业优势，找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

“通过洪关干部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
蓝图绘到底，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
族贫困乡打造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的
黔北山地旅游新样板。”赵国维说，通过十
年来的山地旅游发展，该乡先后获得全国
休闲旅游名乡、全省十佳赏花地、全国森林
镇乡等称号，太阳坪景区于2021年获评国
家AAAA级景区。

旅游发展起来了，不仅群众的收入增加
了，还能享受到景区“占股分红”的发展红
利。洪关苗族乡旅游发展坚持政府统筹、市
场运作，通过“公司+村委会+农户”的运营模
式，将该乡小坝场村岩脚组30户农户纳入太
阳坪景区“占股分红”。

“按照现行门票30元/张的标准，实行‘村委会1元、农户1元、
观光车费 13元、旅游公司 15元’进行分成。近年来，农户门票分
红年均超 10万元，涉及 805户 3735人。”赵国维说，洪关苗族乡坚
持发展为民、旅游富民的理念，探索人人有红利、人人有红分的乡
村振兴旅游利益联结机制。

山上景区、山下民宿，“民居”变“民宿”，“闲置房”变“小旅
馆”，这是洪关苗族乡的另一项举措。

十年来，洪关苗族乡动员群众将自家闲置房屋进行改装，共
发展乡村旅馆63家3000个床位，面向市场经营，吸引重庆、四川、
湖南、湖北、广州、北京等地的游客近 40万人次前来避暑，群众直
接收益达5000万元，让200余户村民在旅游产业上实现增收。

“‘穷旮旮’变为避暑旅游胜地，路子找对了，大家都在勤劳致
富。”桃源山庄负责人王勇说，他从 2013年开避暑旅游山庄，现在
发展得很不错。

“我们山庄有 120个房间，今年夏季全部住满，实现 170多万
元的收入。”王勇说，3至10月属于洪关的旅游旺季，他们按照每月
1800元的标准进行收费，包括吃住两项，客源十分稳定，现在的房
间大部分已预订出去，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便有客人陆陆续续
前来入住。

洪关苗族乡旅游发展以苗族文化为底色和亮色，通过“有看
点、有玩点、有亮点”的思路推动旅游资源开发，一方面是对周边
民居进行苗族风情改造，建成苗族风情一条街和苗族文化展览
馆，形成独特的苗族风情景观。另一方面开展“千人走光明大道”

“徒步穿越孙家大林”等户外体验项目，举办苗族踩山节、“五一”
赏花节、“十一”斗牛节等大型节庆活动，其中“万人祭花杆”活动
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前，洪关苗族乡形成了以太阳坪景区为核心，以千年古银杏、
神秘双胞泉景点为支点，以光明大道、孙家大林景观为两翼的“一核
两点两翼”框架雏形，着力打造“乡在景中、景在乡中、四季有花、四
季皆游”的全域旅游，今年已实现2000万元的旅游总收入。

（播州区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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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5日，在赤水市石堡乡大滩村草莓种植基地
里，游客在采摘草莓、村民忙着摘除老叶，尽显冬日“莓”好时光。

近年来，石堡乡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党支部+种植
大户+农户”的组织方式，规模化发展大棚草莓种植，种植玉兰、
红颜、江雪等多个品种，每斤售价 50元至 80元，丰富市民的果盘
子，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张浪）

石堡乡

冬日草莓经济助增收连日来，凤冈县土溪镇
大连村的田间地头一片热
火朝天的景象，村民们开始
了新一轮的土豆种植。图
为种植现场。

罗成 摄（遵义图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