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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公益广告

本报讯 2024年，习水县将农
村道路生态错车道建设列为重点
民生实事，全力推进。截至目前，
该县共完成生态错车道建设10612
个，涉及 25个乡镇（街道），覆盖农
村公路超2000公里。

自农村道路生态错车道建设
项目启动以来，习水县交通部门协
同各乡镇（街道），克服困难，倒排
工期，严控质量。通过专业技术团
队现场指导，确保错车道的宽度、
长度、坡度等指标符合设计标准；
选用优质材料，保障路面坚固耐
用；同时，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项目
高质高效顺利完成。

在三岔河镇，道路“会车难”一

直是村民们出行的难题。“以前，村
道比较狭窄，遇到会车时进退比较
困难，逢年过节期间尤其严重。错
车道建成后，会车节省了时间，更
加安全方便了。”柿角元村村民冯
胜高兴地说道。

为保质保量完成生态错车道
项目建设，三岔河镇成立工作专班
组，以“镇+村+组”的模式，通过群
众会、党员大会、村民小组会等方
式，积极宣传生态错车道建设项
目，并根据群众意见和实际情况拟
定生态错车道实施地点，同时以政
府财政给予物资补助，相关技术部
门提供技术指导，群众以投工投劳
的方式达到共建共管目的。

据悉，三岔河镇生态错车道涉
及苦竹滩至白果路段、狮子至红圈
子路段等通村通组小康路。

为积极实施增设生态错车道
项目建设，永安镇坚持党建引领，
形成了党员干部带头、群众自发参
与的良好局面。各村组的群众热
情高涨，和党员干部一起打扫公路
卫生、硬化路面。当遇到建设地点
会占用自家院坝的情况时，群众自
愿让出院坝用于修建生态错车道，
保证错车道项目高质量完成。

截至2024年底，永安镇顺利建
成生态错车道375个。

在民化镇，生态错车道项目建
设组通过前期调研、入户走访等多

种方式，关注群众意见反馈，召开
群众会 80余次，收集群众意见 30
余条。

此外，民化镇注重因地制宜，整
合资源求合力。该镇围绕规划地点
土地属性、车流量、群众需求等科学
调整建设地点，在计划建设 344个
生态错车道的基础上，超额完成
6％，共建设生态错车道366个。

生态错车道项目建设的圆满
完成，铺就了群众安全出行、便捷
生活的坦途，更进一步提高了道路
的使用效率，改善了农村交通基础
设施条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提供了
良好的交通环境。 （任思宇）

习水县

建设生态错车道 乡间通行更无忧

近日，赤水市复兴镇组织该镇干部职
工及党员志愿者开展“共建美丽贵州 共
享生态福祉”主题义务植树活动。图为植
树现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柳）

本报讯 近年来，凤冈县积极探索“排
队奖勤”行动，通过实施积分制度，增强群众
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人翁意识，营造人人主动
参与基层治理的浓厚氛围，全面助推乡村
振兴。

走进何坝街道船头村陆家坪组村民议事
小院，积分评分小组成员正在对该组 2024年
第四季度积分进行结算。评分小组分别从法
治、德治、自治和示范四个方面进行评分考
核，在100分的基础分上进行加减分，每一分
都公开透明。群众可用积分到超市兑换生活
用品，这极大调动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村实行积分制度后，大家都很满
意。上个季度我得了 43分，我换了一些面
条。”村民陆恩举说。

何坝街道船头村建立积分台账，通过村
务公示栏进行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
保积分制管理公平公正。通过这种“人人参
与、时时参与”的模式，村民们更加注重自身
日常行为规范，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的热情。

何坝街道船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雷介绍，船头村的积分制度实行每季度
积一次分，由评分小组每季度对每家每户在
法治、德治、自治、示范四个方面进行加减
分。通过积分制度，有效激发了群众的内生
动力，特别是在产业发展、环境卫生整治方面
取得了较大突破。下一步，该村将以陆家坪
组为试点，在全村范围内广泛推开积分制度，
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水平。

同样，琊川镇朝阳村积极探索出“事务交
办”积分制治理模式。由网格党支部以“积分
事务交办单”和口头交办两种方式交办事务，
根据每户每月事务交办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并发放相应奖励。这种方式让每个家庭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激发了群众参与乡
村治理、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民
黄开会家就通过事务交办，把以前闲置的农
房改造成村里的农耕文化馆，房前屋后也更
加干净整洁。

“卫生间、厨房、农耕文化馆还有堆柴的柴房等，周围院坝都打扫干
净，住起来很舒服，看起来也美观，周围环境让人舒心。”黄开会说。

2024年，朝阳村围绕积分细则，对 30户“小家”分别交办了 450项
整改事务，推动“小家”的幸福指数和“大家”的和谐发展。

朝阳村党建监督员兰东表示，朝阳村通过党支部引领积分制管理模
式的探索，带头组织群众一起建设乡村、治理乡村。通过对每户的具体
问题、具体事项进行积分交办和事务交办，并由党支部对交办事项定期
进行检查，评选“五爱先锋”。通过这样的治理方式，目前朝阳村整体发
展现状更加和谐，邻里关系更加友好，村庄更加美丽。

（唐珍珍 张燕 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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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播州区茅栗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地资
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打好“特色牌”，做好土特产文章，努力绘就乡村振
兴新图景。

当前正值蔬菜上市销售时节，笔者来到茅栗镇芹菜种植基地，
看见不少村民在基地里忙碌，有的在察看芹菜长势，有的在采摘捆
绑芹菜。

据了解，茅栗镇九龙社区的种植户喻文芬种植芹菜已经有 20余
年。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喻文芬采用土地轮种的生产模
式，根据蔬菜的不同生长季节进行针对性种植，让土地“四季不闲”，保证
了群众收入。在九龙社区，像喻文芬一样种植芹菜的群众有200多户。

“我种了大概5亩地，每亩地平均收芹菜5000斤至6000斤，大概一
亩可收入5000元至6000元。”喻文芬说。

茅栗镇除了种植芹菜外，还种植了花菜等特色蔬菜。在花菜种植
基地，基地负责人鲁先明一边察看花菜的长势、一边对笔者说：“花菜
的种植周期短，3到 4个月就可全面采收，亩产能达到 4000斤到 5000
斤，产值在2000元至2500元左右，可解决30余人就业。”

芹菜、花菜产业只是茅栗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为目的，围绕市场、品牌、企业、特色等需要调整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
努力实现社会增效、集体增资、群众增收。

“2024年，我们立足资源禀赋，以‘党支部+村企+合作社’的组织方
式，种植油菜18500余亩，种植芹菜1500余亩，种植花菜200余亩，通过
发展产业，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助推了乡村振兴。”茅栗镇农业农村服
务中心主任谢伟说。

（李成强）

茅栗镇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

近日，遵义市烟草公司正安分
公司机关第一支部部分党员来到庙
塘站鸽子坝育苗点开展志愿助农育
苗工作。图为育苗现场。

（遵义图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