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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世容）“这种‘突长
枝’光‘吃饭’不‘干事’，要修剪掉。”眼
下，正是果树修剪的黄金期，正安县瑞溪镇瑞
溪村农民导师杨仁波的苹果梨基地里，聚集了
不少前来“求学”的村民。

“来这里不光学本领，还能拿到务工工
资。”村民郑维仲说，在基地边干活边向导师
学习种植技术，再将学到的技术用到自家 10多
亩梨林上，实现了“双赢”。

近 年 来 ， 正 安 县 聚 焦 破 解 农 村 “ 空 心
化”、村级后备力量缺乏、产业发展难以为继
等问题，探索实施“农民导师制”，打造新时

代青年农民学校，就近就地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产业致富能手、村级后备干部，不断加强
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目前，该
县聘用“农民导师”1364 名，有农民学员 1.6
万人，累计培训农民20余万人次。

哪里有需求，培训的课堂就设在哪里，培
训的力量就覆盖到哪里。培训的课堂在“新青
校”教室、田间地头。

据了解，正安县按照“一个理论教学点＋
若干实践基地”的学校架构，因地制宜在全县
20个乡镇 154个村 （居委会） 兴办新时代青年
农民学校 181所，围绕白茶、方竹等主导产业

开设专业课程 35 门，农民导师下沉到村组一
线、田间地头，采取现场教学、案例分析等方
式为农民学员解惑。

元旦节前，瑞溪镇三把车村监委会主任兼
农民导师周能洪在“新青校”教室给 30 多户
枇杷种植户上了一堂生动的培训课，至今被不
少种植户津津乐道。“周老师讲的课好听又好
懂，鼓励我们梳理在种植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多
提问。”三把车村村民陈昌琴说。

周能洪不仅枇杷种得好，种黄豆也是位能
手。每到黄豆种植期，他总会到田间推广黄豆
套种技术，2021年，三把车村黄豆亩产量 200

公斤，套种黄豆亩产 75 公斤。此外，周能洪
还带动村民成立了能红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正安瑞香食品有限公司，开办豆制品加工厂，
生产的豆腐、豆干、豆芽等订单销往正安县内
2 个学生配餐中心和附近商超等。“厂房正在
新修扩建，还将生产内酯豆腐、豆腐乳、水豆
豉等产品。”周能洪说。

据了解，通过“新时代青年农民学校＋
企业”的合作模式，正安县已建立实训基地
（工厂） 560 个。“农民导师制”为产业发展
提供了技术、智力支撑，激发出乡村振兴新
动能。

正安1300多农民导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吴玉 韩翠） 虎年春节
临近，道真自治县商务系统提前谋划，多措并
举，确保春节期间“菜篮子”“果盘子”等民生
物资供应充足、品质优良、品种丰富、价格稳
定，让群众过年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在道真的合力超市、佬辉超市、农贸市场等
地，琳琅满目的生活必需品摆放得井然有序，群
众正在精挑细选，虎年卡通形象毛绒玩具、饰品
等各类虎年主题商品抢占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
食品区内粮油、肉类、水果、干果、糖果等货品
种类丰富，处处洋溢着新春喜庆气息。

“目前门店备了 400 多万元的货品，其中
米、面、油、菜、肉等生活必需品我们备货充
足，能够保障群众的春节供应，我们还会每天追
踪货品销售情况，及时调配。”道真自治县合力
超市管理经理助理陈芳说。

该县还把农贸市场作为重点领域，在严格落
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同时，围绕群众
三餐所需的粮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商品，持续
做好价格监督检查，加大检查频次及覆盖面，全
面做好货源保障，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多层次、
全方位消费需求，保障群众春节稳定供应。

道真

春节市场保供有力

本报讯 （记者 徐春燕）“依托酒用红
高粱高标准建设示范基地，我们实行‘高粱+
蔬菜’的种植模式，让村民实现了一地双
收。”1月 12日，在仁怀市长岗镇堰头村，看着
眼前青翠鲜嫩的豌豆尖，堰头村村委会主任陈
瑞说。

在仁怀市，像这样的高标准酒用有机红高
粱基地有 30 万亩，此外在习水县、播州区、
汇川区等多个县 （市、区），也建有高标准酒
酿有机红高粱基地。

近年来，遵义市把酱香白酒产业作为首位
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按照

“七统一”模式，推动红高粱产业扩面增产、
提质增效。2021年，遵义市红高粱种植面积达
160.49 万亩，产量 44.76 万吨，产值 35.98 亿
元，面积、产量、产值均占全省55%以上。

统一良种供应。为抓好本地糯高粱品种的
保护、繁育、推广，遵义市制定了 《酒用高粱
营养体育苗移栽技术规程》 等地方标准，实行

一个品种、一个核心技术团队、一条科学发展
路径、一套技术支撑方案，收集和保护本地优
良种质资源 538 个，选育出优良新品种 5 个；
建立良种繁育基地 10200亩，年产优质红高粱
种子 300万公斤以上，实现红高粱良种种植覆
盖率达 100%。

统一基地建设。遵义市明确加快推进以仁
怀市、习水县、播州区、汇川区为主，其他县
(市、区)为补充的茅台酒用有机高粱基地。对
此，遵义市开展有机地块认证面积 158.7 万
亩、绿色地块认证面积 75 万亩。2020 年以
来，该市建成万亩有机红高粱产业示范带 2
个、万亩以上规模化红高粱种植乡镇 50 个、
20 万至 30 万亩红高粱种植县 2 个、30 万亩以
上红高粱种植大县 1个，实现茅台集团红高粱
本地自给率达 95%以上，地方白酒生产企业红
高粱本地自给率达50%以上。

统一种植标准。通过制定 《遵义红高粱高
效栽培技术规范》，推进标准化种植模式，在

全市示范办点推广优良高效种植模式和穴盘育
苗等工厂化、集约化育苗技术。建立完善科技
特派员、职业辅导员制度，开展标准化生产技
术培训 2244期次，培训人员 12.26万人次。该
市共推广育苗移栽 129万亩。

统一品牌质量。建成遵义高粱研究所，修
订完善红高粱制种、种植、储存、质量检测等
系列标准，形成“红缨子”“红珍珠”等品
牌。推行生产投入“合格证”制度，率先建立
红高粱质量追溯体系。完成遵义红粱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及商标注册申报工作。仁怀“糯高
粱”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统一收储经营。组建遵义红高粱产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市、县红高粱收储企业 20
余家，依托以茅台集团为首的酱香白酒加工
企业的原料需求，不断完善红高粱产业种植
购销供应链，建成红高粱原料集散中心、大
型仓储设施 34 个，年储存红高粱近 37 万吨。
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组织方式，全力推进订单式种植生产。
目前，该市红高粱种植共涉及 14个县(市、区)
184 个乡镇 29 万余户农户，收购价格稳定在
每公斤 7 元至 9.2 元，种植户亩均收入持续稳
定在 2000元以上。

统一产业拓展。该市将红高粱产业发展与
白酒文化、绿色生态等资源有机结合，促进红
高粱产业农工旅一体化融合发展。坚持无害化
处理红高粱秸秆。推行绿肥种植和休耕轮作，
推广“红高粱+”模式，同季套(混)种中药材、
豆类、薯类等农作物，错季轮种蔬菜、食用菌
等农作物，提高土地产出率。

统一市场监管。成立酒用红高粱质量管
理专家委员会，制定 《红缨子高粱质量管理
规程》。严格红高粱市场监督执法，着力规
范红高粱市场秩序。目前，该市已建成红高
粱 质 量 检 验 检 测 机 构 5 家 ， 年 抽 检 红 高 粱
300 余次，开展红高粱市场专项监管执法检
查 80 余次。

“七统一”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遵义市红高粱年产值近36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兴黔） 余庆县全面推
行“微心愿·微服务”的“双微行动”近一年
来，设置“心愿墙”21 处，明确网格员 45 名，
累计收集居民“心愿”826 个，成功办结 822
个，居民满意率达99%。

“双微行动”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按照“界
定清晰、规模适度、无缝衔接、方便管理、相对
稳定”的原则，科学划分网格，收集群众“微心
愿”，并归纳、整理，建立心愿台账，构建街道
政务服务大厅、社区“一站式”党群服务中心、
小区便民服务点为主体的三级服务平台，建立街
道党工委班子成员挂帮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包保
服务网络的工作责任机制。

为保证“双微行动”服务更精准，确定的事
项落到实处，社区广泛倾听群众心声，通过志愿
服务、订单服务、组团服务，开启社区全方位服
务模式，对于一些小心愿、小困难、小问题、小
诉求，由群众“下单”，支部党员“爱心认领”，
实行“一对一”的“订单”服务限时办结。

余庆

“双微行动”服务群众

本报讯 （记者 黄霞 吴浩宇） 深冬时节，
务川自治县涪洋镇的小坪冷水鱼生态养殖示范基
地里，随着工人们投喂饲料，鱼群翻腾夺食，水
花四溅。

涪洋镇地理自然条件优越，水资源充足，又临
近高速公路和国道，交通便利，依托优势，该镇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养鱼产业，做活“水文章”。
通过该县农投公司牵线，引进贵阳农投集团，采取

“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投资
3000 万元，建设占地面积 100 亩的“小坪生态渔
业”项目，既不影响农业生产用水，又增加了村民
收入。基地建成投产一年多以来，产鲜鱼 100余万
公斤，实现产值约2500万元。

“从基地开始建设到现在，许多附近群众实现
了就近务工。”基地项目综合部负责人王星介绍，
目前公司固定用工 10名，季节性用工百余名。

据悉，“十四五”期间，涪洋镇将以生态养
鱼产业为主导，辅以水上乐园、渔家乐等特色项
目，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做活“水文章”。

务川涪洋镇

延长产业链做活“水文章”

节前赶制订单忙
通讯员 简垦 摄影报道

临近新春佳节，位于遵义
市新蒲新区的贵州联代科技有
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
加紧赶制节前订单。该公司是
一家围绕智能终端生产，打造
集研发、生产及营销为一体的
高新科技通讯企业，主要从事
手机产品、智能穿戴产品及
3c 产 品 的 研 发 、生 产 、销 售 。
2021 年，公司出货量约 850 万
台，销售额近 4亿元。

近年来，新蒲新区经济开
发区坚持以高端化、绿色化、
集约化为主方向，形成以包装
材料为首位产业，以辣椒加
工、电子信息、高新装备制造
为潜力产业的新型工业化体
系，聚焦“工业倍增行动”，
现有 208 家企业入驻，2021 年
完 成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29.89亿元。

图为贵州联代科技有限公
司无尘车间工人正在赶制 2k
手机屏幕订单。

本报讯 （通讯员 冉寒竹） 近日，正安县
金融工作局挂牌成立。

据了解，县级金融管理局的成立，是贵州省
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将更好
推动《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贯彻落实，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量、规范金
融管理行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营造良
好金融生态，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地方金
融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正安县金融工作局挂牌

“模具使用前，要对照工艺卡片检查是否
一致，加工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来操作，钻孔
环节也一样，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做出合格产
品。”

1月 12日，在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内的贵
州华松传动有限公司铣床生产环节，熟练工人
正向该校机电技术应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学

生传授冲压模具加工注意事项。听完讲解后，
学生们立即投入生产，将刚学到的理论知识通
过实操融会贯通。

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机电技术应用是该
校现代学徒制国家试点专业之一，2015年，该
校申报全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成功，2017年
9月，该校又成功申报为国家第二批现代学徒

制试点单位，加上 2021年 9月顺利通过教育部
现代学徒制第三批试点单位验收，成为全省唯
一一所通过验收的县级中职学校试点单位。

期间，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现代学徒
制试点工作后，通过引企入校、校企合作、师
傅带徒弟、师兄带师弟模式，使得一大批技能
型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学生学的技能更符合

企业岗位需求，教师能经常到车间厂房开展实
操教学，271 名机电技术应用专业、365 名汽
车维修专业毕业生全部就业。”凤冈县中等职
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简益华说。

该校还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维修两个
专业为基石，以辐射方式在校内 9 个专业启
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通过工厂“师傅”
变学生技能学习指导老师、课堂老师变工厂

“师傅”、学生变工人 （学员）、专业作业变产
品、厂房变教室、生产变教学，确保学生学
有所长，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
级能力，为 3600 余名在校生就业打下坚实基
础。

凤冈职校：校企联合推行现代学徒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洋

本报讯 （记者 沈仕卫 通讯员 黄黔
华） 1月 16日，仁怀市酱酒集团向遵义市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捐赠500万元。

贵州省于 2019 年被列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建设区。通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
长征沿线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
文物和文化资源，发扬红色传统。

仁怀酱酒集团董事长李武表示，企业倡导
党员干部职工“学红色历史、讲红色传统、做
红色传人”，引导他们从遵义的红色文化中汲取
精神营养，传承红色基因。公司将以此次捐赠
为起点，从长征精神中感悟奋进力量，创造新
业绩。

仁怀酱酒集团

捐资500万元助力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