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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山谷底部的太极村是七星关区较
为偏远的村，青山环绕的村落由于河流沿山
绕行，在河岸平原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天然

“山水太极图”，太极村因此而得名。
冬日的太极村，河流清澈、茶树碧绿、

三角梅火红，景色优美。坐在院子里，谢涛
给记者递上一杯热茶。这杯茶色泽金黄明
亮，入口顺滑绵纯，缓缓咽下，口中留下持
久不散的茶香味，让记者很是惊喜。“好喝
吗？这就是我们村产出的太极古茶。”谢涛
说。

作为七星太极古树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谢涛对村里的每株古茶树都了如指掌。
他介绍，太极村是七星关区古茶树资源最为
集中的区域，种茶历史悠久，树龄上百年的
古茶树就有上万株。早年间这里的太极茶还
曾为“贡茶”，由此声名鹊起。

“我们村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多
云雾、无污染，为茶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 条 件 ， 孕 育 的 古 树 茶 品 质 极 佳 。” 谢 涛
说，然而长期以来，这份大自然给太极村的

馈赠，并未给太极村村民带来多少经济效
益。

“前些年，稍微懂点制茶手艺的人摘回
家加工好，一斤也只能卖几元钱，这也导致
许多古茶树无人管护。”谢涛说。

2015 年，谢涛曾和几名返乡能人一起成
立七星关区太极茶叶种植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并以每棵 800 元的价格买下太极村及周
围村子的 2 万余棵古茶树的经营权，通过统
一收购茶青的方式，提高村民种茶护茶的积
极性。同时，还成立毕节七星太极古树茶开
发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建设集生产、加
工、销售、科研于一体的茶叶加工厂，准备
重振太极古茶。然而，由于资金欠缺和技术
不足，企业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 2021 年，东西部协作的“活水”浇
灌之下，太极古茶树才得以发出“新芽”。
2021 年开始，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结对帮扶
七星关区，采取“资金帮扶，技术帮持，人
才帮培”措施，围绕标准化、规模化、品牌
化，推动太极古茶迭代升级。

在资金上，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1048 万
元用于提升七星关区茶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工设备更新、区域品牌打造等，初步实现
茶产业向集、聚、强转变。此外，组织相关
专 家 制 定 《太 极 红 茶 地 理 标 志 品 质 标 准》
《太极古树红茶加工技术规程》，大大提高了
毕节古树茶的标准化水平，并设立“七星太
极古树茶树研究专家工作站”进行新品种选
育、种苗繁育、加工等技术指导。

同时，还通过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和广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协会为七星关区举
办茶师培训班，对七星关区 50多名技术人员
开展系统的制茶技能培训，培养了一批制茶
人才。

一套提气鼓劲的“组合拳”打下来，让
太极古茶重焕生机。如今，在粤黔两地的共
同努力下，太极古茶已形成四大系列近 30款
产品，年产量 2.5 万多公斤，销售遍布 20 余
个省市区，辐射带动 2万多名农民增收。

“我们太极古茶的名气越来越大，茶叶
也能卖个好价钱，今年，我家就挣了 6 万多

元。”56岁的太极村村民穆康禹告诉记者。
古茶焕新，再启新程。今年 9 月，“太

极古茶·黔韵粤香”品牌推介会在广州举
行，广州市协作办在会上表示，将以围绕一
个发展目标、建立一套整合机制、制定一套
古茶标准、发布一套技术规程、培养一批制
茶工匠、建设一个生产基地、扶持一批龙头
企业、打通一个销售体系、推出一个形象店
面、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十个一”发展计
划，推动七星关区太极古茶高质量发展。

眼下，在广东省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建立
的太极古茶苗圃基地里，一棵棵幼茶苗长势
喜人，充满勃勃生机。

“今年我们收购的茶青就有 26 万多斤，
特别是夏秋茶品质有了突破，年产值 3600余
万元。有了广东茶叶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科研
支撑，我们有信心将太极古茶做大做强做
优，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谢涛说。

一叶生一业。如今，在太极村，饱饮山
川灵气的太极古茶，历久弥新，续写着乡村
振兴新故事。

协作活水来浇灌 太极古茶发新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传娟 夏民

本报讯 （记者 夏民） 近日，毕节市科协开
上“科普大篷车”，翻山越岭为威宁自治县大街乡
嘎基小学、玉屏小学、坪上小学送去丰富多彩的科
普知识，让370余名师生体验了科学的奇妙。

现场，科普志愿者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个个
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碰撞出热烈的氛围。

“老师老师，脉冲星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老师，你刚才的实验为什么能让水消失？”同学们
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对科学知识充满好奇。

为提高偏远地区学生科学素质，近年来，毕节
市科协联合各县 （市、区） 科协，将“科普大篷
车”开进基层一线，深入开展科普惠民活动。重点
向科教设施缺乏、科普教育条件落后的学校倾斜，
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善于动脑、乐于创造的科学素
养和实践能力。

“‘科普大篷车’优点是便捷、行动快，可深
入到村 （社区），打通科普的‘最后一公里’。”毕
节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红梅说，结合农村特
点，科普志愿者围绕专业技术、生活常识等内容开
展科普活动，推动在农村形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的良好风气。同时，通过科普展品的讲解和体验，
科普知识的宣传和学习，让科技更广泛地惠及群
众。

据了解，自 2008 年启动“科普大篷车”以
来，毕节市科协充分发挥其“轻骑兵”作用，深入
基层一线，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600余场次，行驶里
程超过 15万公里，受益群众超过 60万人次，为科
普资源相对匮乏的偏远地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科普
资源和优质的科普服务，被称为“科普大篷车”项
目“明星车队”。

毕节

“科普大篷车”
行驶超15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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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金联） 今年，毕节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多措并举持续推进人防停车位建设。截
至 11月 21日，该办建设人防车位 2267个，有效缓
解停车难问题。

该办在实施过程中，探索推广“代办”服务，
在企业办理“人防工程审批”“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及“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 ”手续之
初，在政务大厅设立工程建设手续“代办”窗口，
主动为企业提供“代办”服务，企业工作人员不到
现场，就可在网上上传资料进行事项申请。同时，
精简企业申请材料，压缩办结时限，提升办理效
率。

此外，在人防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竣工验收环
节中，该办提前介入，通过召开技术交底会和加强
技术指导服务的方式，对易发生错误施工的环节和
细节提前告知施工单位，避免施工时发生错误。对
新启用的人防车库，该办实行告知承诺制，在办理
人防工程使用许可过程中压缩审批时限，实现当天
受理、当天出证，高效助推人防车位及时投产使
用，并对所有环节主动依法监督。

毕节

多举措缓解停车难

本报讯 （记者 翟培声 通讯员 刘
雨昕）“输水的管网已经铺好，工作人员正在
调试，要不了多久就能放水了。”近日，说起
村里铺设饮水管网，黔西市锦星镇青沟村四
村民组村民赵明杨的喜悦溢于言表，“以后不
用担心旱季没水吃了。”

青沟村的饮水管网能顺利完成铺设离不
开黔西市委第一巡察组的推动。今年 4月，根
据黔西市委统一安排，市委第一巡察组进驻
黔西市锦星镇及所辖 9个村 （社区） 开展延伸
巡察，通过下沉农户、田间地头与农民座
谈、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第一巡察组来到锦星镇青沟村四村民组
召开巡察板凳会时，村民赵明杨反映该村一
到旱季就缺水，饮水安全无法保障。

了解情况后，巡察组组长随即召开组务
会，一边安排组员实地察看水源点，一边向
村委会和锦星镇党委、政府了解情况，并联
络 对 接 相 关 部 门 ， 排 查 问 题 出 现 的 卡 壳
环节。

原来，青沟村四村民组 100多户农户饮水
水源点的蓄水池，是村民多年前自发修建的
一个不到 50 立方米的小水池。一遇旱季，10
多个水泵挤满抽水，导致供水特别紧张。

找到“症结”后，巡察组随即按程序向

锦星镇党委和青沟村党组织反馈了相关情
况，要求立即整改、加快推进落实，尽快解
决群众饮用水难问题。

该镇党委立即安排落实，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解决办法，明确由镇政协委员牵头负
责，对接相关部门，推进青沟村四村民组、
五村民组的人畜饮水工程项目实施。该村两
委则做好施工前动员群众的工作，配合项目
施工。

随后 2 个月内，巡察组多次与锦星镇党
委、青沟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沟通，并进行
全过程监督、动态跟进。

经过多方协调，锦星镇党委争取到 48万

元资金，启动青沟村人畜饮水工程。通过修
建 100 立方米大型高位水池及附属配套设施、
维修加固水源点、铺设管网 9000余米，解决
了该村四村民组、五村民组 324 户 1435 名群
众的饮用水问题。

目前，该项目管网铺设、主体建设基本
完成，输水进入调试阶段。经过调试合格
后，预计在 12月开闸放水。

“基层巡察，守护的是民生，纾解的是民
忧，温暖的是民心。”黔西市委巡察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
展巡察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黔西聚焦急难愁盼开展巡察工作

青沟村村民用上放心水

本报讯 （记者 夏民） 今年以来，毕节市深
入推进国企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全面落实党组织研
究重大事项前置程序、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等重点工作，国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实现 100%达标。

据了解，该市国资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先
后建立完善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管理、财务管理、经
营投资、资产租赁、业绩考核等制度机制 30 余
个，动态调整国资监管“权责清单”58项、“授权
清单”10项，建成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 1个。此
外，市管国企全面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建立管理人员竞聘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
制度，101名管理人员开展竞争上岗，调整或退出
33人。

同时，企业董事会做到应建尽建，董事会向经
理层授权、总经理向董事会报告工作机制全面建
立。为市管企业选配8名专职外部董事、33名兼职
外部董事。

毕节市国资委

国企改革取得新成效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
七星关区市东街道龙山
社区手工车间，只见工人
们各司其职，正在打磨各
种 动 漫 手 办 的 零 部 件 。

“ 自 从 社 区 有 了 手 工 车
间，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虽然收入不算太高，
但能照顾老人小孩，可以
说是一举多得。”龙山社
区党支部书记糜祖秀说，
这个车间是毕节高新区
的企业在社区创办的就
业车间。

目前，龙山社区的就
业车间有 25人务工，全职
务 工 的 群 众 月 工 资 约
4000元，灵活务工群众月
工资从 1700 元至 3300 元
不等。“我们用工不受年
龄、性别、时间限制，且向
困难群众倾斜，让他们力
所 能 及 参 与 务 工 增 收 。
车间扩大规模后，能带动
更多群众就业。”糜祖秀
说。

今年以来，毕节高新
区因地制宜，联合辖区企
业将生产流程中的部分
工序分离出来，与周边乡
镇街道结对共建“企业+乡
镇（街道）+村（社区）”就业
车间。

“截至目前，毕节高
新区明月工艺美术、京福

服饰、七彩玫瑰、久茂科技等企业，分别与周
边乡镇街道结对共建。‘企业+乡镇（街道）+
村（社区）’就业车间有 14 个，助力 300 余人
实现就近就业。在就业车间，企业提供所需
的加工材料，按其原厂产品计件算工资，每
个工位月收入约 4500元。”毕节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顾韬介绍，就业车间一方面提升了
群众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也壮大了村（社
区）集体经济。

在龙山社区，联合创办手工车间的公司
定期向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产品计
件金额的 20%作为车间管理费，为村（社区）
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此外，公司还按照产
品计件总额的 5%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运
输费用，进一步实现双向增收。“就业车间带
来的集体经济收益，我们计划用于社区的公
益事业。”糜祖秀说。

“根据公司规划，预计到2024年底，将在
毕节建成 14 个就业车间，帮助 700 余人就
业。”明月工艺美术公司行政部经理杨健说。

“下一步，毕节高新区将持续抓好产业
和就业‘两个关键’，聚焦绿色发展、人力资
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三大主题’，建好、用
好、服务好就业车间，让更多群众从‘出远
门’转为‘家门口’就业。”顾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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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由省商务厅、毕节市政府指导、
毕节市商务局主办的新黔菜及新黔菜餐饮店评选大
赛在七星关区举行。近 50 家餐饮企业的 90 余名厨
师、40 名餐饮服务员齐聚一堂，角逐竞技，各展
风采。

大赛旨在提升餐饮厨师、服务人员等从业人员
服务技能和水平，推进旅游餐饮服务质量提升。赛
事分为新黔菜菜品和餐厅服务两个板块。新黔菜菜
品分为贵州民族菜、民间菜和土司菜三种类型，展
现辣醇、香浓、酸鲜、味厚等独特风味。同时，现
场还进行餐台创意主题设计、服务技能演示和服务
基本知识问答等活动。

近年来，毕节市依托乡村旅游和特色高效农业
快速发展的优势，以本地绿色、有机、原生态食材
为原材料，着力发展本地特色餐饮业，夜郎汤锅、
织金“水八碗”、大方豆干、毕节汤圆、黔西黄粑
等地方特色食品名气越来越大。同时，该市还积极
开展“毕节乡厨”技能人才培养，实现“产业+技
能”品牌化输出，形成餐饮业人力资源服务品牌。
预计到 2025年，将培育“毕节乡厨”3万人以上。

通讯员 罗大富 摄 （贵州图片库发）

拼厨艺 赛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章龙）“以前都怪自己行
为不当，搞得家里不和睦。感谢你们的调解，让我
们和好如初。”近日，大方县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民
警来到凤山乡谢都村，对调处化解后的婚恋纠纷开
展回访时，当事人小张这样说。

此前，小张夫妻二人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
盾。随后小张的妻子报警，并表示要离婚。接警
后，派出所民警快速赶到现场，了解事情起因后，
为双方进行调解并最终化解了矛盾。

矛盾不出村，化解在基层。今年以来，凤山派
出所对矛盾纠纷早排查，早发现、早介入、早调
处，避免矛盾纠纷升级。截至目前，该所已排查矛
盾纠纷593起，化解581起，化解率98%。

大方县凤山派出所

化解矛盾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