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金秋的韵味正浓。8 月 28 日，
黔东南自治州天柱县高酿镇隆寨金秋梨基
地内，果香四溢。该基地正在举办果树认
领开园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认领果
树，同时体验采摘乐趣。

“共享果园”模式是认领人与果园签
订认领协议，可享有该棵果树一年所产水
果的所有权。认领期内，既可以和果农一
起参与施肥、除草等工作，体验农耕生
活，也可以由果农代为管理。直到收获季
节，再到果园感受采摘乐趣，或委托果农
代为采摘并寄送上门。

今年该基地共种植百香果、桃子等水
果 400 多亩，336 人认领果树带来收入达
30 多万元，基地总收入预计可达 110 多万
元。同时，还带动几十名村民参与采摘、
分拣、售卖，实现就业增收。

近年来，天柱县立足资源优势，多措
并举发展精品水果产业，推广“共享果
园”模式。目前，该县水果种植面积 6.4
万亩，投产果园面积 5.18万亩，预计年产
量 8.02万吨、产值 4.58亿元。

“共享果园”结出致富果
通讯员 金可文 杨鸿斌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敏科） 8月 29日，走
进黔东南州黄平县野洞河镇，烟农们忙着分拣烟
叶、烘烤，各大收购点也已进入一年中最忙的阶
段。

推开烤烟房大门，浓郁的烟草香气扑鼻而
来，烤房内一串串金黄色的烟叶挂满其间。烟农
兰勇满脸笑容地数着烟叶，“我家今年种了 60亩
烤烟，长势十分不错。经过烤房烘烤，大约能产
出 1.5万斤干烟，收入能达20万元以上。”

在烤烟收购点，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严格地
按照收购要求进行筛选、入筐、过秤、打包等流
程，一堆堆的烟叶整齐堆放，等待着后续的运输
与加工。野洞河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邓元桥表
示：“烤烟收购是烟农一年中最为期待的时刻，
从烟叶的分级标准到收购流程的注意事项，我们
都会提供精细化的技术指导服务，确保收购工作
公平、公正、公开。”

近年来，凭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降水丰富
的自然优势，野洞河镇持续加大烤烟产业的扶持
力度。今年，该镇共有 136 户烟农种植烤烟，种植
面积5600余亩，预计收入可达2200余万元。

黄平野洞河镇
烤烟丰收

城乡就业有“便民站”
“感谢村服务站的帮助，我和爱人一起找到了

满意的工作。”剑河县岑松镇屯州村的周光豪夫
妇，因学历和技能不高，在求职过程中遇到了不
少困难。了解周光豪夫妇的情况后，屯州村人社
便民服务站为两人开展就业指导并多次推荐岗
位，周光豪夫妇最终在离家不远的贵州顺诚生物
科技公司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周光豪夫妇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便捷就业服
务，得益于剑河县推进就业服务下沉基层。今
年，剑河县人社部门依托县丰源劳务公司，采取

“一个中心站服务辐射 N个村寨”的方式，统筹建
设村级人社便民服务站点 39个，就业服务覆盖周
边 158个村落 （社区）。

乡村有人社便民服务站，城区有零工市场，
就业服务就在身边。黎平县水电工杨盛周，之前
长期在县城零散接活，工作不稳定。2023 年 9
月，经黎平县零工市场推介，他前往南泉物业公
司应聘水电工，最后顺利入职。

据了解，黔东南州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的
力量和资源，叠加多元服务载体和触角，构建

“17个公共服务机构+162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2
个零工市场+605 个村级人社便民服务站+40 个劳
务品牌”就业服务体系网。通过强化就业服务，
今年以来，促进城镇新增就业4.24万人。

外出务工有“劳务站”
“劳务站吗？我姐妹俩从东莞辞工来佛山了，

能不能帮忙找找工作。”今年夏天，黔东南州驻广
东佛山劳务协作站工作人员接到黔东南籍务工人
员王志珍的电话，立即驱车将她和姐姐王志美接
到劳务站安顿下来，并通过多种渠道寻找适合她
们的就业岗位。

王志珍姐妹都已 50 多岁，文化程度也不高。
经劳务站与多家企业对接、推荐岗位，她们选择
了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是粤黔
协作共建稳岗就业基地，长期支持和吸纳黔东南
籍务工人员就业。得知王志珍姐妹情况后，主动
提出降低岗位条件吸纳她们就业。

在加强驻外劳务站建设的同时，黔东南州注
重培育劳务带头人，把他们变成流动“劳务联络
站”，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黎平
县水口镇岩湾村村民潘启年，1995年只身到佛山
打拼，从进厂务工到自己创业当老板，再到经营3
家五金厂，实现年销售额 3000万元，带动近百名
老乡在佛山稳定就业。

近年来，黔东南州加强与广东佛山、浙江杭州
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开展劳务协作，建立“驻外劳务
协作工作站+劳务就业基地+企业+劳务带头人”的
省外就业服务体系。目前，全州已建立或协管驻外
劳务协作站 42 个、建成东西部劳务协作稳岗就业

基地 213个，培育选树劳务带头人 702人，服务促进
农村劳动力在省外稳岗就业93.73万人。

线上服务有“就业通”
手机上也能找到工作？黄平县新州镇的袁玉玺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苗侗就业通”微信小程序上
注册了账号，并向几家招工企业投递了简历。

“真没想到，两天后我就接到了面试的电话通
知。”袁玉玺说，他顺利通过面试，被贵州哆蝶商
贸有限公司录用，从事办公室行政工作，月薪
4000多元。

今年 1月，黔东南州人社部门开发上线“苗侗
就业通”微信小程序，提供就业政策宣传、职位
发布、简历查询、邀约面试、供需信息匹配推送
等线上就业服务，为劳动者搭建起了“指尖就业
服务站”。自上线运行以来，“苗侗就业通”已有
企业注册 1211户、求职人员注册 2.1万余人，发布
用工岗位2.8万个。

与此同时，黔东南州引进粤港澳大湾区优
质人力资源机构，创建智能“一站式”求职招
聘服务智慧市场，定期举办线上招聘会；利用
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创新开展直播带
岗、线上招聘等线上就业服务活动，拓展“指
尖就业”服务渠道。今年以来，全州开展线上
招 聘 、 直 播 带 岗 等 线 上 就 业 服 务 活 动 238 场
次，点击围观达 14 万人次。

服务就业全方位
——黔东南州创新优化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丽 通讯员 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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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陆颖 马斌 姚进忠）
“今年，是我种植油茶 10 多年来挂果最好的一
年。从目前挂果的情况来看，油茶鲜果亩产预计
1000 斤左右，基地油茶总产值有望突破 200 万
元。”8月 25日，黔东南州黎平县中潮镇二望坡
侗乡古韵公司油茶种植基地负责人张乐贤信心满
满地介绍，“我们有自己的种苗基地、加工场地
和销售平台，每年可带动群众务工300余人。”

近年来，中潮镇依托山林优势和气候优势，
通过“党支部+致富带头人+园区+企业+农户”的
方式发展油茶 1.3 万余亩，现在挂果面积近万
亩，示范引领黎平油茶产业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向群众免费发放
油茶苗是中潮镇发展油茶产业的主要措施之一。
目前，部分群众种植的油茶已见成效。“2019年
我家在政府帮扶下，种下油茶苗 30 亩。今年初
挂果，产值超 1万元应该没有问题。”上黄村脱
贫户黄先德说。

“廖湾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与久晟油
茶科技公司和侗乡古韵公司等加工企业合作，每
年推荐不低于 200名群众到油茶基地和加工企业
开展季节性务工，另有 20 余名群众入职久晟油
茶科技公司等企业，实现了稳定增收。”廖湾村
党支部书记廖钟江介绍。

油茶产业已成为黎平县“一县一业”特色主
导产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产业、生态产业，
中潮镇作为油茶产业的核心区之一，按照“企业
做市场、园区做保障、政府做服务、支部抓落
实、党员做示范、群众得实惠”的理念，不断创
新发展模式，继续深挖油茶产业潜力，赋能乡村
振兴。

黎平中潮镇
万亩油茶挂果

“香炉山都堵车了！”
最近，黔东南州凯里市的“香炉山十三道

拐”刷屏朋友圈，“网红”路线的贯通，吸引
了大批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随之而来的是，位于“网红”弯道起点的
万潮镇盐井村也迎来了一波流量。“在盐井村
吃一餐美食，再开车到香炉山打个卡，安逸得
很。”凯里市民胡先生说。

盐井村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香炉山脚下，距
凯里市中心仅 8 公里。秉承“这么近 那么
美 下班去盐井”的发展思路，盐井村立足村
美、田丰、林盛的区域资源禀赋，引进贵州云
村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村党组织+
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方
式，开展“盐井烟火集”的建设。

2023年 9月 29日，“盐井烟火集”开工建

设，一栋栋闲置、废弃的老木房在保持乡土生
活元素的基础上，融入了花园打造、灯光布
置、空调地暖、开放厨房等现代化设施设备，
焕然一新，成了游客享受美食，开展休闲娱
乐、社交团建的乡村庭院生活集。

“平常周末包房都是满的，暑假这段时间
人气更旺。”盐井村党支部书记杨秀杰说，自
去年 12 月 22 日“盐井烟火集”开集运营以
来，据不完全统计，已吸引食客 6000 多人
次，营业额达40多万元。

“下班到盐井”微度假，成了不少凯里市
民新风尚。

温酒煮茶，与山野对酌；听风寻静，品细
水长流；好友畅谈，尝乡野味道……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客在这里觅得一份宁静与惬意。

眼下，乡村旅游正在从赏美景向“微度

假、慢休闲、烟火气”转变，融合农、文、
体、旅、商等全域要素，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休
闲娱乐体验，让乡村旅游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少数民族群众占总人口的 82.4%，凯里市
散布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村落。近年来，该市立
足资源、生态、交通等各方面因素，打造推出
了一批乡村旅游微度假目的地。

去年，凯里市炉山镇洛棉村以闲置资源
入股的方式，盘活闲置老木屋，改造成集餐
饮、住宿、娱乐、康养于一体的乡村生活
馆，打造洛棉云村慢仙谷和云村洛棉乡奢营
地。目前，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约 40万元。

今年 8月 10日，凯里小高山乡村微度假目
的地开村运营，集田园栖居、运动康养、农耕

体验、山谷音乐、田园烧烤、休闲娱乐等多种
业态于一体。从此，开怀街道棉席村有了一个
诗意名字“牧野谷”。

夕阳西下，轻薄的云雾如纱般在山间流
淌，晚霞在天空展开梦幻般的画卷，游客们在
山巅吃着长桌宴，赏着落日余晖，大呼“太惬
意了”。

“相比于建设普通民宿，我们更注重提升
度假体验。”贵州云村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胡涓介绍，公司立足棉席村资源禀
赋，把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人居环境治理、文
旅产业开发、乡村治理等要素相结合，实施

“乡村旅居+田园休闲+微度假”为主要模式的
乡村微度假目的地打造，盘活 8 栋闲置老房
屋，改造成集休闲会客、乡村旅居、生活体验
等功能于一体的精品乡村生活院子。

乡村度假，邂逅别样生活。“凯里周边可
玩的地方变多了，特别适合周末去度个小假，
放松一下。”凯里市民杨女士表示。

青山、田野、书咖、民宿……一幅幅美丽
新画卷在凯里近郊徐徐铺展。

乡村度假 惬意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丹

初秋时节，暑气未消。走进黔东南自治州
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卫生室，摆着消暑中药茶
饮的桌边坐着不少村民。

“今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为村民准备了
消暑中药茶饮，看病的、歇脚的、路过的村民
都喜欢过来喝一杯。”中医阁医生张斐说，消
暑中药茶饮是他精心配制的，夏季一推出就受
到村民欢迎。

自 2023 年 11 月建成以来，黄泥村卫生室
的中医阁凭借良好的诊疗技术和周到的暖心服
务受到越来越多村民的青睐。“以前小病小痛
都是忍着，现在都愿意来找张斐医生看一
看。”黄光年老人说，她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
高血压，膝关节经常痛，今年 2 月忽然加重，
抱着试试的想法她来到中医阁。

“她第一次来治疗的时候，都是拄着拐杖
来的。”张斐说，他根据老人的病情进行了拔
罐、艾灸、针灸、电针等针对性治疗。两个疗
程后，老人已经行动自如了。“身体恢复后，

她自己种了一园子的菜，前几天还给我送了一
些四季豆。”

虽然只是村级卫生室，但中医阁的中医诊
疗常用设备和药材一应俱全。“目前，可开展
5类 12项中医诊疗，寒暑时节还免费为村民提
供中药茶饮。”张斐说，截至今年 8 月，黄泥
村卫生室中医阁已完成中医诊疗 1800余人次。

中医阁的建成得益于东西部协作，得益于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对麻江县的医疗帮扶。

麻江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
划》 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建
设标准 （试行）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
中医阁建设标准 （试行） 的通知》，2023 年，
麻江县争取到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 20 多万
元，启动了中医阁建设，旨在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

2023 年 11 月，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贤

昌镇贤昌村、杏山街道青山村 3个村卫生室和
金竹街道官井湖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阁建成
投用。

“第一期建设选择的 4 个试点，主要考虑
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村医中医药服务能力、村卫生室场地
满足中医阁改建需要和建成后能辐射人群等几
方面因素。4个点中的 3个村是脱贫村，官井
湖社区则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此外，4
个点的医生均能开展中医诊疗服务，在辖区内
有一定口碑。”粤黔协作工作队黔东南工作组
驻麻江小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在佛山南海区医疗帮扶专家的具体指导
下，配备了封包治疗仪、煎药机、中频治疗
仪、艾灸仪、电针仪、熏蒸床等 10余种设备，
提升了中医阁治疗条件。“中医阁配齐治疗设
备后，每天能治疗的病人多了，治疗效率也提
升了。”杏山街道青山村卫生室医生彭世书表
示，现在青山村卫生室中医阁每天接诊的病人

都在 20 人以上，还有周边县、镇、村寨的病
人也慕名而来，基本上集中在上午 10点前和下
午 3 点后。“中间那段时间大部分村民要做农
活。为了方便他们，我们晚上加班到 10点是常
态，村民们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青山村村民陈电朋在干活时扭伤了手，到
县医院拍片得知没伤到骨头后，当即决定回村
卫生室来治疗。“这里离家近、方便多，现在
设备多，治疗效果也好。我来治疗了 3天，感
觉好多了。”陈电朋说，通过医保报销，每次
治疗自己最多花20元。

群众看病更便捷，医生也有了更好业务发
展的平台……下一步，麻江县将积极争取东西
部协作帮扶资金，再改建 5个中医阁，服务更
多基层群众。同时，粤黔协作工作队黔东南工
作组驻麻江小组将协助麻江县卫健局加强与南
海区卫健局的沟通协调，为村卫生室医生提供
更多样化、更高技术的中医培训，为基层群众
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有了中医阁群众都说好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帮扶麻江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钱仕豪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本银 杨吉 韦召
秀） 近日，黔东南州麻江县货车司机联合工会委
员会在贵州恒泰商砼有限公司揭牌运行。自此，
该县货车司机加入了工会“大家庭”，有了自己
的“货车司机之家”。

为组建筹备好货车司机行业工会，麻江县总
工会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多次深入货运平台企业调
研。结合麻江实际，在货运司机较为集中的贵州
恒泰商砼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全县货车司机联合
工会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健全了机构。

通过优化办公场地、改造升级、拓展服务功
能，建设了集停车、餐饮、休息、如厕、洗衣洗
澡等功能为一体的“货车司机之家”。“工会为我
们打造‘货车司机之家’，让我们这些常年在外
的跑车人有了家。”货车司机葛玉波说。

“接下来，麻江县总工会将继续完善‘货车
司机之家’的设施和服务，不断拓展服务功能，
为货车司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让他们在奔波
的路上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麻江县总工会党
组书记龙明瑞说。

麻江货车司机
行业工会揭牌运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
调，“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
制 ， 完 善 就 业 公 共 服 务 体
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

黔东南州通过面向基层
创建人社便民服务站、省外
建立劳务协作站、线上开通

“ 苗 侗 就 业 通 ” 等 创 新 举
措，织牢加密州内州外、线
上 线 下 就 业 服 务 “ 一 张
网”，全覆盖、全方位为劳
动者提供便利、高效、优质
的就业服务，积极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

新闻背景

本报讯 （通讯员 梁创英 张奎 梁英
豪） 金秋时节，黔东南自治州台江县 8000 余亩
精品水果金秋梨喜迎丰收，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8月 30日，在台江县革一镇小农场金秋梨果
园基地，种植户姚敦朝正与村民忙碌地开展金秋
梨的采摘、分拣、装筐，“省外经销商都会提前
订货，批量采购。”

台江县的金秋梨因果肉细嫩、含糖量高、水
分多、品质好，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到成熟时
节，县内的定点销售市场及路边摆摊处，生意都
格外好，果园里前来采摘、游玩的游客也不少。

据了解，台江金秋梨系新高梨芽变种。20世
纪 90年代中期，台江县结合当地海拔优势资源和
优越的生态环境，从湖南黔阳引进栽培，主要分布
在革一镇、台盘乡、台拱街道、萃文街道、排羊乡等
乡镇（街道），现有种植面积 8000余亩，今年预计
产量 1.2万吨，产值3600万元左右。

台江金秋梨
甜蜜上市

↑白市镇地样凤藤葡萄采摘园，种植户
在采收葡萄。

←高酿镇隆寨金秋梨基地认领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