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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元旭） 1月
6日，铜仁军分区组织机关官兵、
职工、市民兵应急营民兵队员进行
全血采集，义务献血。

据了解，近段时间来，由于临
床用血需求量大，血库供血量不
足，而血液保存期限有限，血液库
存需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以维持

“动态平衡”。为做好准备提供充
足血源，市中心血站需紧急采集
血液。

在得知市中心血站急需采集
大量血液后，铜仁军分区第一时间
组织官兵、职工和民兵队员积极参
与“义务献血”活动，有效缓解了我
市血站供血不足的压力。“战备训
练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别说是献一
点血！作为一名民兵，这是我们应
尽的义务，也是新时代民兵应有的
责任和担当。”市民兵应急营队员
黄一梓说。

“你的血液即将用于临床用
血。”看到自己的血液即将用于救
治患者，民兵张永富心里美滋滋
的，拿着市中心血站发来的感谢
短信与同事分享。市中心血站医
师全曦看到官兵、民兵积极参与

义务献血活动，并在短时间内采集到健康血液，她感
慨道：“关键时刻，还是人民子弟兵靠得住。有了
子弟兵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信心守护好全市人民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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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立新 姚婷） 近年来，大
龙开发区坚持“产业项目落在哪里，基础
设施建设就配套到哪里”的原则，根据园
区企业发展实际，积极谋划、精心布局，
推动建设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助力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走进大龙开发区园区综合服
务中心项目现场，只见工地机声隆隆，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

该项目总投资1294.82万元，用地面
积 7316.79平方米，建筑面积1381.50平
方米，主要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维修车
间、汽车充电桩、停车位等配套设施，设
有大客车位10个、小客车位 31个，是开
发区为完善园区配套设施而建设的又一
服务型项目。

“2024年8月开工建设，目前有 20余
名工人在施工，项目包含的办公楼、维修

车间等主体建筑已完工，正在做路面硬
化、室内装修及修缮人行道。”该项目施
工方现场负责人王峰说，“目前工程已完
成 95%，还有 5%收尾工作，预计 2 月竣
工。接下来，我们将抢抓时间，争取
在春节前完成室内装修和室外充电桩
安装工作。”

项目建成后，不仅解决园区企业及
周边过往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汽车维

修、企业货运停车等需求，同时也将提升
园区配套服务水平。

据介绍，大龙开发区将持续聚焦园
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加快完善产
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升综合服务水
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园区企业集群
发展保驾护航。

完善园区配套 服务产业发展

大龙开发区

粤黔协作·莞爱铜行

本报讯（赵超超 邹雪庆） 近年来，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对全
县农村饮水进行系列建设维护，有效保障人民群
众饮水安全、企业生产用水安全。

1月 6日，在该县峨岭街道曾家坳村饮水补
短板及新寨片区规模化供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正在加紧施工。

据介绍，该项目于 2024年 7月 8日开始建
设，建设内容有水池、泵房、管道等，目前正在进
行管道维护、水泵房建设等扫尾工作。

该县新寨镇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匀，供水
水量受气候及地理条件影响明显，片区小型供
水工程较为分散，没有可靠水源进行供水。
2024年，该县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 480万元，实
施饮水补短板及新寨片区规模化供水工程。工
程实施后能够进一步补齐饮水安全短板，保障农
村饮水安全。

该项目新建或维修水池8座、新建泵站1座、
输电线路1处、管道工程 34.3km，工程实施后可
覆盖峨岭、缠溪、洋溪等乡镇街道，彻底解决项目
区供水供需矛盾问题。

“项目资金为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项目实施
期间优先使用当地农民工，带动当地村民增收15
万元。”该县水务局农水站站长代兵斌介绍。

印江加快水利设施建设

1 月 7 日，玉屏侗
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
开 展“ 贴 窗 花 迎 新
春”主题活动。小朋
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张贴窗花，感受传统
文化习俗，喜迎新春
佳节。 胡攀学 摄

近年来，万山区大坪乡深入实施“强
村富民”行动，持续探索多元化产业发展
路径，全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夯
实产业发展基础，促进群众增产增收，全
力绘就强村富民壮美画卷，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太子参变“致富参”，鼓起群众“钱袋子”
初冬时节，正是中药材太子参种植

的关键时期。近日，在黄花村的太子参
种植基地内，务工群众在基地内分工协
作，抢抓时机播种太子参，整地、施肥、下
种、覆土等作业有条不紊，处处“参”机无
限，描绘出一幅太子参种植“希望图”。

“我们种这个太子参，只要管理好，
每亩产量在 700至 800公斤左右，主要销
往凯里黄平大中药材市场。”黄花村太子
参种植大户介绍道。黄花村于去年开始
种植太子参，经过1年时间，太子参种植
基地规模已从当初的100亩发展到如今
的400余亩。

由于太子参种植简单、周期短，不仅
经济效益高，带动务工能力也强，从种
植、管理到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
动力，太子参产业的发展也为附近许多
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能工作的岗位。

“我们年纪大，出不了远门，老板们来
这里种太子参，我们就来给他们干活，一
天就掏点沟沟、撒点种子，就可以得点工
资补贴家用和生活费。”黄花村村民说道。

近年来，借助海拔高、气候温暖湿
润，土壤疏松肥沃等优势，积极引导各村
农户发展太子参种植，依托“基地+种植
大户＋农户”方式，大坪乡规模化种植太
子参800余亩，全年可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3000余人次，盘活了闲置土地，促进产业
集聚、集约发展，为助推乡村振兴开出致
富“良方”。

野果果变“金果果”，长出农业“新图景”
走进大坪乡苏湾村红果参种植基

地，随处可见一排排郁郁葱葱的红果参
即将成熟进入采收期，丰收在望。

小小的红果参，虽长相不起眼，可全
身都是宝，叶子可以泡茶喝，茎可以炖
汤，果实还可以现采鲜吃，也可以深加
工，药食同源的它带动了不少周边群众
就业增收。

“最近我们主要开展红果参管护和
采摘工作，我在基地里工作，工资80元一
天，现在不用出门打工都有工资，还能就近
照顾家里。”苏湾村村民申芝英高兴地说。

2019年以来，大坪乡通过引进贵州
创兴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瓮岩村试
点种植100亩红果参，苏湾村种植 500余
亩红果参，实现了产业发展有效益。
2024年以来，大坪乡继续扩大红果参
种植面积，从最初 100 余亩发展到
1000余亩。

成片红果参的引入种植，不仅为土
地添上了不同的色彩，更是为当地群众
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机会，通过大力发展
红果参种植，积极探索“企业+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带领当地群众走出一条
增收幸福“新果路”。

家庭农场“牛”劲足，拓宽群众“致富路”
走进川硐村开宏牛场，牛场负责人

李开林正在查看肉牛长势，占地 3500平
方米的养殖圈舍内的牛儿正在悠闲地吃
草，每天与牛为伴，是李开林的工作常
态。同时，为了让牛羊品质更高、养殖更
生态，牛场还流转了土地种植玉米和饲
草，进行种养循环，一步一个脚印让农场
风生水起。

2018年，川硐村把肉牛产业作为村
里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李开林在川硐
村建起了养牛场，经过 5年时间，养殖场

面积扩大到 3500平方米，年出栏肉牛达
到1000余头。2024年，万山区出台了支
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开宏
牛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政府免费
为开宏牛场提供玉米种子和牧草种植肥
料，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牛场发展起来，村民吴银昌也在家
门口找到活干，给牛喂草、打扫牛棚卫生
每天就有150元的收入。现在吴银昌又
给牛场种植玉米作为青储饲料，有了第
二份收入。

“我种了150亩的玉米，玉米棒牛场
自己卖，玉米秸秆按 3毛 5一斤进行回
收，比自家种更划算。”川硐村村民吴银
昌说道。目前，开弘牛场已带动当地13
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万元。

近年来，大坪乡立足地域特点、资源
禀赋和群众养牛传统基础，通过“以养带
种、以种促养”的生态种植养殖模式，大
力培育家庭农场和养殖大户，促进养牛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推进乡村产业转型
升级，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截至目
前，共培育家庭农场81家，其中省级示范
家庭农场 2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6家，
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不断注
入新活力。

万山大坪乡

发展生态产业 助力强村富民
杨源

本报讯（石乔清 龙琴爱 文/图） 1月 6日，松桃
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为全县 28个乡镇（街道）的 400
余名乡村医生提供免费健康体检。

此次体检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心电图、腹
部彩超、胸部 CT及血糖检测等多种项目，还对每名乡
村医生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及时反馈，并建
立健康档案。

“真没想到，我从医30多年了，第一次为我们提供
免费体检，让我感到很暖心，体检项目也非常全面，国
家的政策太好了！”来自甘龙镇木树村的村医刘安顺
竖起大拇指为县医院点赞。

该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大乡村医生工
作在最基层一线，担负着农村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坚守在条件艰苦甚至自然环
境恶劣的边远村寨，是最贴近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
人”。他们为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该县人民医院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开展
基层巡诊，推进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让广
大村民们在家门口“近”享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松桃为乡村医生
免费体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牟长勇 陈启忠 文/图） 自1月 5日以
来，德江供电局驻德江县煎茶镇小溪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组织挖土机司机开展村道清障，为返乡人员安全出
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024年，小溪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村道无人清
理，村道旁滑坡，大量土石堆积在路面，有些路段还被
土石堆中断。春节来临，大量人员将返乡，为保障返
乡人员及群众出行安全，小溪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田峰立马组织挖土机等清理工具进
行清理，经过3天的全力清理，道路上的砂石全部得到
清理干净，清除了交通隐患。

德江供电局清障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