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印迹
江口县太平镇云舍村坐落在世界自

然遗产地、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
——锦江之源太平河风景名胜区流域中
段的河坎谷地，被世人誉为“天堂河
谷”。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之一，也
是全省党建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之一。

东邻铜仁，南连岑巩，西毗石阡，北
抵松桃，西北接印江。风光秀美，景色独
特，旅游景观资源丰富。距江口县城 4
公里，梵净山黑湾河风景区13公里。总
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965亩，辖10
个村民组，人口集中居住在 3个自然村
寨，共531户、2235人。

云舍人创下了丰厚的财富，积淀下
厚实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云舍迷宫巷
道、土法造纸坊、土家桶子屋、屯堡文化

等，是云舍村人的骄傲。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云舍人在创造

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积淀下让世人
心之向往的旅游景观。

“仙人居住的地方”“世界上最短的
河”“深不可测的神龙潭”等美誉；原生态
的造纸术、云舍土家婚俗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人们对云舍村的高度概括和赞
赏。“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录、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
最美村镇 50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贵州省省级
文物建筑保护单位，贵州省少数民族旅
游示范村寨”等称号，是云舍人的骄傲，
正因为从古至今，有杨再西收复铜仁大
小两江和黔东南等地的印记，并在江口
这片土地上建立土司制度，因而被誉为

“中国土家第一村”。

鲁毅

云 舍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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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万芬 周讲礼) “以前办事
总要四处打听各种信息，现在好了，对着
AI一说想办的事，它就像个‘百事通’，申
请资料、办理渠道这些关键信息全都精
准提供，办理时限和咨询方式也都有，如
此智能、便捷，真的大大提升了办事效
率！”近日，贵州省“贵人智办”AI助手在
铜仁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开启试运行，
办事群众陈女士体验完“贵人智办”AI
助手后赞不绝口。

“人工智能+政务服务”创新应用是
铜仁市为加快推动政务服务由人力服务
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推出的重要举措。
我市通过在铜仁市政务大厅部署上线贵
州政务服务网“贵人智办”AI助手，并专

门设置体验区，创新开启“人机互动、即
问即答、全程导办”的AI智能化导办服务
新模式，实现政务服务从传统人工导办
向智能交互的转型升级。这一重要举措
标志着铜仁市在“AI+政务服务”领域迈
出了坚实步伐，为企业群众带来了全新
的智能化政务服务体验。

作为铜仁智慧政务的“新成员”，“贵
人智办”AI助手具备五大核心功能：智能
答：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可初步实现对全
省 5000多项标准化事项办事指南的智
能问答，为群众提供精准信息；精准导：
依据不同办事需求，精准引导群众至相
应事项申报页面以及“企业之家”“云坐
席”等服务入口，提升办事效率；互动办：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支持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新办等 30项事项的“边聊边办”，
让办事过程更加便捷；实时查：借助安全
认证机制，群众可查询全省政务大厅窗
口排队情况，以及身份证、营业执照等 9
类电子证照信息，方便快捷；群众评：群
众可通过选择词条或语音输入的方式，
对服务体验进行评价，为政务服务的改
进提供参考。

“贵人智办”AI助手由省政务服务中
心 统 筹 建 设 ，是 依 托 国 产 大 模 型
DeepSeek开发的智能问答系统。其围绕
五大核心能力重塑服务体验，整合多源
数据，通过政策文件、办事指南、业务办
理高频问答等搭建知识库，并按结构化

分类建立知识图谱，涵盖多个民生领域
应用场景。通过智能应答，快速解决群
众疑问，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不同群体
需求，智能辅助提升政务服务效率，让企
业群众办事更智能、更温暖、更安全。

下一步，铜仁市政务服务中心将在
省级统筹下以“人工智能+政务服务”试
点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数字政府建设
前沿领域。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政
务服务，建设“无感续证”“智能辅助审
批”“无感评价”“智能监管”等数字应用
场景，着力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化政务
服务大厅，更好地引导企业和群众高效
便利办事，持续助推铜仁营商环境优化
升级。

本报讯（记者 何浩然 彭韵霖） 连日来，沿河土家
族自治县抢抓春耕备耕关键期，组织各乡镇全面启动育
秧工作，夯实农业机械化技术支撑，加强技术服务和指
导，为今年的水稻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位于塘坝镇金竹村的水稻机械化育秧基地，随着
自动化育秧机的运转，一个个空盘完成了播种、填土等工
序，一旁的几名村民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忙着拌种、加土、
上盘、装车，再转移到无纺布大棚里，便捷又高效。

近年来，沿河自治县持续推进水稻、油菜等主要粮
油作物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今年共建立中界
镇、官舟镇、塘坝镇等 3个机械化育秧示范点，可实现大
田移栽 6000余亩，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县16.47万亩水
稻种植。

据悉，沿河是水稻整建制推进县，为提升水稻大面
积单产，除了建立机械化育秧示范点，沿河农业农村局
还成立工作专班，选育优良品种，大力推广无纺布播盘
育秧技术，不仅能有效提高秧苗成活率，还能大大节省
水资源和减少病虫害发生，秧苗品质得到极大提升。

沿河机械化育秧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记者 舒红) 4月8日，铜仁凤凰机场航空研
学营地揭牌仪式举行。该营地的正式运营，标志着铜仁
市在深化“航旅+教育”融合，推动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
方面取得了突破。

营地紧扣“探索航空奥秘，启迪未来梦想”主题，深度
整合机场资源与地方教育需求，精心规划了一系列丰富多
元的研学课程。研学内容涵盖航空知识科普，让青少年深
入了解航空背后的科学知识；机场运营观摩体验，亲身体
验机场的日常运作流程；安全教育实践，提升安全意识与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无人机飞行操作，感受前沿科技魅
力。此外，还融入铜仁地方特色抹茶制作课程，实现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

营地充分依托机场现有设施，借助模拟航空器、驱
鸟设备、助航灯光以及消防救援装备等，为青少年打造
沉浸式学习场景，致力于激发他们对航空科技的浓厚兴
趣，全方位增强实践能力与安全意识。

3月27日，营地便正式获得地方教育部门认定，成功
作为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教育营地，并将纳入中小学社
会实践课程体系。

铜仁凤凰机场
航空研学营地正式揭牌

本报讯（石乔清） 4月 9日，松桃苗族自治县蓼皋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生团队深入鸡爪社区为
签约村民提供健康服务，接受义诊的群众你一言我一语
地表达感激之情。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前来义诊的村民们量血压、
测血糖、静脉采血、腹部 B超及心电图等多项检查服务。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务人员现场零距离答疑解
惑，针对个体差异给予健康指导。此外，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还就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科普宣
传，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同时，为行动不便和有基础疾
病的村民进行上门巡诊，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问
诊、慢病送药等服务。

此次义诊活动惠及群众30余人次，提供免费检查30
余人次、发放免费药品（组合）30余人次、答疑群众 30多
人次，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 30余份。以送医上门“心
贴心”的服务方式，提高群众的卫生健康意识，让群众在

“家门口”获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不仅提高了居民对自
身健康状况的认识，也体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村民
健康的关爱与重视。

松桃村医上门
守护村民健康“第一关”

本报讯（任明勤） 4月 7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林业局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麂，成功放归洋溪
省级自然保护区山林。

日前，印江自治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
在印江河段发现一只黄麂幼崽，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
场，对黄麂幼崽进行了细致检查和妥善救治。经过一段
时间的悉心照料，黄麂具备了放归自然的条件。

在放归前，专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评估，确保食物
丰富、水源充足，能够为黄麂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放
归当日，工作人员将黄麂带到适宜其生存的国家天然林
保护区罗场乡岭峰村林区。工作人员打开笼子，黄麂小
心翼翼地迈出笼子，回归了属于它的自由天地。

近年来，印江不断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
度，增强民众保护意识，同时加强对非法捕猎行为的打
击，为野生动物创造了更加安全的生存空间。

印江放归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黄麂

铜仁：AI赋能政务服务 云上智办暖人心

本报讯（陈敏） 晌午，思南县孙家
坝镇扎溪村村民雷秋霞拧开家里的水龙
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我们家家
户户都能用上自来水，既方便又干净！”
说起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后的用水体
验，雷秋霞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曾经的孙家坝镇是思南县“四大旱
乡”之首，听水响、看水流、为水愁是孙家
坝镇群众长久以来的苦恼。如今，随着
孙家坝水厂建成投运，汩汩水流穿过总
长度10多公里的输水渠道和隧洞，从枹
木寨水库抵达孙家坝水厂，自来水被直
接引到村民家门口，让这里的群众彻底

摆脱了寻找水源、肩挑手提的苦日子。
思南多方筹集各类项目资金19.51

亿元，利用已建和在建骨干水源工程为
稳定水源，规划实施“十库、八厂、七支
线、两联接”的“骨干水网”工程，加速推
动城乡供水一体化，构建覆盖全县“互联
互通”的“大水网”。七条干支管把十库
八厂的水源接入全县 28个乡镇集镇、街
道及部分村级供水站，最后与进村入户
的管道对接，实现水源、水厂互连互通，
水质水量保障和居民用水便捷度都大幅
度提高。一个个水利工程的顺利推进，
是思南在解决区域性水资源短缺、工程

性缺水，全面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迈出
的坚实一步。目前，思南县规划了双河
口、过水湾、花滩子等10座水库作为水
源，总库容近1.7亿立方米，8座水处理
厂日供水量达16.5万吨。

该县深入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行
动，实行水源地保护全覆盖，集中式水源
地共安装保护标示牌84个、界桩267个、
隔离网15500米。 此外，思南还通过实
施“公司+用水户”市场化管理模式，积极
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县域统管，持续抓好
日常管理、水质检测、应急维修等工作，
全面加强从制水到供水、从“源头”到“龙

头”全流程各领域的监管工作，切实护好
“水源水”、制好“出厂水”、管好“末梢
水”，确保农户长期稳定地吃上放心水、
优质水。

目前思南已实现 20户以上自然村
寨集中供水率达100%，农村集中供水率
达99.92%，水质达标率100%，供水保障率
97%，自来水普及率 94.43%，规模化供水
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 79.11%，全县
64.34万农村人口喝上稳定、干净的自来
水。行走思南城乡，处处都能感受到水
利事业快速发展的强劲脉动。

思南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 4月10日，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4年
工作，部署 2025年任务。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韩佐芝出席会议。

眼下，正值白芨生长管护的关键期，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谢桥村的白芨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忙着给白芨铺设覆盖物、喷洒农药，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张金芳 黄乐 摄

本报讯（麻洲） 2024年以来，万山
区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道路
上大步迈进，大刀阔斧地对考核、督查体
系进行优化，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生效，
切实将基层干部从繁重的负担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为民
服务、干事创业之中。

在鱼塘乡团山村，村委会委员雷英
福感触颇深：“以前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村
里做资料、准备迎检，忙得晕头转向，现
在可不一样了，有更多时间能跟老百姓
一起下田，干干农活，实实在在地帮大家
解决问题。”如今，走进团山村，时常能看
到村干部活跃在田间地头，耕地、翻土、
播种，忙得热火朝天，这正是基层减负带

来的新气象。
2024年，万山区全力推动“一张表”

数据共享，明确乡镇（街道）权责清单，严
禁区级职能部门随意将行政事务委托或
下放给乡镇（街道），也不得额外要求村
级填报“一张表”之外的报表。

“现在会议少多了，以前那些一周一
报、一月一报的报表，好多都改成了一季
一报，还整合到基础数据一张表上，工作
起来省事多了。”团山村村委会副主任王
金航说。

2024年鱼塘乡下发文件数量同比下
降 26%，各类会议召开频次同比降低
9.8%，基层干部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服务群众的一线工作中。

丹都街道旺家社区同样受益良多。
笔者见到第一书记林小健时，她正在走
访商店了解经营发展状况。

得益于为基层减负工作的落地，旺
家社区线上工作群经历了“大整合”，从
原来的10余个精简合并为 3个，功能从
单纯应付打卡转变为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快速回应诉求。

翻开林小健的工作日程本，密密麻
麻记录的不再是冗长的会议议程，而是
走访记录、招工对接等关乎民生的实
事。“以前，每个月都得迎接各级各部门
各种检查，标准还不统一，资料反复修
改，累得够呛。现在好了，检查少了 80%
以上，空出的时间都能用在联系群众、真

抓实干上。”
2024年，万山区年度考核指标同比

压减 54%以上，被考核单位减少15.5%，
区级督查计划减少 53.06%，并成功整改
了11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

万山区委督查专员杨文彬表示，“接
下来，区专项工作机制办将严格遵循《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强化
全区减负工作的统筹协调，确保各项减负
举措见到实效，持续为基层松绑，让干部
轻装上阵，把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倾注到服
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事业之中。”

万山：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 4月9日，铜仁市网络人士代表座谈会召开，40余名
铜仁网络人士代表相聚一堂，面对面交流、畅谈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飞出席会议。

总值班：郝从健 三审：蒲智 二审：石兰（白班）一版编辑：杨红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