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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谭露 文/图） 近期，为有
效解决流动摊贩给城市管理带来的一系
列棘手难题，碧江区正光街道以精细化
管理为导向，多措并举规范流动摊贩经
营，让流动摊贩“安家立业”。

长期以来，正光街道桐达山韵片区
铜仁市第二中学附近流动摊贩扎堆，秩
序混乱，严重影响城市面貌与居民生活，
也成为了正光街道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多次劝导和集中
整治，效果均不明显。

为破解这一困局，正光街道党工委
召开专题会议，针对该区域流动摊贩整
治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城管中队广泛
收集居民、商家以及摊贩各方意见，最
终，精心绘制“摊位地图”，划定2个集中
经营区域，每个摊位均按统一标准进行
设置，设置小吃区、果蔬区，引导流动摊
贩至新建的集中经营点，既能满足周边
居民的日常需求，又能很大程度上改善
经营与消费环境。

据了解，该区域两处集中经营点目
前已入驻100余家摊贩，有效分流了周
边零散摊贩，使区域环境焕然一新。同
时，摊贩也愿意协助管理部门开展环境
卫生维护、秩序管理等工作，形成了办事

处、物业、摊贩三方协同治理的良好局
面，实现了市容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双赢。

“以前对城管很抵触，后来，通过他
们耐心地讲解政策，帮我们解决了实际
问题，我们非常愿意配合管理。为规范
摆摊，在城管的指导下，我们自己买了油
漆，现在摊位已经划好了，就等油漆干后
继续营业。”摆摊的刘大哥说道。

如今，走在正光街道的街头，流动摊
贩在规定区域内有序经营，城市秩序井
然，烟火气与文明风相互交融。正光街
道将继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温度、
更具魅力。

本报讯（刘勇刚 文/图） 为切实加
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提升场
所内工作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
能力，碧江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养老机
构类型特点和消防安全短板问题，对症
施策，到辖区养老院、福利机构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迅速排查整治。联合民政部门扎实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加强对养老机
构的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指导服务，重
点查看老人宿舍、食堂餐厅、活动室等场
所，就养老院消防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安
全用火用电、消防设施日常维护、消防通
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现场了解了
养老院工作人员灭火器的操作使用、应
急逃生组织流程。期间，检查人员还详
细询问了老人日常生活的用火用电情
况，叮嘱老人不要在房间抽烟，并着重提
醒养老机构负责人要把失能老人和行动
不便的老人安置在宿舍一楼居住。

强化宣传教育。针对养老机构老弱
众多以及人员行动不便等特点，组织宣
传人员、乡镇网格员、专职队员等力量走
进辖区养老院，对老人面对面进行耐心
细致的宣传教育，以增强管理人员和老
人的自防自救能力，提高养老服务机构
人员火灾防控意识以及应急应变能力。
同时督促指导养老服务机构从近期养老
院火灾事故案例入手，通过组织观看火

灾案例警示教育片、火灾案例原因分析
等形式，对从业人员及入住老年人进行
消防安全警示教育。

实战演练到位。结合“防消联勤”
“六熟悉”工作，到养老机构开展针对性
的实战演练，重点对养老机构周边道路
水源情况、建筑物内部结构、毗邻情况、
消防设施、疏散通道、重点部位以及人员
疏散困难的区域进行熟悉掌握，做到情
况明、底数清，及时修订科学、合理的灭
火疏散救援预案，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夯实灭火救援
基础。同时，加强与养老机构微型消防
站之间的联勤联动联训，组织员工开展
模拟疏散逃生和灭火演练，提高养老机
构自身组织疏散逃生和“灭早、灭小、灭
初期”的能力水平。

本报讯（碧融轩 文/图） 近日，在
碧江区政协牵头组织下，黔湘边区一场
场围绕“矿山保护与治理”的跨区域“院
坝协商”会紧锣密鼓地召开，毗邻村寨的
党员干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围坐在
一起，面对面协商交流，探寻矿山保护与
治理路径。

跨区域“院坝协商”云场坪镇、漾头
镇、滑石乡、六龙山乡与湖南省凤凰县茶
田镇同处于原铜仁汞矿矿部开采区域，
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是历史采汞重
点区域。上世纪90年代末，因矿床主要
矿带资源枯竭，铜仁汞矿实施政策性关
闭，辖区遗留大量废弃矿洞。近年来，该
区域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时有发生，
导致国家矿产资源流失、生态遭到破坏
和存在安全隐患。

为推动解决毗邻地区面临的矿产资

源被非法盗采问题，破解交界区域治理
难题，4月以来，碧江区政协与云场坪镇、
滑石乡、漾头镇、六龙山乡政协联络委两
级联动，协商组织毗邻地区村（社区）联
合开展了以“矿山保护与治理”为议题的

“院坝协商”议事会，与会人员结合实际
各抒己见，互动协商，纷纷提出了很多具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共同为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建言献
策。议事会上，两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对
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记录，就矿
产资源联动保护、非法盗采联动巡查、安
全管理联动宣传、生态环境联动守护等
方面先后达成协商共识19条。

毗邻地区村委会将协商共识规范纳
入村民公约，并围绕达成共识事项积极
做好群众宣传和社会监督有关工作，发
动群众共同遵守、共同执行和共同治理。

本报讯（何玉琳 黄雪芬 文/图） 近年
来，碧江区坝黄镇积极探索盘活闲置资产新
路径，通过提升改造、积极争取东西部协作
资金等方式，盘活闲置资产，将“沉睡”的资
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活水”，推动了乡村养
殖产业的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
动能。

在位于坝黄镇白果村的贵州育肥牛养
殖项目点，昔日闲置的养猪场摇身一变，成
了一群西门塔尔肉牛的“新家”。

整齐排列的牛舍内，一头头膘肥体壮的
肉牛正悠闲地嚼食着草料。饲料加工棚里，
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用粉碎机加工饲料。

坝黄镇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由于产
业结构较为单一，部分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或处于闲置状态。为激发闲置资产内生动
力，在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坝黄
镇积极对接协调资源，将12个村集体闲置养
猪场改建为标准化养牛场。

“我们养牛场打算建两期，一期按2000

头的规模，大概在5月1日前完成；二期也正
在建设中，预计8月1日前完成。两期建成
后，预计存栏将达4000头。”贵州宝泽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元宝介绍。

此外，坝黄镇还积极争取东西部协作资
金，引进大型养殖企业，扩大规模搭建高标
准牛舍。在已经建好的牛棚旁，工人们正在
加紧施工，挖发酵池、搭建牛棚、安装新设备
等，只待下一批育肥牛进场。

据了解，坝黄镇养牛场按“种养循环、以
种带养、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以基础母牛
繁育和肉牛饲养为核心产业，配套种植基地
建设，养牛场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处理，转
化为有机肥料，用于还田还土，提高了土壤
肥力，构建了“牛—肥—田—饲”生态农业循
环体系，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
同提升的创新之路。

“我们养牛场采用种养循环相结合的方
式，流转村民土地达800多亩。牛产生的牛
粪，经过发酵再还田利用，形成一个种养循
环相结合的产业链。”陈元宝说。

接下来，坝黄镇将积极盘活处置低效闲
置资产，不断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采取
强化服务、重点扶持等方式发展产业，保障
村集体和农户收益，确保产业长远发展。

“我们按照‘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
招商’的工作要求，积极对接协调资源，争取
东西部协作资金，通过‘龙头企业+集体经
济+合作社’的方式，围绕盘活闲置资产，丰
富产业结构总体思路，高效推动育肥牛养殖
发展。下一步，我们镇将以养殖育肥牛为重
心，保障资源支持，保障政策支持，力争把养
牛产业打造成乡村全面振兴、群众致富的主
导产业。”坝黄镇人大副主席、白果村包村领
导刘愿表示。

本报讯（张欣 崔磊 文/图） 近年来，碧
江区锦江街道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紧盯
市场需求，探索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引
导村民种植发展速生蔬菜产业，进一步提高
蔬菜商品化率，提升了蔬菜保供能力。

季春时节，在锦江街道新庄村，一幅生
机勃勃的田园画卷映入眼帘，一排排整齐的
温室大棚在暖阳下闪耀着银色光芒，棚内芹
菜、白菜、芥兰等蔬菜绿意盎然，长势喜人。

种植大户樊绍明穿梭在大棚间，与工人
们一同忙碌地收割着蔬菜。他的50多个大
棚里的速生蔬菜正在轮番生长。每个大棚
一年可采收蔬菜4至5茬，一年总收入有三

四十万元。“我主要种白菜、上海青、芹菜，还
有些新品种。每天能收1000多斤，大部分
是运往农田蔬菜批发市场卖，还有一部分是
商贩自己来拉。”樊绍明说。

不远处的茅溪村，同样洋溢着热火朝天
的劳作氛围。

村民吴先华曾长期在外漂泊务工，随着
年龄增长，他选择回到家乡，抓住村里发展
速生蔬菜产业的契机，利用家中田地开启了
新的事业。如今，2亩地的大棚每年能为他
家带来五六万元的收入。吴先华感慨道：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比在外奔波好
太多了！”

速生蔬菜，已成为锦江街道农业发展的
新宠。这类蔬菜包含小白菜、上海青、芥兰、
芹菜等品种，具有生长周期短的显著特点，
从播种到采收通常不超过60天。

较快的生长速度不仅降低了病虫害的
发生概率，减少了农药和肥料的使用量，还
让产出的蔬菜更加健康有机，契合当下市场
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

锦江街道只有新庄、茅溪两个涉农村，
离主城区仅2公里，人口密集，蔬菜种植面积
仅1100余亩，可供蔬菜生产的面积有限。

如何利用有限的面积产出丰富充足的
蔬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发展速生蔬
菜产业，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力举措。

“近年来，锦江街道利用交通便利、离城
区近的区位优势，大力推广短平快的速生蔬
菜种植，为鼓励农户种植蔬菜，为农户提供
了种子、化肥，安装了部分简易滴灌设施；同
时，还积极与区农业农村部门对接，邀请技
术人员上来帮助农户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以及问题。

“2024年，我们辖区的蔬菜种植面积累
计达到3400余亩，产量7500余吨，相比于
传统的农业亩产值增加了2.5倍左右，既富
足了蔬菜种植户的腰包，也促进了辖区蔬菜
产业的快速发展。”锦江街道党工委委员、副
主任龙伟介绍道。

为实现产销“无缝对接”，进一步推动蔬
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锦江街道充分发挥主
城区的商业优势，主动与辖区内的商超、农
贸市场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并在城区多个地
点设置免费摊位，让种植户能够便捷地将新
鲜蔬菜推向市场，解决了他们的销售之忧。

谈及未来规划，龙伟表示：“下一步，我
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稳定蔬菜种植面积，通过政策的引
导、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户大力发展速生蔬
菜，并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习惯，
合理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的品种；接下来，我
们将加快农业项目的建设，完善灌溉排水、
机耕道等设施，进一步提升抗自然灾害风险
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必要的
保障。”

在锦江街道，速生蔬菜产业正以蓬勃之
势，撑起可持续绿色经济的“不断档”发展，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讯（何玉琳 黄雪芬 文/图） 当
前，正值西南地区特色蔬菜——折耳根的最
佳采收季，碧江区川硐街道借助线上直播，
为折耳根拓宽销售路径，一场别开生面的折
耳根线上直播在当地热闹开启。

“这是我们贵州的折耳根，早上现采现
挖，可以凉拌、也可以炒来吃，还可以煮水喝

……”在农户家中，网络达人
对着镜头向直播间的网友介
绍折耳根，凭借其出色的品
质，吸引直播间不少网友下单
购买。

互联网的发展，彻底改变
了农产品的销售模式。如今，
川硐街道的村民们告别了肩
挑背扛、赶集售卖的传统方
式，一部手机便连接起广阔市
场。直播带货打破了地域局
限，让农产品轻松“走出去”。

五千二直播团队负责人
谯安州感慨道：“过去老百姓
辛苦种植的农作物，只能挑到
集市上售卖，销量有限。现

在，借助直播平台和自媒体，产品能轻松卖
出去，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带来了好处。”

川硐街道植被繁茂，生态环境优越，农
特产品种类丰富。折耳根喜阴喜水的生长
习性，与当地地理环境契合。不少农户看准
市场需求，利用自身优势，将原本是山林野
味的折耳根当作产业来做大做强。如今，搭

上直播销售的“快车”，农户们对产业发展更
有信心了。

“我们种的折耳根，平时都是自己卖。
今天挖了近两万斤，刚好借助直播平台卖出
去。我们的折耳根口感特别好，又香又脆。
以后我们都不愁销路了。”川硐街道种植户
宋开长满脸笑意地说。

折耳根，学名鱼腥草，是西南地区特有
的野菜，现代药理实验表明，折耳根还具有抗
菌、抗病毒、提高机体免疫力、利尿等功效。
网络直播架起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的

“高速路”，也让像折耳根这样的农特产品顺
着网络数据，逐渐走出大山。如今，网络直播
搭建起了川硐街道农特产品销售的新渠道，
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我们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等方式，带
动街道农特产品销售，积极协调通信物流，
打通产销渠道，提升川硐农特产品的知名
度，让川硐的农特产品走出贵州，走向全
国。我们在解决种植户销售后顾之忧的同
时，还通过流转土地，大面积种植折耳根，带
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川硐街道社区事务
服务中心主任黄波介绍。

坝黄镇：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乡村养殖产业发展

锦江街道探索高效种植模式
提升蔬菜保供能力

跨区域“院坝协商”
助力黔湘边区矿山联保共治

正光街道定制“摊位地图”
让流动摊贩“安家立业”

碧江多点发力
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

川硐街道：云端“桥梁”助力折耳根“出圈”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