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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明珠）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全力推进“两清两
改两治理”专项行动，思南县文家店镇
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热潮，让
乡村焕发新活力。

高位推动，吹响整治“冲锋号”。
该镇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责
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建立联系领导包
片、帮扶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三级

包保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整治工作有
序推进。同时，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不定期到各村（社区）查看工作开展情
况，召开工作调度会，及时通报工作进
展，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为行动顺利
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齐抓共管，打好环境“攻坚战”。
全镇上下掀起清垃圾、清杂物热潮。
各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

保洁员，对村内道路、河道沟渠、卫生
死角等区域进行全方位清理。针对房
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农具等杂物，
镇村干部分片入户宣传动员，引导村
民主动清理，统一规划闲置空间，打造
整齐有序的村容村貌。据了解，文家
店镇 2025年计划改厕121户，目前已
完成改厕18户，其余103户改厕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中。截至目前，已受理
改圈申请10户，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2处，清理乱堆乱放15家，清理残垣
断壁6处，治理清运垃圾890吨。

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向心力”。
为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村级通过召
开群众会、院坝会、悬挂横幅、拉家常
等形式，广泛宣传“两清两改两治理”
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
度。不少村民主动加入整治队伍，自
发清理自家周边环境，形成“人人参
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在石阡县全力创建文明城市的进
程中，有无数平凡人在各自的角落发
光发热，他们的故事如同点点繁星，照
亮了文明前行的道路。

在石阡县第二小学门口及附近河
堤，总能看到一支特殊的队伍——银
龄服务队。这支队伍由退休教师、职
工自发组成，他们身穿统一的红色马

甲，拿着扫帚、夹子等工具，仔细清扫
河堤上的落叶、塑料袋等垃圾。而到
了上下学时段，银龄服务队又迅速“变
身”为护学岗。他们在车水马龙间忙
碌穿梭。看到有孩子要过马路，一边
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一边护送孩
子们安全通过。

石阡县银龄志愿服务队队员杜守

红说：“退休了和几个朋友一起参加老
年大学银龄志愿服务队，每天来打扫
一下河堤，放学的时候去帮助孩子们
过一下斑马线，有时还讲解一些交通
知识，看到孩子们平平安安，环境干干
净净，我觉得心里很满足。”

校园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也是
文明之风盛行之地。在石阡县文博小

学，处处可见文明的生动实践。每到
午餐时分，食堂里便活跃着一群特殊
的身影——文明值班员。他们都是经
过选拔的高年级学生，手持饭勺，耐心
地为低年级同学打饭。同时，负责巡
逻的同学还会不时提醒同学们按需取
餐，践行光盘行动。

不仅如此，校园里的孩子们早已将
文明习惯融入日常。在文博小学的博
雅书屋，每位前来阅读的学生都养成了
自觉整理书籍的好习惯。读完书后，他
们会将书籍按类别、编号整齐归位，轻
轻放回书架，让书架始终保持整洁有
序。此外，图书馆还会开展“学长助学”
活动，高年级的学生化身义务辅导员，
为低年级学生讲解课业难题、分享学习
方法。这些义务辅导不仅帮助低年级
学生提升了学习成绩，更在校园中营造
出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让
文明与知识的力量在交流中传递。

“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作为一名
小学生基本的素质，在校园中我们看
到角落的垃圾会随手捡起，平时我们
看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会及时阻
止，在我们讲文明的同时也会带动低
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一起来共同维
护我们美丽的校园。”文博小学学生杜
韦诗语说。

一个个身边的创文故事，一位位
默默奉献的创文人物，汇聚成石阡创
建文明城市的强大力量。在他们的努
力下，文明之风吹遍石阡的每一个角
落，人人讲文明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

思南文家店镇：环境整治齐发力 和美乡村绽新颜

本报讯（孙菁 潘妍宇） 万山区
按照“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目
标，巧借土地出让、片区开发、棚户区
改造、城中村整治以及老旧小区更新
的契机，将绿化用地规划置于优先地
位，精雕细琢，因地制宜地在群众家门
口打造出一个个精巧别致的“口袋公
园”，于方寸之地，让民生的温度触手
可及。

春日里，位于金麟大道产业园路
口旁的“口袋公园”绿树成荫，花草繁
茂，一片绿意盎然之景。市民们纷纷
前来，或漫步其间，呼吸清新空气，感
受春日的温柔抚摸；或带着孩子嬉戏

玩耍，尽享亲子时光。
市民谭琴满脸笑意地说：“这儿空

气清新宜人，健身器材也齐全，特别适
合带小孩来放松玩耍，是家门口的休
闲好去处。”

原本这片区域曾是不起眼的城市
“边角地”。2013年，万山区依托其紧
邻木杉河湿地公园与城区主干道的优
越地理位置，对该地块进行了科学化
改造，规划了道路、花圃和景观设计，
增添了健身器材，有效地将城市“边角
地”变成了集休闲、观赏等于一体的多
功能公园。

“每天吃完晚饭，我就到这点来锻

炼身体。公园环境很好，男女老少都
聚在这儿，热闹得很。而且卫生搞得
也干净，还有公共厕所，特别方便。”市
民滕建群开心地说。

健康游园内功能设施齐全，包含
儿童活动区、健身康复区、休闲娱乐区
和集中活动区等。园中还设置有小广
场、长廊、亭子、休闲桌椅及康复健身
器材，全方位服务着康复病人及周边
居民。

“我们的‘口袋公园’建设，就是整
合老旧绿地、新建小区周边闲置地这
些零碎边角资源，种上乔灌木、地被植
物，精心设置树池坐凳、健身设施，通

过路面彩化、夜间亮化等一系列精细
操作，让这些原本不起眼的小地块成
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万山区园
林所所长陈巍酿介绍道。

不仅如此，万山区立足自身区位
条件与特色，匠心独运，按照科普教
育、休闲娱乐、儿童活动、文化宣传、生
态环保等多元主题精准设计，分类施
策，巧妙破解了居民户外休闲社交空
间匮乏的难题。目前，万山已成功雕
琢出小微公园2个、口袋公园18个，总
面积超11万平方米，如同繁星点点，
散布在城市各处。

万山：“口袋公园”兜起城市的方寸之美

石阡创文进行时：细微之处见文明之光

近日，碧江供电局团员青年们与定点帮扶村的孩
子们开展“快乐故事圈”活动，分享自己最有感触的故
事经典。 梁俊 摄

李厅木 文/图

在“双减”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铜仁创新推出“航旅+教育”研学项目，这
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固有边界，
更是以创新实践为支点，为学生的全面成
长与多元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

从教育层面来看，传统的课堂教学
多局限于书本知识，而研学项目打破了
这一壁垒。“航旅+教育”研学项目，让学
生走进机场，接触航空知识、感受航空文
化，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的实
践体验。学生在“游中学、学中研、研中
思、思中悟”的过程中构建起知识探究与
行动实践深度融合的成长闭环，实现了
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探索知识的转
变，极大地提升了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促进了智育发展。

于文旅融合而言，铜仁的“航旅+教
育”研学项目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新活
力。该项目将教育需求与文旅资源巧妙
结合，既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又为文
旅产业开拓了新的市场。此前的“红色
研学”“农耕研学”“文旅研学”等项目，已
积累了丰富经验，此次“航旅+教育”研学
项目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铜仁研学产
品体系，形成多元化的研学矩阵，推动文
旅与科教协同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赢。

从学生全面发展角度出发，沉浸式
的研学场景构建，让学生在鲜活的社会
课堂中，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拓宽了人文
视野、锤炼了品格修养。在机场研学过
程中，学生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团队协
作的重要性，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德育的
浸润。把社会实践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与劳动价值观，对培养新时代全面发
展的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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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娜唐 丹妮） 当下，正值中药材黄精管
护的黄金时段。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沙水坪村黄
精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对黄精进行管护，为产
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基地负责人姚茂堂说：“此次管护期间，每天都有20
至30名村民来除草，不但能够提高黄精的品质，还可解
决他们的就业，提高他们的收入。”

近年来，随着中草药市场前景的持续向好，沙水坪
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有效整合土地资源，实现了中药
材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确保了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不
仅为群众开出一剂增收致富的“良方”，也为乡村全面振
兴增添新动能。

玉屏沙水坪村：
黄精管护促增收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