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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佳 李厅木） 自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开
展以来，粤黔两地不断探索教育协作新模式、新做法，东
莞市竭尽所能，积极帮助石阡各学校完善基础设施、教
学设备等，进一步提升各学校的“硬实力”。今年，石阡
县第一小学得益于东莞市的援助，教育教学条件有了新
变化。

在该县第一小学，只见学校大舞台处，一块126平方
米的 LED显示屏格外醒目，学生们正利用电子大屏播放
视频及音乐，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

石阡县第一小学副校长吴光武说：“舞台电子显示
屏的投入使用，为全校师生开展活动带来了便利，广大
师生受益，现在我们每周一风采展示，全校性的专题教
育等方面的质量更高了，活动育人的成效也更显著了。”

同样，该县第一小学阶梯教室也换了新面貌，300套
崭新的桌椅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便利舒适的学习条件。

石阡县第一小学学生魏铄禹说：“现在的桌椅与以
前的桌椅相比，我觉得它既简约又实用，它的颜色清晰，
而且桌面十分地光滑平整，还有放水杯的地方，十分方
便，坐起来也很舒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我觉得
十分幸福快乐。”

去年，该县教育局抢抓东西部协作政策机遇，争取
到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90万元，用于县第一小学大
舞台电子显示屏及阶梯教室桌椅改造，帮助完善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学校形象，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改造，并投入学校教育教学。

石阡县第一小学校长杨梅说：“在东莞的暖心帮扶
下，我校舞台大屏幕与阶梯教室焕然一新，这份跨越千
里的教育情怀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将全力用好优质
资源，以‘五育’融合理念，赋能学生成长，将以教育质量
的全面提升，回报每一份善意，传递每一缕微光。”

连日来，石阡县消防救援大队先后在全县各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及实操演练活动，进一
步提升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肖青青 摄

近年来，石阡县通过创新“童伴工程”，以建好建优“童伴之家”项目为抓手，积极构建未成年人关心关
爱机制，切实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鲁胜杰 摄

本报讯（肖青青） 连日来，石阡县人民检察院“小茶
苗”工作室组织检察官和干警走进各学校开展法治宣讲
活动。

在五德中学，检察官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法律盲
区，向学生们系统讲解了防范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防护性侵害等知识，通过情景模拟、问答互动等形
式，引导学生们深入理解法律边界与底线，增强他们的法
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德中学学生王瑾说：“通过检察官姐姐传授的法律
知识，让我深刻认识到法律的威严和重要性，它不仅是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也是保护我们自身权益的武器。”

五德中学教师王君一说：“这堂法治课效果极佳，学生
反响热烈，生动的案例和专业的讲解，让学生对法律的认
知得到提升。”

“小茶苗”工作室是石阡县人民检察院精心打造的未
成年人法治教育平台，工作室联合法治副校长组建“小茶
苗法治宣讲团”，根据各学校实际需求，定制“预防校园欺
凌”“防范性侵害”等专题课程，创新构建“订单式”普法模
式，实现精准普法需求。截至目前，工作室已举办法治宣
讲活动70余场，覆盖全县多所中小学校，有效提升了广大
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本报讯（吴梓杨 李厅木） 一直以来，石阡县广大志
愿者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送去关心关爱，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日前，在汤山街道城北社区，志愿者们到困难群众家
中，开展上门服务。当了解到部分群众行动不便、购药困
难，志愿者们主动承担起买药的任务，及时将药品送到群
众手中，并给群众讲解服用药物注意事项。不仅如此，志
愿者们还帮助困难群众打扫卫生、整理物品，为困难群众
营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每一次贴心的服务，每一句
暖心的问候，都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
温暖。

汤山街道城北社区专职网格员张爱民说：“从2024年
3月份开展社区志愿服务以来，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注册
志愿者人数达120人，专职志愿者从原先的 3人发展到现
在的7人，在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的志愿服务。”

汤山街道吴家湾社区则聚焦社区群众的财产安全，积
极开展防诈骗知识普及活动。志愿者们走街串巷，向社区
群众发放防诈骗宣传资料，为群众详细讲解电信诈骗、网
络诈骗等常见诈骗手段及防范方法，提醒群众提高警惕，
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信息，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此外，志愿
者们还耐心地帮助群众安装防诈 APP，并向他们演示 APP
的使用方法和各项功能，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诈骗能力，
有效提升了社区群众的防诈骗意识。

本报讯（魏敬松 吕小清） 近年
来，石阡县以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和助企
纾困为抓手，积极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激发市场发展活力和创造力。

贵州良友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茶叶种植、研发、生产、营
销及茶区旅游为一体的现代茶叶企业，
随着茶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融资难题却
成为制约企业升级发展的“绊脚石”。
去年，在石阡县市场监管局的牵线搭桥
下，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了“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专项服务，帮助企业获得融资
2000万元。

“今年企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什么
困难？”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问道。

“今年我是想扩大规模生产，还想
请你们市场监管局和贵州银行再对接

下，因为去年这个贷款都是资质产权作
为担保贷的，今年想让你们再给我们
追加 1000 万元可以不？”良友农业负
责人说。

从“被动审批”到“上门问需”，该县
市场监管局主动服务，精准对接企业所
需，采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为企业
发展破解难题。

石阡仁和康养中心是 2023年成立
的一家民营康养机构。去年，该县市场
监管局瞄准健康养老产业规范化发展
的迫切需求，主动为该机构申报市级

“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并提供全
程指导，帮助企业梳理服务流程、制定
管理标准、搭建质量控制体系，让企业
服务更专业、更具市场竞争力。

石阡仁和康养中心副院长杨仕菊

说：“健康养老标准化体系建设是我们
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有了标准化
体系，我们从规章制度、人员培训、日间
照料等各方面都有了标准可循，能够进
一步提升我们的养老服务能力，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

去年以来，石阡县坚持以“高效办
成一件事”为目标，深化“一窗通办”改
革，在企业变更登记办理、开办餐饮店、
企业注销登记等高频事项上，办理时限
缩短 80%至 90%，跑动次数压缩至 0次，
递交材料压缩 50%以上。此外，通过企
业之家服务窗口，通过“线上+线下”帮
办代办模式，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制度性
交易成本。今年一季度，全县新增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25%。

个体工商户周女士说：“我们现在

办理业务非常方便和快捷，一般把资料
提交以后几个小时就能办下来，现场的
工作人员都非常耐心，对于我们提出的
疑问也非常耐心地为我们解决。”

石阡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张丽
说：“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
手。截至目前，完成企业信息变更、开
办餐饮店、企业注销登记、企业迁移登
记‘一件事’4个事项1831件。”

从破解融资难题到引领行业标准，
从“多头跑”到“一站结”，石阡县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截
至目前，全县共有市场主体33743户，其
中去年新增市场主体3677户，新开办企
业708家，“个转企”30户，市场活力显著
增强。

本报讯（任政超 肖青青） 春耕时
节，石阡县积极落实国家“三农”相关政
策，及时上门为各农机服务机构开展报
废补贴、购机补贴、上农机牌照等服务，
并组织农机、农技人员成立服务队，将
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新技术推广等农
业课堂开在田间地头，全力助推春耕
生产。

在贵州现代良友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茶叶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正在仔细检查核对该公司新采购的
涉农机具，并现场帮助指导公司人员填

写购机补贴申请等资料，切实将国家政
策送上门。

贵州现代良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生产经理杨显波说：“我们知道针
对农业机具这一块国家有补贴政策，但
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补贴，联系当地农业
农村局过后，他们派了专人到公司讲解
补贴政策，并现场指导我们填写相关补
贴资料，避免我们来回奔波，既节约了
我们的时间，也节约了我们的成本。”

在聚凤乡走马坪村，村民彭妻友与
农机操作手正在田地里认真聆听农机、

农技专家的讲解，由于今年是他第一次
尝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县农业农
村局不仅协调旋耕机、播种机等农业机
具助力，还派遣农技专家上门进行全程
指导，切实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彭妻友说：“我以前都是种烤烟，今
年我准备种大豆玉米，得到了上级部门
的大力支持，然后他们派了技术人员和
农机来指导帮助我生产。”

近年来，石阡县严格落实中央、省、
市的农业政策措施，主动积极开展上门
服务，力求做到“政策入企入户，措施落

地落实”，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
受到国家的利好政策。

石阡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黔芳
说：“今年以来，我县已完成农机报废更
新补贴国债资金 116万元，补贴农户
447户 594台，已完成中央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 45万余元，补贴农户 513户 515
台。同时，我局积极组织农机、农技服
务队 26支，130余名技术骨干到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60余次。”

本报讯（黎祖艳 杨文美 任政超
肖青青） 近年来，石阡县紧紧围绕产
业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抓手，
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在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技术赋能”的创
新模式下，一场以智慧化改造为核心的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正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眼下，在河坝镇的贵州亿升菌业有
限公司，一场“智慧变革”如火如荼地进
行。踏入木耳基地，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穿梭在各个大棚之间，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智慧大棚改造工程。

贵州亿升菌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黄婷说：“我们的大棚改造是从2月初开
始的，主要改造的就是大棚智能化管控
系统，还有一个云端控制系统两方面的

改造。大棚智能化系统改造就增加了
一些温度、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检
测，通过智能化系统自动识别，它温
度高会自动降低，温度低就会给它提
高一点。”

过去，河坝镇的木耳大棚多依赖传
统种植模式，农户们凭借经验调控温湿
度、通风采光，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且产
量与品质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为突
破发展瓶颈，企业开启了这场大刀阔斧
的智能化改造。

黄婷说：“我们改造过后，大棚里面
所存放的菌棒会比之前增加一倍，产量
也比之前增加15%至20%，预计我们今年
改造之后的产值可能达到2400万元。”

同样，在贵州科立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一片忙碌且充满科技感的景

象。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
有序地操作着各类先进设备。公司总
经理杨健指着正在封顶的分布式光伏
电站，与笔者算起了“绿色账”。

杨健说：“今年的这个降本，我们先
从第一套光伏电站开始，这套建成过
后，在能耗上要节约 50%的耗电量，在产
能质量提升上，新增了几条全新的速度
激光生产线，有这几条数控激光生产线
的加持，公司的产值在去年的基础上要
翻到1/3以上。”

石阡县烁枫生物质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新型固态燃
料——生物质颗粒的企业。今年，公司
对生产线进行了改进，采用“地绞笼”自
动上料工艺，使企业实现了降本提质增
效，同时也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了“强

心剂”。
石阡县烁枫生物质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海军说：“我们生
产工艺改进过后，与以往相比生产效率
能够提高30%—50%，生产成本降低8%左
右。同时，我们也引进了生物质颗粒烤
火炉，与传统的取暖方式相比，用生物
质颗粒取暖既能够减少环境污染，也能
降低30%—50%的取暖成本。”

石阡县企业智慧化改造的步伐愈
发坚定，无论是农业产业的精细化管
控，还是新能源科技的智能化制造，都
展现出了提质增效的强大能量。这不
仅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迈向更广阔的市
场，也为县域经济腾飞、乡村全面振兴
夯实了根基。

本报讯（吕小清） 近日，由石阡县融媒体中心发
起的“艺启来·媒体赋能青少年成长计划”青少年语言艺
术公益项目走进该县实验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语言艺术盛宴。

课堂上，该县融媒体中心的播音员结合石阡红色文
化，从基础发音、语调训练、朗诵技巧等方面，通过一对
一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
的语言艺术课。

县实验小学学生张书睿说：“我感觉老师讲得很好，
我从中学到了在阅读的时候应该想象画面、读出感情，
还要加上适当的动作和表情。我决定要好好学习这门
课程，增强我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帮助我的语
文学习。”

据了解，此次公益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陆续
在各学校进行，并通过后期的红领巾讲解员、小小导游、
活动主持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多元化艺术学习和展示平
台，不断提升他们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

石阡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杨刚说：“我们的公益课
堂是‘媒体+美育’的一个创新探索，把中心的播音员主
持人整合起来，以石阡的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和旅游资
源作为教学内容，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播下文化传承、语
言表达的种子，用声音传递力量，让成长更有光芒。”

本报讯（任政超） 4月16日至17日，石阡县特色
农产品供销对接暨文旅招商推介会在广东省东莞市厚
街镇举行，石阡县20余家企业和单位携各自精心准备的

“礼品”千里赴会，为东莞人民带去一场难得的饕餮
盛宴。

笔者在现场看到，石阡各企业的产品展台前挤满了
前来咨询、品尝的当地群众，不少群众当场购买石阡的
土特产。

东莞市民温女士说：“我不仅发了朋友圈，还发了抖
音，贵州的产品是真的还不错。”

东莞市民张先生说：“产品非常好，而且是纯天然
的，我第二次来买，希望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河南省游客窦先生说：“口感很细腻，味道还可以，
黄水粑好吃，买两袋当零食吃。”

石阡的“土味”也勾起了不少在东莞的贵州老乡们
的“乡愁”，他们闻味而至，与家乡的“土味”不期而遇。

贵州籍在莞群众林女士说：“在东莞这边还能淘到
家乡的味道，这个是泡椒，这个是红油豆瓣，这些基本上
都是土特产，我肯定会介绍给当地朋友，买了送朋友，送
我们身边的客户。”

据了解，本次共有 20余家企业和单位参与推介，产
品涉及石阡苔茶、泡椒、黄水粑、酒类、土鸡蛋等农特产
品，一经展示便引得当地群众争相购买，不少产品在展
销首日便被抢购一空。

石阡县爽珍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应才说：
“这次我们带了松花皮蛋、烤蛋，还有冰糖大蒜，通过这
两天的参展，我觉得东莞厚街人民相当喜欢我们的绿色
产品。”

贵州念家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朝江说：
“我们带了很多的农副产品过来，比如说我们石阡的黄
水粑、蜂蜜以及手工腐竹和黄花菜等，东莞的朋友对我
们的农副产品很感兴趣，买了很多。”

近年来，石阡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以云仓为核心，整
合县域资源，并依托厚街组团企事业单位定向采购，通
过推介会、展销会等方式，切实让石阡农特产品在东部
市场的销售额逐年增长，成为阡货出山的先锋。

石阡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主任魏玉说：“东莞市民
对石阡产品的喜爱和认可，成功地让石阡特色产品从田
间地头走向了百姓餐桌、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有效实
现了助农增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立足资源优势，抓
好、用活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机遇，通过市场驱动，激发
企业内生动力，促进产业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阡“礼”赴莞参展
续写山海协作新篇章

粤黔协作
提升石阡一小“硬实力”

石阡“小茶苗”
普法宣讲进校园

石阡“媒体+美育”
赋能青少年成长

粤黔协作·莞爱铜行

石阡“智慧变革”助企“展翅腾飞”

石阡：优营商环境 添市场活力

石阡落实“三农”政策全力服务春耕

石阡志愿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