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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华普） 近年来，玉屏侗族自
治县创新机制，探索信访工作法治化新路
径，推出“五个一”工作法，严格规范信访秩
序，全面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质效。

突出前端化解，“一盘棋”预防。在县政
府官网、信访接待中心等平台向社会公开县
级领导接访日程，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
作向各乡镇（街道）、县直各行业部门延伸，
切实将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在家门口。同时，
推行“调解员+法律顾问（律师、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法官”的调解模式，整合德高望
重、知名乡贤、“两代表一委员”等力量，推动
矛盾纠纷联排、联防、联调，切实把矛盾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突出精准分流，“一窗口”受理。建立初

信初访首办责任制，新增完善导访窗口、导
访台等信访工作法治化相关工作硬件、机
制。进一步规范登记录入、分流交办、督查
督办、告知反馈等工作流程，实现受理、登
记、交办、承办、结案各环节有效衔接。全县
所有乡镇（街道）、县直行业重点部门结合职
责任务，对照信访“路线图”，完善和上墙本
部门本领域“导引图”，依法分类、及时就地
处理群众信访诉求，让群众“心里有底、脚下
有路、手里有单子”。

突出质效提升，“一揽子”解纷。全县所
有乡镇（街道）建立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整合政法、公安、信访、网信、交通等资源，构
建“指挥统一、信息统一、调度统一、行动统
一”工作闭环，有效推动信访人诉求、矛盾纠
纷从“只受理不办理”向“受办一体”转变。
健全完善信访事项受理、分析研判、依法分
类处理等制度机制，理清责任单位职能职
责，严把受理关口，对受理信访事项认真审
核、准确分类、精准转送，切实做到“权责明、

底数清、依法办、群众满意”。
突出权责统一，“一条龙”监管。围绕初

信初访办理、信访积案化解等内容，对办理
不规范、处理意见不落实、超期未办理等现
象，认真履行“三项建议”工作职责，督促责
任单位落实“一案一责”，真正让责任压实、
措施到位。建立健全信访部门与纪检监察
机关问题线索沟通移交处理制度机制，持续
完善受理办理、转办督办、依法处理、监督问
责、秩序维护等程序环节，确保群众的每一
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

突出宣传普法，“一体化”治理。坚持依
法受理办理和依法教育引导同步开展，围绕
《信访工作条例》、“五个法治化”等内容，将
《条例》和“五个法治化”纳入专项普法重要
内容，推动《条例》进村寨、进企业、进机关、
进党校，既有效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
求，又着力破解党员干部在推进信访工作法
治化中不会干、干不好的困惑和疑虑，促进
信访工作和信访行为“双向规范”。

4月的软风，吹红了樱花的脸，吹暖了一
树一树的花开。在玉屏侗族自治县亚鱼乡
郭家湾村的黄桃基地里，脸上带着晒痕、笑
容温煦的陈定华弓腰拨开翠绿枝蔓，轻触青
果绒毛，目光在疏密不均的枝桠间逡巡。

“这簇留两三个就行，果距要留够。”他
捏着过密的幼果讲解，顺手示范环割手法。
很难想象，几年前，他还是对农业知识一知
半解的“门外汉”，如今却成了十里八乡闻名
的“土专家”。

在玉屏自治县的乡村一线，像陈定华这
样本土培育，以学为润乡的“土专家”还有
162人，这一切始于“一师一员”培育工程。

2023年，该县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产
业指导员”培育机制，162名精心挑选培育的

“一师一员”们怀着求知若渴的赤子心，脚踏
实地的实干心，在字里潜学中“破土”，在田
间深耕中“抽枝”，在反哺乡土中“成林”。

破土，在“潜学”中埋下希望种子
玉屏自治县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和发展

实际，紧扣油茶种植、生猪养殖、精品水果、
食用菌四大主导产业发展，从县域内遴选农
林、住建等领域优秀教师 86名，共同研究开
发重要会议及政策文件的理论辅导课程 20
个，开发村庄规划、传统村落保护、黄桃种
植、生猪养殖、林下经济等专业课程 200
余个。

明亮的教室里，学员们一个个正襟危
坐，盯着展示屏里的“林下经济”几个大字，
倾听着专家老师对林下经济发展案例的详
细解说，正如学员姚敦云在培训笔记中所

写：“过去，总觉得自己是飘在城市里的蒲公
英，直到参加了‘一师一员’培训，才知道家
乡为我们留好了育苗床。”

作为第一批“一师一员”的培育对象之
一，姚敦云站在知识的新起点，对每一次的
学习机会都视若珍宝、倍加珍惜。在油茶管
护、黄桃销售、乡村治理、文明村寨规划等各
类知识潜学钻研，在“直播带货”“无人机撒
种”的案例前思己行、明举措，他深知：新时
代的农村振兴，需要的不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老把式，而是能把卫星地图、区块链和
乡土智慧揉碎了重构的“新农人”。

抽枝，在“深耕”中解锁枝繁叶茂
在朱家场镇油茶育苗园里，该县林业局

专家刘四黑手握油茶叶片，指尖轻轻拨动讲
解：“看这叶脉，新梢留 3—5片叶最佳。”“根
系要呈伞状舒展，底肥混腐殖质和钙镁磷
肥。”一边手持修枝剪示范，“徒长枝剪口斜
45度，通风透光防病虫害。”周围几个学员聚
精会神地听着，抱着笔记本不断地记着，时
不时上前仔细观察一番。

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整片苗圃时不时
响起“咔嚓”声，三三两两的学员蹲成一圈，
手持修枝剪在油茶苗上不断地移动着，动作
从生疏到稳当，地下躺着一圈长短不一的废
弃枝叶，却都一时舍不得丢弃——那些混着
泥土的枝叶正是他们学会的“田间增产密
码”，是破解作物生长规律的“生命图谱”。

千言万语书斋里，不抵田间半步泥。“一
师一员”培育严格落实学分管理制度，现场
实践课程不少于 240个学时，并适时组织行

业领域专家以“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进行
现场帮带指导，在专家的“把舵领航”下，学
员“深耕细作”，把村庄规划、畜牧、农林等专
业理论知识落实到田间实践，实现了一场从
课堂到田梗的“双向奔赴”“双向验证”，持续

“解锁”枝繁叶茂。

成林，在“反哺”中激活乡土动能
到村任职以来，“一师一员”们聚焦产业

兴农富农、乡村治理规划，穿梭于屋舍，躬耕
于田野，用行动诠释“树高千尺不忘根”的赤
子情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使命担当。

在白果村20亩羊肚菌的种植基地里，产
业规划师姚伟正和村干部探讨着如何让羊
肚菌“多产蛋”“产大蛋”；甘龙村的“强村富
民直播工坊”里，乡村规划师姚敦云和村干
部正用侗家人的真诚热情展示黄桃干、羊肚
菌、藏红花等农产品；一心村的水产养殖基
地里，乡村产业指导员舒良在详细给村民讲
解着牛蛙、鲈鱼、青鱼等各类水产品的养殖

“妙招”，江口村水畔餐饮建设规划点，乡村
规划师黄利在和专家一起“出谋划策”……

为期 6个月的“理论培训+实践指导”如
同播撒“希望种籽”，当幼苗破土而出、抽枝
展叶成参天大树时，便以浓荫庇护故土，反
哺家乡。直至现在，已有67名“一师一员”培
训合格聘任到 8个乡镇（街道）进行服务，这
些在乡村大地上拔节生长的身影，把知识和
智慧融进乡土里，让乡村全面振兴的参天大
树在希望的田野上舒展最蓬勃的枝桠，使每
一片叶脉都奔涌着乡土动能的鲜活脉息。

连日来，玉屏侗族自治县总工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玉屏圆韵申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双桥工业园区、康华社区、田坪镇等地，通过专题宣讲、网上知识竞赛、发放宣传资
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广大职工群众普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法
律法规和常识，引导群众深刻认识国家安全与个人生活的紧密联系，自觉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的责任与义务。 郑明聪 摄

本报讯（张金芳 黄乐 徐雪 文/图）
4月 24日，玉屏举行“中国梦·劳动美

——百年工运，活力玉屏”2025年庆“五
一”职工趣味运动会。

各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
道）、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及新就业形态
劳动领域等组成的 68支代表队800余人
参赛。

在“趣味障碍赛”比拼现场，参赛队
员们通过击掌接力跨越四重障碍，各参
赛队伍齐头并进，争分夺秒地向着终点
冲刺。另一边，“多向拔河”比赛项目也
在紧张进行中，这是力量与策略的碰撞，
只见双方队员手挽手身体向前倾，双脚
用力，协力拉扯，一旁的观众目不转睛地
盯着场上的队员们，周围的加油声、呐喊
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玉屏自治县宣传系统联队队员王鑫
说：“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趣味障碍赛，在
这项比赛中不仅增强了我的身体协调
性，同时也加强了我与同事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

本次运动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共
设置了“多向拔河”“趣味障碍赛”“俄罗
斯方块”“快来蹦蹦蹦”“众星捧月”“一个
不能少”6个极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比赛
项目。参赛队伍根据抽签编号顺序进行

比赛，按照每个比赛项目计时成绩进行
积分排名。

运动场上，欢声笑语与加油呐喊声
交织在一起，宛如一首奋斗、拼搏、快乐
的歌谣。每位参赛队员都全力以赴，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努力拼搏、释放活力，
用拼搏和汗水表达对运动的热爱，用团
结和协作诠释团队力量，用行动和奔跑
展现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精神风貌。

玉屏气象统计联队队员何为说：“今
天非常开心和同事们一起参加趣味运动
会，这些项目让我们既锻炼了身体，又增
强了团队默契，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创意
项目。”

通过一天激烈的比拼，玉屏政法系
统五队获团体一等奖，玉屏第一中学、玉
屏中等职业学校、印山民族小学获团体
二等奖，田坪镇政府、玉屏中医院、玉屏
第二小学、玉屏纪委监委机关、平溪街道
获团体三等奖。比赛还角逐出了各项目
单项一二三等奖。

玉屏总工会副主席胡艳蓉说：“这场
活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增进
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大家
更加深刻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能
继续发扬劳动精神，为实现个人梦想和
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本报讯（刘睿） 为全面提升地质灾
害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近日，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联
合县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在大湾村
开展 2025年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通
过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应急预案可操
作性，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演练模拟连续降雨导致大湾村团田
滑坡点坡体裂缝扩大，局部土石滑落等
险情，村级地灾监测员发现险情后立即
报告村“两委”，并由大湾村负责人立刻
上报镇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指挥部迅
速启动应急响应，指示应急抢险组、后勤
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志愿服务组 4支队
伍赶赴受灾区域集结。

同时，大湾村“两委”干部包组分片，

通过敲锣、手持喇叭播放警铃等方式向
受灾区域群众发布预警信号，并逐户确
认人群是否撤离。15分钟内，模拟受威
胁的 25户 50人全部安全转移至指定避
险点，后勤保障组同步发放应急物资，并
提供基础药品。在确认人员全部转移
后，医疗救护组模拟救治“受伤”群众，演
练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环节。

此次演练全程用时 20余分钟，涵盖
预警发布、群众转移、医疗救援、险情处
置等流程，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措施精准
有效。通过此次演练，新店镇进一步加
强了“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保障到位”的
突发应急事件处置能力，为应对突发地
质灾害积累了宝贵经验。

本报讯（吴胜男） 连日来，玉屏侗族
自治县田坪镇持续推进“两清两改两治
理”工作，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聚焦重
点难点，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热潮，竭
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该镇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
集中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对房
前屋后、道路沿线、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
进行彻底整治，对积存垃圾、柴草杂物、

建筑废料等进行全面清理，确保环境整
治工作无盲区、无死角。

“此次我们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
工作，主要是为了让辖区群众的生活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高。”田坪镇农业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陈乔富说。

据悉，此次整治清理垃圾、卫生死角
210余处，转运杂物垃圾5车，清理农村乱
堆乱放16处，拆除破损破旧广告17处。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姚沅昌自担任县人大代表以来，一直把这句
话铭记于心，将它贯穿于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始终。

从2016年10月当选玉屏侗族自治县人
大代表及皂角坪街道瓮阳村党支部书记至
今，姚沅昌始终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带领村民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培
育文明乡风，一步步将瓮阳村建设成为全国
文明村。

笔者走进瓮阳村时，便看到有村民正在
寻求支书的帮助。“支书，我家没得劳动力犁
田哦，要麻烦你们帮我犁哈田哦。”脱贫户洪
姐正一脸愁容地说。

“要得，今天下雨了，那个土黏不好犁，
等这两天出太阳，我们就去帮你家把田犁
了。”姚沅昌拍着胸脯说道。

自工作以来，姚沅昌始终将村民的迫切
需求放在首位，带领村“两委”全力推进村组
路、产业路硬化，修建水渠，实现自来水全覆
盖，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灌溉难、饮水难

问题。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后续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依托瓮阳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姚沅昌积
极谋划产业振兴之路。他带领村民发展黄
桃、樱桃等精品水果种植，打造“一季赏花、
四季有果”的特色旅游产业，该产业年收入达
20万元，带动90余名村民就业。在产业发展
初期，他创新推行“70%农户分红+20%村集体
收入+10%风险资金”的分红模式，保障村民收
益。随着产业规模扩大，为了更好地助力本
村发展，他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共商调整分
红机制事宜，经村“两委”及村民代表大会一
致决定更换分红模式。

据悉，风险资金是专为应对自然灾害导
致水果减产等情况而设立的专项基金，主要
用于灾后产业恢复、生产管护等保障性支
出，确保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设立
乡村公益事业专项资金，通过奖励“五好家
庭”、激励优秀学子、表彰先进典型等方式，
树立文明典范，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培育淳
朴民风、良好家风和文明乡风。此外，增设

优秀村干部专项资金，用于激励在乡村治
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基层干部，充分调动其干事创业积极性。此
三项资金的设立，既构建了产业发展的风险
保障机制，又完善了乡风文明建设的正向激
励机制，同时强化了基层治理的人才支撑体
系，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全方位保障。

2020年，姚沅昌偶然发现本村养殖户放
养的山猪品质优良，市场潜力巨大。他立即
带队赴广西、湖南、遵义等地考察学习，回村
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大力发展跑山猪
产业。项目获批后，他组织村民种植猪草、
科学养殖，如今该产业年收入 20万元，带动
30余人就业，成了瓮阳村又一富民产业。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姚沅昌还注重
乡风文明建设。他组织评选“五好家庭”“好
公婆”“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通过榜样力
量引领村民向上向善。

此外，瓮阳村坚持每月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传达学习上级近期重要会议及文件精
神，同时，组织环境卫生整治、巡河护河、慰
问老党员等活动。逢年过节，姚沅昌便组织
村“两委”前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等，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他还通
过村微信群、大喇叭、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
实时宣传上级的最新政策，确保村民能够及
时了解政策红利。

作为县人大代表，姚沅昌始终把群众诉
求放在心上。在县人大代表会议上，他积极
反映村内路灯、道路破损问题，推动上级部
门维修190盏路灯并全面整修村组道路。针
对频发的土地纠纷，他带领调解员学习法律
知识，耐心化解矛盾，成功调解两户村民的
土地纠纷，赢得群众信任。他深知，只有不
断地学习，向群众学、向前辈学、向网络学，
才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用专业知识为群
众更好地解决各类土地纠纷。因此，他常常
督促调解员们学习与土地相关的法律知识，
做到常学常新。

“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姚沅昌坚定地说。从修路引水到
产业富民，从矛盾化解到文明引领，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基层代表的担当，铺就了民生
福祉的“最后一公里”。

玉屏总工会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玉屏举行“中国梦·劳动美——
百年工运，活力玉屏”职工趣味运动会

田坪镇扎实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

新店镇以演促防筑牢安全防线

玉屏推出“五个一”工作法
全面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质效

邓英

玉屏：“一师一员”深耕乡土“育林记”

姚沅昌：倾听民声解民忧 当好群众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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