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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哲涵） 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朗溪镇三村村，宽敞整洁的道路
从村头直通村尾，路灯和垃圾桶有序地
安放在道路两侧，鳞次栉比的楼房、绿
意盎然的树木映入眼前，文化广场上村
民们聊着家常，构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图景……这幅生动和谐的乡
村画卷，正是三村村探索“自治筑基、法
治护航、德治润心”基层治理新模式的
实践成果。

67岁的田茂春以前是出了名的“自
扫门前雪”，现在成了村里的一位护卫
员，他主动承担第二网格环境卫生的日
常保洁。“我是村里的党员，又是一名网
格员，就要带头搞好卫生，把村子扫得
干干净净，村容村貌好一点，人们走起
路来也舒服点。”给村民营造一个舒适
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了田茂春的责任和
担当。

“村里变化很大！之前，我们村只
有很少几个地方可以扔垃圾，垃圾还经
常溢满，从旁边经过有一股臭味，向网
格员反映后，很快就来进行清理消毒，
还多弄了好几个垃圾堆放点，真是太给
力了！路上没得这一堆那一堆的黑色
垃圾口袋了，现在村里到处都是干干净
净的，出来串个门心情也好了。”三村村

村民田桃谈起村里的变化，发出了由衷
的感叹。

近年来，三村村坚持以党建引领网
格化治理，依托“多网合一、一网统管”
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将全村优化调整为
2个网格，选优配强20个联户长，严格落
实网格化管理和“门前三包”责任，村干
部包联到组、党员干部包联到户，以“两
清两改两治理”（清理房前屋后、清理残
垣断壁，改厕、改圈，污水治理、垃圾治
理）行动为抓手，引导村民主动开展村
庄环境卫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有效推动了村庄环境整治与乡
村自治同频共振。

“环境美了，‘人和’更要跟上。在
推进网格化管理的同时，三村村将法治
资源下沉到矛盾纠纷一线……”

“老张家排水沟占了我家宅基地，
你们管不管？”近日，村民田某一早气冲
冲地跑到村委会“讨说法”。原来，村民
张某因翻修房屋，将后院排水沟拓宽了
30厘米，导致两家宅基地边界纠纷升
级，矛盾一触即发。

接到反映后，三村村第一网格员田
文星与村“法律明白人”田丽莲组成调
解小组，带着《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
《民法典》直奔现场。田丽莲翻开《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对当事人耐心解释，经
过多个小时的调解，双方签订协议：张
某 3天内将明沟改为地下暗管，施工费
由村委会协调工匠优惠价补贴 200元；
田某则主动让出半米通道供施工使
用。看着两家握手言和，田丽莲现场开
设“普法小课堂”：“遇事别冲动，法律这
把‘尺子’能量清是非！”

“在遇到邻里矛盾纠纷时，我们迅
速组织村干部、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等
基层力量，上门进行调解，防止家长里
短的“小事”演变为影响平安稳定的“大
事”，同时，我们用方言土话去解释法
律、修订村规民约时，我们把《民法典》
中相邻权、赡养义务等条款转化成‘房
前屋后流水不越界’‘每月给老人称米
面油’这样的土规矩，让法治声音浸润
民心。今年以来，已成功化解 8起矛盾
纠纷。法治建设不能光靠书本，得让法
律条文顺着网格沉到户、跟着村约扎下
根，群众才会遇事找到法。”三村村党支
部书记田晓江说。

“乡亲们，办酒席要注意啦！碗筷
洗干净、饭菜煮熟透，可别贪便宜买烂
菜烂肉，搞出食物中毒就害人害己了！
办完酒垃圾要收拾干净，村里干净了大
家脸上都有光，还有啊，喝了酒千万别

摸方向盘！”镇党委副书记乐如仕和三
村村红白理事会到举办白事户主家中
开展红白喜事“打招呼”时，把这些大道
理都掰碎了讲，户主田茂荣当场就到村
委会缴纳 500元保证金：“这钱我先交
上，等我家白事办完，请村干部来检查
卫生，合格了再退。”他还主动当起了宣
传员，并劝说亲友邻居：“大家要注意环
境卫生，垃圾不要乱丢乱扔，村里的美
丽环境要靠我们一起去创造！”

“以前还有满月酒、新房酒、升学酒
等，去了又是一笔支出，不去又怕得罪
人，现在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只能操办
喜事和丧事酒席，切实减轻了群众的负
担，我十分支持。”一同帮忙操办酒席的
村民开心地说道。

三村村坚持以德治润化民心，充分
发挥红白理事会和村规民约作用，通过
村广播、宣传栏、微信群等平台，召开党
员大会、群众会、院坝会等形式，教育群
众自觉摒弃人情攀比、高价彩礼等陈规
陋习，弘扬孝道文化，引导村民转变观
念。2024年以来，全村召开党员大会 6
次、院坝会10余次，宣传禁止违规操办
酒席，发放宣传册150余册，有力培育崇
尚文明、厉行节俭的社会新风，持续提
升乡村基层治理“软实力”。

朗溪镇三村村：“三治”融合绘就基层治理新图景

本报讯（王立业 李芳艳） 连日来，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合水镇以“群众
会、院坝会”为落脚点，采用“政策宣传+
答疑解难”的形式，让干部与群众围坐
在一起，唠家常、话发展、讲政策、听民
意、解民忧，实现村民敞开问，干部用心
答，进一步拉近干群关系，实现基层服
务群众“零距离”。

政策宣讲进万家，声声入耳解民
惑。干部在群众会、院坝会上化身“政

策宣讲员”，聚焦“两清两改两治理”、跨
省一次性交通补助、道路交通安全、未
成年人保护等政策，以“政策+案例”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知识从干部

“口中”走向群众“心中”，切实提高群众
政策知晓率。

群策群力谋发展，共商共议绘蓝
图。“我们村发展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实
现了一地双收，建议村集体在种植关键
时期邀请专业农技人员进行指导。”“我

们村发展哪些项目、产业才能带领大家
增收呢？”“我今年计划种植辣椒100余
亩，需要工人，大家有空就来帮忙干
活。”大家围绕特色产业、群众就业、村
集体经济等大事，主动“出谋划策”，充
分挖掘优势资源，共同探讨发展思路，
现场气氛热烈而又融洽。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
田。“大家要坚决抵制滥办酒席。”群众
会上，村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

群众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做勤俭节约、
孝老爱亲、爱护环境的践行者，做优良
家风、淳朴民风、文明新风的先行者，共
同书写大美合水文明乡风新篇章。

今年以来，合水镇坚持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把群众会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
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共组织召开 60余
场，覆盖群众超 4000人次。通过“面对
面”拉家常、“心贴心”听民声，推动党的
政策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合水镇：围坐院坝话心声 共绘美好新图景

本报讯（李岚鑫） 武陵山脉郁郁葱
葱连绵起伏，卧在其中的栗子园水库微
风拂过后一阵碧波荡漾，干草河中流水
静淌草木向荣。干净整洁的村庄一字
形排开，平直宽阔的水泥路直通家门
口，家家户户红瓦白墙，院中花团锦簇
芳香四溢，菜园四周扎着长长的篱笆
墙，一幅美丽的乡村全面振兴画卷在绿
水青山间徐徐展开……

“叮咚”一声，一条微信在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紫薇镇永义村群众交流
群中响起。“同志们，现在到村委会集
合，我们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

永义村的村民们，纷纷在微信群中

及时回复，然后迅速拿起自家的卫生工
具前往村委会集合。今年以来，永义村
通过组织党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志愿
者、群众等，组织开展了7次卫生专项整
治行动。

近年来，紫薇镇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紧盯“两清两改两治理”，
注重突出示范引领、突出村民主体、突
出地域特色，打造“河畅、水清、堤固、岸
绿、景美”的宜人生态环境。此般变化，
不仅重塑了乡村的容颜，更激发了村民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共同绘就
了一幅生态美的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村里有公益岗随时打扫卫生、清

运垃圾，大家也愿意自主打扫自家门前
屋后，现在走到哪里都是干干净净的，
村里水清、树绿、花香、景美，日子过得
比城里人还安逸。”村民吴学超感叹道。

在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行动中，
紫薇镇坚持抓美抓久的原则，一方面强
化党建引领的力度，探索出“主题党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积极组织全
镇18个党支部、400余名党员定期义务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投身到美丽乡村建
设中；另一方面增强宣传氛围的浓度，
充分利用村村响广播、宣传栏、微信群、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多种渠道和载体，
广泛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和

目标要求。通过反复召开群众会等方
式，增强群众“主人翁”意识，从受益者
转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团龙村将村规民约与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建设等工作有机融合，通过“积
分制”，用活村规民约的“小支点”，撬动
乡村治理“大循环”。

从“群众看”到“人人干”，从“局域
净”到“全域美”，从“三两景”到“全域
景”，据了解，今年以来，累计清理生活
垃圾 230余吨、清理河道沟渠 10余公
里，清理断壁残垣 40余处，正在进行改
厕、改圈12户。

紫薇镇：人居环境“巧梳妆”秀美乡村“入画来”

当前，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期，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罗场乡抢时间、抓进度，围绕抓产业、强基础，
发展中药材 1500 亩、辣椒 2000 亩、红薯 800 亩、茶叶
3500余亩、烤烟300亩、全面掀起产业发展热潮。

罗场乡党委、政府组织农技人员奔赴各个村组，
农技人员从播种时机、施肥技巧到病虫害防治，全方
位为农户讲解示范，助力农户科学种植。农民们在田
间地头忙碌整地，在土地上往来穿梭，身后翻起一道
道泥浪，为作物生长打基础。

近年来，罗场乡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目标，持续推动农
业产业发展。

图为村民在进行中药材管护。 杨欣锐 摄

罗场乡产业发展添画卷

本报讯（田锟） 近年来，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聚焦高质量发展需要，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围绕“引育用留”
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全链条锻造高素质
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建设绿色发展示范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坚持人才强县首位战略，构建人才
工作联动大格局。高位推动强引领。
严格履行党委“一把手”抓“第一资源”
职责，将人才工作纳入县委全面深化改
革决定内容，组织召开县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专题会议10余次，研究部
署重点任务20余项，带头落实县级领导
干部联系服务专家制度，推动34名县领
导与 68名优秀专家人才建立“点对点”
联系，确保人才工作运行顺畅有力。健
全机制明举措。紧扣县域高质量发展
需要，科学制定《印江县委、县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新时代印江人才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等“1+9”人才政策体系，建

立“1+1+17+N”工作模式，设立人才工
作站17个，有效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
校聘”管理办法，致力破解人才工作痛
点堵点问题。上下联动聚合力。构建

“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县直部门+乡
镇（街道）+村（社区）”四位一体的上下
联动机制，压紧压实县乡村三级服务管
理责任，召开碰头会 20次，解决人才政
策落地、资金保障等问题 32项，形成组
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推动的人
才工作格局。

坚持引智育才同步推进，促进各类
人才资源大汇聚。全职引才“扩队
伍”。聚焦全县“2+N”产业发展布局，围
绕白酒、山桐子等重点产业需求，大力
实施“定制化招聘”策略，设立驻外“招
才引智”工作站，清单式授权用人主体
自主引才，用好用活贵州人才博览会、

“双招双引”等渠道，先后引进高层次及
急需紧缺人才 231人，其中硕士 56人，
重点产业人才42人，为县域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柔性引才“补短板”。围绕“长
期+短期”结合方式，积极探索“平台引
才+以才引才+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模

式，先后引进医学博士8名、医疗专家团
队 8个和鲁成银、邢丹博士等省级以上
高层次创新创业重点人才 7名，推动建
成李玉院士工作站、国家级技能大师黄
永光工作室和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
程学院博士工作站，切实推动产才融
合、双向提升。系统育才“强本领”。以

“组团式”帮扶为契机，争取23名东莞专
家人才赴印帮扶、30名青年人才赴东莞
交流学习，成功填补县域医疗技术空白
4项。依托博士工作站、“三名”工作室
等平台，培塑各类人才 2.4万余人次、省
市县名师178人，创建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 2 个，新增培育正高级职称人才 3
人。发挥本土企业“传帮带”作用，14家
白酒企业培育专技人才 67人，帮扶 49
家作坊96名工匠提升技艺，推动传统产
业技术升级。

坚持用留并重一体发力，营造人才
干事创业大环境。人岗相适“尽其
能”。紧扣“产业集聚人才，人才助推产
业”主线，创新探索青年人才协办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试点工作，精准选派
106名优秀青年人才及 51名协办顾问
下沉90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

果树管理、农产品营销等专题培训50余
场，覆盖1000余人次，培育村级后备力
量 200余名，推动协办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绝对值增至6313元，增幅居全
市第一，该改革项目获得县级改革创新
一等奖。暖心服务“解其忧”。做实做
细专家人才服务保障工作，设立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100万元，积极兑现各类人
才津贴40余万元，分配人才公寓 69套，
多形式开展专家人才健康体检、趣味运
动会等“人才日”系列活动，用好“96567”
人才服务热线、人才之家、青年驿站等
作用，听取专家人才意见建议 74条，有
效帮助解决各类问题 65个。良好氛围

“促其进”。坚持在“四化”主战场、乡村
振兴一线考察识别人才，将工作实绩作
为专家人才提拔晋升重要依据，先后提
拔或职级晋升 60余人，并开设“邛江人
才”专栏，深入挖掘各类人才典型事迹，
利用官方主流媒体宣传人才信息 181
条，《贵州印江：以改革思维破解人才工
作瓶颈》《贵州印江：鼓励支持青年人才
协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经验做法被
大国人才刊发，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
浓厚。

印江夯实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县人才基础

本报讯（程欣） 春回大地，农事渐忙，正是金丝皇菊
培育的关键时期。“打窝距离不要太挤了，要宽一点。”印
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兴街道魏家村党支部书记魏刚
穿梭在田垄间，一边耐心指导，一边亲手示范，确保每一
株菊花苗都能在最佳环境扎根生长。10余名村民弓着
身子，手中的动作不停，一铲一土，小心翼翼地将嫩绿的
菊花苗稳稳栽进整理好的土壤中，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魏家村借着杨家坪乡村旅游基础配套设施项
目的东风，经过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反复思考和多次
市场考察，决定集体经济试种金丝皇菊 20亩，优化集体
经济发展的同时，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我们村背靠大圣墩美女峰景区，种植菊花不仅可
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花开时节还可以吸引游客观
赏。金丝皇菊集经济价值与观赏价值于一体，要是今年
种植效果不错，明年将扩大种植规模。”魏刚说。

魏家村积极探索建立“党支部领航+党员领路+村民
跟跑”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党组织规划引领发展方
向，带头流转土地 20余亩订单种植菊花，每亩土地可实
现 7000余元的销售收入，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助力了
集体经济。

菊花通过扦插、分株就能存活，当年种当年就能收，
且管护简单。

近年来，魏家村坚持党建引领，将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作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先后发展了稻花鱼、玉
米、红薯、山桐子等产业。

中兴街道魏家村
金丝皇菊助力乡村发展

本报讯（苏艳） 春日的暖阳透过猕猴桃藤架的缝隙
洒向林间，一株株新植的淫羊藿幼苗在湿润的土壤中舒
展嫩叶，林下劳作的村民喜笑颜开。在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刀坝镇庙坪村 600亩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正
弯腰忙碌，挥锄整地、移栽覆土，大家分工有序，密切配
合，将一株株中药材淫羊藿栽入沃土，呈现出一幅抢抓
农时、不负春光的喜人画卷。

据了解，淫羊藿属道地中药材，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喜阴，适合在林间生长，其根与根茎、茎、叶均可入药，具
有祛风除湿、补肾壮阳的功效，主治慢性气管炎、阳痿遗
精等病症，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藤架上结猕猴桃，藤架下种淫羊藿，可实现‘一地
双收’！”庙坪村党支部书记黄俊葵介绍，通过林下套种，
淫羊藿根系可改良土壤结构，减少猕猴桃病虫害，而猕
猴桃藤架形成的天然遮阴篷则为淫羊藿提供最佳的生
长环境。

今年庙坪村林下套种100亩淫羊藿，积极争取村集
体经济项目，获批财政衔接资金 70万元，既发展壮大了
中药材产业，又巩固了猕猴桃产业；既实现了特色产业
互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益。

为确保种植效益，该村在猕猴桃生长不是很茂密的
地方还采用遮阳网，提高成活率。

此外，庙坪村集体经济还与企业签订保底价收购协
议，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长短结
合。“我们栽这个淫羊藿还可以，一天能挣80块钱，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增收。”庙坪村村民黄光兵说。

林下套种淫羊藿100亩，中药之乡再添新品种。据
悉，刀坝镇已种植黄精 4000余亩、金银花 300亩、菊花
500亩、白术500亩、虎杖300亩、黄柏1.5万亩，加上这淫
羊藿100亩，全镇共种植中药材2.1万亩，是名副其实的
全省中药材发展重镇。

刀坝镇林下套种淫羊藿

眼下正值种植蔬菜的黄金时
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津街
道安置点，一块块土地被整齐地划
分开来，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浮现在
眼前，安置点居民正在各自的“微
菜园”里幸福地忙碌着，有的挥锄
翻土，有的细心栽种，整个场景繁
忙而充满生机。龙津街道安置点
积极推行“微菜园”惠民模式，免费
提供闲置土地给安置点居民种植
农作物，让搬迁群众实现在“家门
口种菜”，这正是巩固易地搬迁成
果、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一重大
举措。

“以前住在村里，蔬菜都是自
己种的，自从搬迁过来后，总感觉
很不习惯，多亏了政府的规划，如
今领签了一块土地，现在是想吃啥
就种啥，这不仅让我有点事情做，
还节省了一点买菜钱。”安置点居
民余谷先一边劳作一边欢喜地说。

龙津安置点共有 194 户 891
人，考虑到许多搬迁群众住进新房
子后，依然难舍“自己种菜自己吃”
的生活习惯，龙津街道将“微菜园”
项目列入民生工程，整合利用薯片
厂附近的闲置土地，联合县移民局
多次开展实地考察和居民议事会，
充分了解安置点居民的种植意愿，最终制定了“微菜园”
的建设方案，敲定了“微菜园”管理公约，对菜园的使用、
管理和维护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土地平整、客土改良、
划分区域，打造成适合种植的“微菜园”，让安置点居民
实现在“家门口种菜”。

这片“微菜园”占地 200亩，均分为 200余块，可供
200个家庭种植。每一块菜园由安置点工作人员进行编
号后，通过自愿报名、公平抽签的方式进行免费认领，抽
签结束后，由安置点办公室统一与群众签订土地使用协
议。目前，已有180块“微菜园”完成划分并投入使用，
后续将逐步推进剩余20余块地的规范管理。

“‘微菜园’项目的推进，主要是通过‘支部牵头+党
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秉持‘谁认领、谁管护、谁负
责’的原则，以主题党日为抓手，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帮助
群众平整土地、种植蔬菜，形成共同管护的模式，确保项
目长期可持续性地发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鼓励更多
群众利用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应种尽种、能种尽种’，使

‘微菜园’真正转变为群众增收、走向富裕的‘宝地’。”安
置点第一书记王晶晶介绍。

“微菜园”不仅让闲置土地“活”了起来，也让安置点
居民“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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