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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黔协作·莞爱铜行

本报讯（记者 舒红 实习生 蒲雨
杉） 5 月 25 日，“莞爱铜行·助益未
来”——东莞“公益+”助力铜仁“十县百
村千人”助学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东莞与铜仁两地代表表示，将以此
次助学行动为契机，深化公益合作，搭建
更多爱心平台，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铜仁乡村振兴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仪式上，东莞市爱莞家公益服务中

心、阳光公益服务中心、益起来公益服务
中心与铜仁市阳光志愿者协会正式建立
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举行了颁发
致谢牌匾仪式。这一合作关系的建立，
标志着双方在助学行动上将展开更为紧

密与深入的合作。东莞市社会公益组织
带来的助学计划，充分体现了粤黔协作
的深情厚谊 ，彰显了社会公益组织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

此次“莞爱铜行·助益未来”东莞“公
益+”助力铜仁“十县百村千人”助学行动
的行动，覆盖铜仁市十县百村，惠及千名

学子，不仅是一份物质上的援助，更是一
份精神上的鼓舞。更是两地人民深情厚
谊的见证。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越来越多的困境学子将走出大山，迎
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莞爱铜行·助益未来”东莞“公益+”
助力铜仁“十县百村千人”助学行动启动

强双基

思南县紧紧围绕选优建强高素质
干部队伍，严把“选”的方向、拓宽“育”
的渠道、健全“管”的制度、加大“用”的
力度，着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持标准“选”，树好识人选人“风向标”
突出政治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

摆在首位，全面了解考察对象政治表
现情况，对政治不合格的“一票否决”。

注重实干实绩。结合不同岗位、
分工和职责，围绕工作作风、工作实绩
等，重点考察识别干部履职表现情况。

拓宽选才渠道。坚持日常了解、
专题调研、考核评价等方式相结合，多
角度发掘优秀干部、实干人才，加强优
秀年轻干部培育储备。2024年来，动
态充实优秀年轻干部库376人。

多措并举“育”，锻造成长成才“硬本领”
精准调训提升业务能力。在干部

教育培训中，精心策划培训主题、课
程，精准明确培训对象，有针对性加强
教育培训；对优秀年轻干部，特别是重
点岗位业务骨干实行“点名”调训，做
到因材施教、因人施训。2024年来，

“点名”调训优秀年轻干部150余名。
跟岗学习拓宽视野眼界。将赴外

交流、挂职学习作为干部拓宽视野、开
阔眼界的重要途径，先后选派 65名年
轻干部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跟岗学
习、挂职历练，选派11名优秀科级干
部到市直部门、企事业单位挂职学习。

一线历练提升实战能力。坚持将
一线历练作为促进干部成长的重要措施，有针对性地
选派27名政治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优秀干部到乡村
振兴一线担任指导员，让年轻干部在实践锻炼中练就
真本领。

从严从实“管”，拧紧监督管理“安全阀”
延伸监督触角。紧盯“八小时内”工作用权、“八

小时外”生活社交，把监督触角从“工作圈”延伸到干
部的“生活圈”“社交圈”。注重抓早抓小抓预防，常态
化开展廉政教育，2024年来，组织全县1300余名干部
开展警示教育。

及时纠偏定向。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任前谈
话制度，教育引导新任职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对
关键岗位、履职不在状态的干部常态化谈心谈话，及
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2024年以来，通过谈心谈话
纠正履职较差、工作不在状态干部50人。

加强任职交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和重点
岗位等“关键少数”，严格执行任职交流等制度，加强
干部多岗位锻炼，累计按程序调整干部工作岗位123
人次。

德才兼备“用”，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鲜明用人导向。注重在急难险重工作中选拔任

用干部，积极营造吃苦吃香、有为有位的干事创业良
好氛围。2024年，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乡村振兴驻村一
线表现突出干部140人。

加强正向激励。对表现优秀的党员干部，落实评
先树优、提拔使用、职级晋升、教育培训“四个优先”，
让同等条件下“业绩突出”的干部更快晋升、优先
表彰。

推动能上能下。强化以事择人、破除论资排辈、
打破隐形台阶，积极为优秀干部“铺台子”，并细化10
个方面 34种不宜担任现职情形，为得过且过、违法乱
纪者划出“红线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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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良法护良苗 油菜长势好

“出油率高，品质好，市场价格也不
错，科学种田还是好！”5月13日，在碧江
区瓦屋乡司前大坝上，瓦屋村 70岁老汉
杨天国一边吸着香烟一边望着自家正在
收割的油菜感叹道，科学种地，省时
省力。

去年冬天，杨天国所在的乡镇实行

植保无人机飞播种植油菜，从油菜的种
植、追肥到病虫害防护一条龙服务，他两
亩地油菜总共只花了 6 天时间在田间
管理。

“在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农技人员
定期来到我们坝区开展授课。他们一边
给我们耐心讲解施肥、病虫害防治、灌溉
等实用技术，一边教我们如何根据土壤
肥力精准配比肥料，到识别不同害虫的

形态与防治方法，我们不仅掌握了科学
种植的窍门，更对提高油菜产量和品质
充满了信心。”杨天国说。

良法护良苗，油菜长势好。今年，杨
天国家的油菜亩产达180公斤，预计两亩
地可收获 270斤菜籽油。“我们乡生产的
菜籽油品质好，市场价13元一斤依然不
愁销。”杨天国说，这几年瓦屋乡依托油
菜花节的名气，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把菜

籽油轻轻松松卖空。
良法，是农业现代化的技术途径，是

丰收的关键。去年以来，铜仁组织全市
11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开展“揭榜挂帅”
和基础性示范服务，加大高产高效种植
技术模式推广应用力度，重点把控科学
增密、科学施肥、防灾减灾3个关键，深挖
增产潜力，为提升全市粮食单产水平奠
定了坚实基础。

铜仁 ：“四良”助力95.5万亩油菜颗粒归仓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张玉莲 任
光勇 文/图）“叔叔，今
天您拿来的烟头有点多，
但最多只能用其中的
100个来兑鸡蛋，十个烟
头兑1个鸡蛋，可以兑换
10个鸡蛋。”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文昌广场和中心
广场，前来用烟头兑换鸡
蛋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登记、点数、兑换，现场人
头攒动，

今年71岁的张安华
夫妇对用烟头兑鸡蛋的
举措表示赞赏。

每 10 个烟头可兑
换 一 个 鸡 蛋 ，每 人 每
天 只 能 兑 换 一 次 ，且
兑换烟头数量上限为
100 个。

“举办这个活动，主
要是为文明城市创建添
砖加瓦，截至目前，兑换
出去的鸡蛋 800余个，参
与的市民 150 余人次。”
环境服务印江有限公
司综合部副主管张丹丹
介绍。

该活动已举办两次，
在环卫岗位上工作了六
年的陈德芬明显感觉到，
她清扫的“责任区”烟头
少了，环境更加干净了。

烟头兑鸡蛋

印江文明创建出“新招”

本报讯（田杰） 近日，松桃供电局的66个台区的
高低压线路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

2025年松桃县域配电网建设资金计划为1.2亿
元。目前一季度已下达新建和续建项目3批次共128
个，投资 7061万元，涉及新增改造变压器 66台，新建
高低压线路210余公里，完成10个木质连片房供电设
施改造工程，助力乡村振兴。该批次配电网项目的建
成，将有效提高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满足当
地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为更好地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保障企业生产安
全无忧用电，我们将通过倒排时间、进度，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争取快速建成投运。”该局相关技术负责人
介绍。

松桃供电局
投资1.2亿元升级电网

本报讯（白雪 王超 吴剑 魏敬松 陈超） 5月25
日，石阡县成功举办第三届“温泉之城·长寿石阡”仙
人街越野赛暨铜仁市第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越
野跑。

此次比赛共设置34公里寻山组、23公里探泉组、
4公里体验组，共500余人参加。依托县域丰富的资源
优势，各条路线经过精心设置，串联各大景区景点，形
成独特赛场。

经过数小时激烈角逐，比赛圆满落幕，龙万华获
得市运会男子组34公里第一名、宋丽莎获市运会女子
组 34公里第一名；王浩获得市运会 23公里男子组第
一名、张海芳获市运会23公里女子组第一名。李文杰
获得群众组越野赛男子组34公里第一名、骆堰林获群
众组越野赛女子组 34公里第一名；王斌获得 23公里
男子组第一名，周杨杨获23公里女子组第一名。

市第五届运动会
越野跑在石阡开赛

初夏的麻阳河，云雾缭绕的
峡谷中，嫩绿的枝叶与绽放的山
花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
卷。对栖息于此的 72群、约 550
只黑叶猴而言，这些鲜嫩植物不
仅是食物，更是它们与环境和谐
共生的见证。贵州麻阳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务川管理
站站长王彬揭秘道：“黑叶猴堪
称自然界的‘季节美食家’，它们
会根据季节变化精准调整食谱
——初夏偏爱嫩叶与花卉，入秋
后则转向刺壳花椒、黄连木的果
实。这种对食物的动态选择，让
它们在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系统
中站稳脚跟。”

在全球最大野生黑叶猴栖
息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一场跨越百万年的生
态默契，正随着初夏的脚步徐徐
展开。

黑叶猴家族在树枝间穿梭
跳跃，行动敏捷优雅。它们或倒
挂枝头采摘新叶，或蹲坐石滩品
尝野花，将富含营养的“初夏盛
宴”收入腹中。饱餐之后，猴群
开启午后“社交时光”，有的相互
梳理毛发增进感情，有的追逐嬉
戏释放活力，还有的蜷在枝头打
盹休憩，为静谧的山林增添灵动
气息。

这份“舌尖上的生存智慧”，

背后是麻阳河得天独厚的生态
馈赠。地处遵义市务川自治县
与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接
壤处的保护区，以喀斯特峡谷地
貌为基底，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孕育出 2300余种植物，70.2%的
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庇护
所。而在黑叶猴悠然觅食的背
后，更有一群生态守护者的默默
付出。王彬表示：“我们持续开
展野生动植物疫情疫病监测、有
害生物防治和森林防火工作，用
科学管理守护这片生态家园，确
保生物多样性的稳定与繁荣。”

从黑叶猴随季节变换的食
谱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物
种的生存策略，更是麻阳河生态
系统的精妙平衡。在这片“黑叶
猴王国”里，每一片嫩叶、每一声
啼叫，都在诉说着生命与自然的
奇妙对话。

从黑叶猴的初夏食谱解码麻阳河生命密码
施平

林中野生黑叶猴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