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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滕琦 杨昌华) 近年来，我
市围绕省政府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总
体部署要求，坚持把骨干水源工程建设
作为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倒排项目建
设工期，细化落实工作措施，强化工作统
筹调度，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为经济
发展与民生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精心部署推进度。攻坚行动以来，
市委、市政府对水利事业发展高度重视，
主要领导多次调度工作推进，分管
副市长月均安排部署一次水网建设工

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纳入
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内的 48座骨干
水源工程已完建28座，今年要完建的15
座水库中，有 5座已下闸蓄水，7座大坝
封顶，3座正有序填筑大坝。

多措并举筹资金。鼓励业主单位通
过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模式，运用市场手段
和金融工具，抓好项目申报入库，进一步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利用规模，积极与金
融机构进行项目对接，争取金融信贷和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更大支持。同时，

积极推进水价改革、盘活存量资产、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积极与省水投集团等涉水
企业进行合作，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着
力保障项目进度。

强化调度抓落实。用好用活“5+3”
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级
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联席会机制作
用，定期调度和专题研究工程建设过程
中出现的资金缺口、手续办理等难点堵
点问题，制定“一库一策”，细化措施。同
时，通过包片督导方式加强调研督导，积

极到施工现场组织参建单位召开分析研
判会，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解决。

质量安全有保障。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在抢抓工程进度的同时，
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严
格执行各项建设管理制度、规程规范和
质量标准，加强各环节日常监管，形成

“全过程、全方位”的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体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落实

“六项机制”，确保在建水库工程安全生
产及防汛度汛工作。

铜仁多措并举推进骨干水源工程建设

本报讯(记者 万文稀 彭韵霖) 6月12日，记者走进
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的西瓜种植基地，连片大棚里西瓜
藤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其间，格外惹眼。正
值西瓜丰收季，各地商贩纷纷前来收购，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

大棚内，种植户安老板正忙着检查西瓜成熟度。作
为大龙村西瓜种植的“带头人”，今年是他扎根田间第三
年。“今年和我兄弟一起种了 60亩西瓜，有美都微萌和
拿比特小西瓜两个品种，口感好、品相佳，还没成熟就被
预定了不少。”。

绿藤缠绕间，一颗颗西瓜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
村民鼓起的“钱袋子”。

“挑西瓜要选花纹清晰、瓜蒂弯曲、拍打时发出‘咚
咚’响声的，这样的西瓜吃起来又脆又甜。”安老板亲自
上阵，教大家如何挑选西瓜。“除商贩上门收购以外，零
售也同时在进行，零售价格在 2.5元至 3元/斤，周末会
有很多周边的人来这里体验采摘乐趣，目前销路稳
定。”这份夏日里的“甜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鱼塘乡立足山区资源优势，通过土地流转整
合资源，引导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构建起“西瓜+稻
米+油菜+稻花鱼鳖+中药材”的多元产业矩阵。优质稻
米和油菜种植稳定粮食根基，稻花鱼鳖生态养殖拓展立
体农业，中药材淫羊藿更成为特色增收新渠道。眼下，该
乡正瞄准肉牛养殖产业“再发力”，规划建设的生态养殖
场预计年底之前投入使用，届时将形成“种养循环”产业
链，进一步夯实集体经济“家底”。

夏日“甜蜜事业”
鼓起村民“钱袋子”

万山

本报讯(龙元彬) 6月14日，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红
石林景区的腊尔山主峰之巅，一场融合高尖科技与建设
力量的攻坚战如火如荼。无人机如钢铁雄鹰，精准吊运
水泥、砂石直抵云端作业面；大型机械阵列轰鸣，挖掘机
铁臂挥舞，铲车往来穿梭，工程车络绎不绝——红石林
景区开发如火如荼。

面对腊尔山主峰险峻地势，传统运输方式举步维
艰。施工方大胆启用无人机，构建起一条高效、安全的

“空中走廊”。无人机穿云破雾，源源不断地将建设“粮
草”精准投送至陡峭的山顶平台。工人们匠心雕琢，确
保步道铺设与奇绝的自然岩层纹理完美相融，每一步都
凝聚着生态友好理念。

红石林景区的开发是松桃深化旅游资源开发、完
善基础设施的关键落子。科技智慧与建设者汗水在此
交汇，不仅将极大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更将有效带动
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为当地百姓铺就一条增收致富新
路径。

无人机穿云破雾
奏响“智能建造”交响曲

松桃红石林

本报讯(记者 舒红) 近日，碧江区锦江街道、市场监
管分局、城管中队、食药监站、消防所、创文办等部门，联
合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为师生营
造优质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环境。

此次整治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文化环境等多
个与师生安全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旨在全面排查并解
决各类突出问题，做到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在食品安全检查环节，执法人员深入校园周边餐饮
店、小卖部等食品经营场所，查看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
人员健康证是否齐全有效，核对食品采购渠道是否正
规，排查是否存在销售“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
法行为。对于部分商家存在的食品储存不规范、环境卫
生不达标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
限期整改，以实际行动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在交通秩序整治方面，每逢上下学高峰期，交警与
社区志愿者准时到岗，加强对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疏
导。严查车辆乱停乱放、超速行驶、不礼让行人等违法
行为，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同时，在学校门口及周边道
路增设交通警示标志、减速带等设施，并施划临时停车
区域，引导接送学生车辆有序停放，有效缓解了交通拥
堵状况，让师生出行更加安心。

文化环境清查同样不放松。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
书店、文具店、网吧等文化场所展开全面排查，重点关注
是否存在销售盗版书籍、淫秽色情出版物、宣扬暴力恐
怖的文具玩具等违规行为，以及网吧是否接纳未成年人
上网等情况。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依法处理，为学生打
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

此次整治行动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20余家，发现并
整改食品安全问题4处；纠正交通违法行为5起，校园周
边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清查文化场所 2家，有效净
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

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筑牢安全防线

碧江

本报讯(喻锦霞 龙飘) 眼下的黔中
大地生机盎然，德江县楠杆乡旱改地田
间，一台台插秧机有序穿梭，一株株秧苗
从插秧机苗盘上滑落，稳稳“站立”田里，
水田披上新绿……

这是德江县2024年实施补充耕地项
目的一个缩影，该县23个补充耕地项目，
2200余亩旱地改水田，插秧工作已接近
尾声。

“这批新改水田的顺利耕种，是落实

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提升粮食综合生
产力的关键一步。”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严格对标国家和省
级耕地保护、补充耕地政策要求，通过科
学规划布局、全域综合整治和完善长效
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和农业生
产效率，改善耕作条件，积极探索耕地保
护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的有效路径。

据悉，为保障新改造水田及时、高效
生产，德江县从种子供应、责任落实与资

金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周密部署。在种子
供应方面，县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统筹优
质水稻种子，确保良种按时足量供应；在
责任落实上，与项目所在乡镇（街道）、平
台公司紧密协作，明确耕种责任主体，将
补充耕地项目具体地块落实到人；在资
金保障上，足额落实专项资金，并制定详
细的管护方案，确保耕种工作严格按照
农时稳步推进。

为实现新增耕地效益最大化与农民

增收，德江县采取“鼓励自种”与“推动流
转”两种方式并行。一方面积极引导当
地农户接手耕种，增加其直接经营收入；
另一方面大力引进种粮大户、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化种植。
此举不仅使村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租
金，还为其提供了在合作社就近务工的
机会，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德江2200余亩旱改田完成插秧

本报讯(黎福慧) 眼下，正值中药材
淫羊藿采收季，江口县德旺乡茶寨村200
余亩林下经济中药材淫羊藿喜获丰收，
一幅“林下生金”的富民产业画卷正徐徐
展开。

“淫羊藿采收过程中一定要记住，要
剪大留小、剪老留嫩、剪高留矮、茎要剪
矮一点，这个要留三分之一的叶子，才利
于以后淫羊藿生长。”茶寨村淫羊藿种植
基地负责人谢建青对药农们强调。

收割、装袋、搬运……茶寨村淫羊藿
种植基地，林间已是一片忙碌景象，在遮
光率达75%的生态林下，一簇簇淫羊藿叶
绿枝茂、长势良好。谢建青正带着药农
穿梭林地间，手持剪刀，熟练地采收着成
熟的药材。

“这片基地是我2023年12月份种植
的淫羊藿，经过18个月高质量管护，现
迎来了第一批采收，今天是采收的第三
天，每天用工 30 余人，发放务工工资
2400余元，经测产每亩产量最低的 417
斤，最好的能达 660 斤，平均产值 1 万
元。”谢建青说。

淫羊藿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创造
了经济效益，也为周边群众带来了更多
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我们到基地务工 3年，这两天收淫
羊藿，80块钱一天。”村民严春梅说。

淫羊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仙
灵脾、三枝九叶草，其茎、叶、根皆可入
药，具有强筋骨、祛风湿等功效，是多种
中药方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药材，市场

前景广阔。茶寨村立足梵净山区域独特
的地理区位生态优势和林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采取

“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大户”发展模
式，切实将中药材产业发展转化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每年可辐射带动当
地村民及周边群众 200余人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按目前的采收情况，我们整个产业发
展形势很好。”茶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吴芳表示，接下来，茶寨村将对基地进
行精细化管理，确保产业增值，会持续动员
村里面有意愿的大户，使其主动根据自己
的林地优势发展这项产业。

近年来，德旺乡以发展中药材产业
为抓手，做足做好林下经济产业，积极推

进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通过精心培育箭叶、淫羊藿等中药材，不
仅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更
蹚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的乡村全面振兴
新路径。

“德旺乡围绕 2+2产业发展，大力发
展林下中药材淫羊藿种植，2024年林下
淫羊藿种植1858亩。目前，各基地淫羊
藿长势喜人。”乡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匡世文表示，接下来，将计划在潮水村、
清溪村、坝梅村、杨柳村、交界村再发展
2000亩淫羊藿种植，通过大力发展淫羊
藿种植，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老百姓增
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江口淫羊藿采收忙

(上接1版)

交融共生：改土归流的文化新篇

明永乐十一年，“砂坑之战”成为贵
州建省的导火索，开启了全国“改土归
流”的先河。田秋上书促成贵州开科取
士，李渭传学撑起黔中王学的哲学大
厦。这一时期，铜仁境内考取进士127
人，举人 878人，茶园山徐氏文脉绵延
500余年。川黔涪岸盐道串联起乌江沿
岸的古镇会馆，石阡说春、德江傩堂戏、

思南花灯戏等民间艺术相继成型，展现
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勃勃生机，体现了铜
仁在文化融合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红色沃土：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

近代以来，铜仁儿女为民族独立抛
洒热血。周逸群、旷继勋等革命志士从
这里走出；黔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
征前全国仅存的八块主要革命根据地之
一；木黄会师形成了红二方面军的基本
力量。展厅里的一件件革命文物，记录

着六千黔东子弟参加北伐、四千热血青
年投身南昌起义、三千铜仁儿女参加工
农红军的英雄史诗，展现了铜仁人民在
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彰显了红色血
脉的精神传承。

绿美铜仁：永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从明代《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
到清代禁砍山林碑，再到当代《梵净山保
护条例》，铜仁人的生态保护理念一脉相
承。梵净山从“铜郡祖山”到“世界自然

遗产地”的嬗变历程，正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体现了铜
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智慧与担当。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铜仁博物馆必
将成为筑牢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激励
铜仁儿女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传承中
创新发展。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文明瑰
宝，让文物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
文化自信成为铜仁最持久、最深沉的精
神力量，为奋力推动实现铜仁文化崛起、
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注入不竭动力。

6月14日，铜仁博物馆开馆仪式在中南门历史文化
旅游区举行。副市长范楚平出席活动。

6月14日，第 22个“世界献血者日”，铜仁市“献血
传递希望 携手挽救生命”主题活动在碧江区团结广场
举行。副市长李俊宏出席。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随着汛期来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在辖区天然水域开展专业化救援实战训
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汛期水域安全筑牢防线。 邹雪庆 李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