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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敏 陈敏） 国道 211线
石阡板桥至冷龙公路是连接思南县与石
阡县的重要二级公路。为提升干线公路
通行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年，该
路段被列为市交通改造工程项目，对路
面进行白改黑，并将同步进行安全精细
化提升。

连日来，在思南公路管理段承建的
国道 211线石阡板桥至冷龙公路路面改
造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沥青摊铺机将滚
烫的黑色沥青混合料均匀熨平，压路机
紧随其后层层压实，一条平整密实的路
面在炽热中逐渐成型。

“从 4月份进场施工以来，先后进行
了路基、排水、平交路口、交安设施等作

业，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沥青路面铺设。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明天开始再增加1台
摊铺设备，计划增加16名工人，同步对塘
头至邵家桥路段进行施工作业，争取在
这个月底完成总工程量的 80%。后续将
对施工路段区域内的交安设施、标识标
牌、标线、减速带等进行完善，争取早日
完工投入使用。”贵州建设养护集团有限
公司铜仁分公司项目经理彭睿介绍，当
前正是沥青摊铺黄金期，高温天气可有
效减缓混合料冷却速度，使路面更加密
实耐用。

据了解，国道 211线石阡板桥至冷
龙公路路面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7276万
元，涵盖路面改造、路基加固、排水系统

优化、安全设施提升及路域环境整治等
多项内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思南公
路管理段始终将质量放在首位，精心制
定质量管控方案，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
场进行监督，从原材料筛选到施工工艺
把控，均严格按要求执行，确保项目按时
保质完成。

“项目自开工以来，我们严控工程质
量、狠抓节点进度。”思南公路管理段工
会主席陈波说，对现场施工环节进行严
格把关，认真收集路面施工的实际数据
和结果，为后续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
参数，确保路面改造工程高质量完成。

国道 211 线改造工程路线起点
K2014+550位于思南县邵家桥镇杜家寨

村，经塘头镇、板桥镇、大沙坝乡，至终点
石阡县 K2051+300处，全长 36.75公里。
该路段的改造将极大改善沿线10万群众
的公路交通出行条件，更为产业振兴和
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础。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优化思南县与
石阡县的县域交通网络，串珠成链沿线
产业园区与文旅资源，激活塘头乡村旅
游潜力，拓宽板桥红心蜜柚的对外流通
渠道，更好地服务板桥郝家湾古寨等旅
游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陈波介绍，作为连接思南、石阡
两县的重要通道，该工程对推动区域城
乡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思南至石阡“交通动脉”升级改造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报道

眼下，正是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黄
金期，思南县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花
滩子水库工程施工进度。

在花滩子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挖掘
机、运输车辆来往穿梭，施工建设队伍
以全力冲刺的姿态，跑出工程建设的

“加速度”。
“目前投入大型机械设备 70余辆，

其中挖掘机 15 辆、装载机 13 辆、除沙
车 30多台，投入人员130余人。”花滩子
水库工程项目部枢纽工区工区长赵鹏
博说。

据了解，花滩子水库工程是国家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水库坝址位于乌
江一级支流清渡河下游，是一座以供水、
灌溉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的Ⅱ等
大（2）型水库，正常蓄水位 491米，总库
容1.13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发电量 2166
万千瓦时，年供水量8505万立方米。

“自 3月份花滩子水库截流验收之
后，我们主要进行大坝边坡开挖及边坡
支护工作，目前大坝边坡开挖已全部完
成，边坡支护完成90%，计划6月底完成大
坝基坑保护层开挖。”赵鹏博表示。

花滩子水库工程估算总投资 32亿
元，工期45个月，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
优化当地水资源配置，有效解决33.73万
人以及5.01万亩连片灌区的生产生活用
水问题。

花滩子水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苏畅莉 文/图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溪镇石
漠化公园内，一颗颗小巧玲珑、青红相间
的李子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果农们在这片绿意盎然的果林中忙碌穿
梭，采摘成熟的早李，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作为印江石漠化治理的典范，朗溪
镇近年来通过不断努力，将曾经的荒漠
之地变成了如今的果林绿洲。

在公园的石漠化治理区，种植户杨
超忙着采摘自家的红宝石李和玉黄李。

“这批早李已经采收半个月了，深受市场

欢迎。到七月上旬，金丝李和蜂糖李也
将大量上市，预计今年的收成会比往年
更好。”

杨超是村里最大的水果种植户，
他的 500 余亩石旮沓地，经过品种改
良，大部分已换种上了金丝李、玉皇李
等优质品种。这些新品种不仅产量
高，而且品质上乘，批发价格也比传统
品种高出不少。

朗溪镇河西村的石漠化治理成效显
著，这得益于印江多年来坚持石漠化治
理和品种改良的不懈努力。上世纪九十

年代，该镇石漠化问题突出，土地贫瘠、
水源稀缺，传统种植业发展举步维艰。
当地村民为了改变这一困境，自发行动
起来，通过培土增地、在乱石中种植果树
等方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当地实际情
况的石漠化治理之路。

河西村村民杨再坤回忆起当年的艰
辛：“当时栽种水果的时候，石窝里的泥
巴不够，就从其他地方用竹筐挑来泥巴
填补，现在这些果树都挂果了。”正是凭
借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辛勤的付
出，河西村的石漠化治理取得了显著成

效，昔日的荒漠之地如今已变成了果香
四溢的绿洲。

如今的河西村，不仅环境得到了极
大改善，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每年李子成熟的季节，都会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采摘体验，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
的发展。看着满山遍野的果树和络绎不
绝的游客，杨再坤感慨地说：“真没想到，
咱们这石头山也能变成‘金山银山’。这
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

印江朗溪

早李挂满枝 果香醉仲夏
特约记者 王东 文/图

百姓富 生态美产业优

本报讯（陈佳睿） 近年来，万山
区以公益性岗位开发与紧缺型职业技
能培训为双引擎，精准发力稳就业、惠
民生，助力各类群体端稳“就业饭碗”，
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在丹都街道旺家社区便民服务窗
口，搬迁群众张敏熟练地为居民讲解
就业补贴申报流程。2023年，该社区

“不限年龄学历”的公益性岗位向她敞
开大门，如今她作为“社区管家”，不仅
就近就业、月入千元补贴家用，更在服
务群众中找到了自身价值。

张敏感叹道：“家门口就业很方
便，可以给家里增加一份收入；在社区
上班可以帮助群众，自己也很开心。”

为促进搬迁群众稳定就业，旺家
社区聚焦零就业家庭人员、残疾人、大
龄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就业需求，针
对性开发保安、保洁、社区管家等公益
性岗位140个，为有就业意愿、就业能
力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稳稳
端好就业饭碗。

“未来将持续开展就业困难人员
摸底调查，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
持续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合
理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地就近就业，
发挥公益性岗位的兜底性作用，帮助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进一步
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感。”
社区就业负责人杨强介绍。

万山区还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
就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就
业需求，构建“培训+认证+就业”全链
条服务体系，联合职业院校、龙头企业培养电工、焊
工、家政服务等市场紧缺型人才，让群众在稳定就
业的同时，有一技之长。

在万山区高博职业培训学校，电工技能培训有
序开展。课堂上，授课老师手持电路模型，通过“实
践+理论”相结合的方式给学员们讲解电路知识，确
保学员能够真正学有所获。

学员洪利华说：“因为电工行业比较有前景，通
过这次免费培训，自己不用出一分钱，就能够学到
一门实用的技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据了解，该学校创新开设电工“双证”培训，学
员在 37天内即可以拿到五级职业等级证书和电工
特种作业操作证，相比以往的单证电工培训课程，
培训时间缩短 30%，帮助学员在短时间内达到市场
认证的电工门槛。目前，部分学员已纳入定向培养
计划，考核合格后将由校方推荐至广东、浙江、云南
等地就业。

“我们也会邀请建筑工地上的企业，包括人力
资源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邀请他们在现场给学员
进行就业推荐。”高博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徐伟说。

今年，该学校已经开设两期培训班。四月份开
展的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学员就业率达70%。

“我们接到了很多来电，他们对于互联网营销
师直播带货的培训比较感兴趣。”徐伟介绍道，“我
们计划下一期继续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还有
中式面点师、粤菜师傅等课程。后期会针对紧缺型
工种开展更多类似培训，以帮助群众更好就业。”

今年以来，万山区已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646人次，覆盖叉车、焊工、互联网营销等多个领域，
以“精准”培训助力群众握牢就业“敲门砖”，为稳就
业保民生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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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接1版）
复兴镇紧握“三抓”政策之笔，在青山绿野间勾

勒产业蓝图。今年4月，贵州致强农业科技公司的
入驻，让蒲村村的坡地变身现代化“菌菇工厂”。育
种棚内，菌袋整齐排列如绿色方阵，按每平方米15
斤产量估算，20万斤天麻种子即将在这片沃土上生
根发芽。而不远处的贾村村基地已先行一步，1.1
万平方米菌床在晨雾中泛着微光，深秋时节，160万
元产值将为土地镀上丰收的金边。从零星试种到
连片成势，“小天麻”沿着山势长成富民大产业，实
现从“0”到10万平方米的跨越。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客田镇四坪村的山坳里，金
荞麦在风中翻涌，新植的紫苏舒展叶片，药香在山
涧萦绕。村民们背着竹篓穿梭在虎杖田间，除草、
施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种传统作物效益低，我
们考察后发展了200亩紫苏、金荞麦、虎杖。”四坪村
党支部副书记张太军擦着汗笑道，“中药材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正在施肥
的村民陈庆花满脸喜色：“基地就在家门口，一天
100元，既能照顾老小，还不耽误自家农活。”

据悉，客田镇的中药材种植形成精细布局：15
亩金荞麦一年两季，亩产4000斤；65亩虎杖两年一
收，亩产 7000斤；120亩紫苏两年一收，亩产 3000
斤。仅今年紫苏一项，预计60万元产值便如初夏的
暖阳，照进村民的增收账本。稳定的市场需求与订
单式种植，正成为山乡产业振兴的“压舱石”。

暮色中的锦江河泛起金波，倒映着两岸新貌。
复兴镇文化广场上，舞曲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客田
镇的中药材基地里，虎杖苗在晚风里舒展叶片。从

“脏乱差”到“美如画”，从“靠天收”到“产业链”铜仁
以生态颜值为笔、产业动能为墨，在黔东大地上书
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诗行——那些晨雾中弯
腰的身影、暮色里生长的作物，正共同编织着一张
通往富足的民生网络。

铜仁：扮靓乡村“颜值”
绘就振兴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