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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
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
高洁。”诗中提到的杨梅和盐，暗示了
人们在仲夏时节享用新果蔬和调味
品的美好生活。诗中描绘美好生活
的应季水果和蔬菜画卷，正在沿河土
家族自治县徐徐铺开。

为丰富城区民众对“果蔬”的需
求，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
平街道立足区位优势，构建城区“果
蔬”产业带，大力发展有机蔬菜、水果
产业，确保民众吃得放心又健康。

仲夏时节，和平街道枫香社区
351亩蔬菜基地的新鲜蔬菜陆续成熟
上市，菜农正忙着采收，供应城区市
场。枫香社区位于沿河县城北郊326
国道，全社区12个居民组659户2046
人，耕地面积 481亩；该社区交通便
利，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人们主要种
植蔬菜、瓜果。

走进枫香社区蔬菜基地，一个个
菜园美极了！茂盛鲜嫩的各种蔬菜
把田地遮得严严实实，辣椒红得像火
炭，黄瓜绿得要滴下来。成群的小蜜
蜂，低声哼着小曲儿，对对蝴蝶在金
黄的丝瓜花、黄瓜花上翩翩起舞。

在该社区种植户张超的蔬菜基
地，田地里，一片片蔬菜郁郁葱葱，白
菜、花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翠色欲
滴，长势喜人。西红柿架子上，圆圆
的西红柿挂满架，熟透的是深红色
的，像一个个喜庆的小灯笼。表皮很
光滑，摸上去手感很细腻。还未成熟
的是绿色的，表面有层小绒毛。这样
红绿相间的画面很美丽。切开西红
柿，闪闪发亮的黄色小籽镶嵌在浅
红、透明的果肉里，漂亮极了，让人不
禁摘下吃上几个。

种植户张和平在基地里劳作得
满头大汗，一边指导工人采收成熟的
蔬菜，一边高兴地说：“今天还可以，
西红柿批发就卖了2元1斤咯。”工人

或手持镰刀，或背
着背篓，在地里来
回穿梭，时而蹲身
割菜，时而伸手摘
西红柿，熟练地采

摘、搬运、装筐、打包蔬菜等，准备发
往城区市场。

“社区一年四季都有人种植蔬
菜，只要勤快，有干不完的活，每天工
资100多元，活轻松，还照顾了家庭。”
枫香社区居民张涛对社区大力发展
蔬菜很满意。

种植户张超介绍，他种植蔬菜近
10年，去年蔬菜种植收入八九万元，
今年种植蔬菜 4.6亩左右，目前有花
菜、卷芯菜、西红柿、四季豆、豇豆等
多个菜种，一直坚持原生态种植，确
保城区民众吃上新鲜、健康的蔬菜。

“咱们社区种植的蔬菜是出了名
的好，早在 20多年前，社区就是铜仁
早熟蔬菜示范基地，1998年就创建了
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乌杨品牌无公
害果蔬’，主打有机、绿色、健康。”枫
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秀
刚说。

近年来，和平街道采取党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民众参与等方式，组织
民众发展蔬菜，通过科学选种、科学
育苗、科学管护、抱团发展等形式，创
建了独具特色的城区“菜篮子”果蔬
品牌，拓宽了产业链条，产品的附加
值得到了有效提升，为民众持续增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沿河自治县加强党组织
建设，配齐配强组织队伍，在基层治
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和平街道
以坚持党建引领为抓手，赋能产业发
展，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工作。

“绿色、新鲜、健康是蔬菜和水果
赢得市场的关键所在，从选苗、栽种
和技术培训，到施肥、施药，再到浇灌
和病虫防治，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每个环节都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确
保了蔬菜和水果健康生长，让大家吃

得放心。”和平街道组织宣传统战委
员杨莉飞说。

目前，和平街道各类蔬菜已陆续
成熟，每天采收量 2万至 2.5万公斤。
一部分批发给县城各蔬菜摊点，一部
分种植户自己上街售卖。穿过和平
街道枫香社区民族风情街，街道两旁
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茄子、白菜、丝瓜
……乌江边上，绿油油的蔬菜基地，
是名副其实的城区“菜篮子”，民众靠
蔬菜种植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同样在仲夏时节，沿河沙子街道
各村的生态水果正值快速生长期，这
一时期管理不当，会导致水果病虫害
严重、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不好等现
象。因此，各种植户也在抢抓农时，
积极进行葡萄架面、夏季追肥、摘心
去梢、中耕除草等田间管理，为水果
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沙子街道米溪村葡萄种植
园里连片的葡萄绿意盎然，一串串颗
粒饱满的葡萄从藤蔓间探出头来，像
在与人们捉迷藏，长势喜人。果农何
朝贵正在对葡萄进行疏果、除草等田
间管理。

“近期是葡萄管护的关键时期，
每天都要到葡萄园除草，目前主要是
做好叶面喷肥、摘心去梢、摘叶除须、
防治裂果、防治病虫，每一步都关系
到葡萄的品质和甜度。”何朝贵介绍，
今年他种植葡萄巨峰 5亩、夏黑 3亩、
蜜莉15亩、阳光玫瑰10亩、蓝莓10
亩，精心管护后的葡萄亩产 1000公
斤，产值50余万元。

米溪村位于沙子街道南部，距县
城10余公里。一直以来，该村以打造
城区“果篮子”供应基地为目标，通过

“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凭
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适宜的
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空心李、葡萄等
水果种植产业，同时加强与城区市场
的对接，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村民
们辛勤耕耘，将各类新鲜的水果销售
到城区，不仅为城区民众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选择，也为村民们带来了稳定
的收入，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与城区
供应的双赢局面。

高产值的背后，是精细化管理。
“现在是防治裂果、防治病虫关键时
期，更要注意水肥管理，为了能够有
好的收获，我们精心管护，每个环节
不敢放松。”何朝贵说，现在他的葡萄
园里安装了4条机械化的滴灌带来施
肥，再过 1 个月葡萄就可以成熟上
市了。

米溪村葡萄品质好，口感佳，价
格也相对稳定，一到丰收期，葡萄都
十分畅销。当地村民依靠种植水果
走出了一条乡村全面振兴的路，
更让该村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葡
萄村”。

同时，沿河还通过更新品种、科
学施肥管理等方式，持续优化果蔬种
植技术和水果种植品种，因地制宜推
广运用高效节水灌溉、田间套种等新
技术、新办法，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使
果蔬产业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产
业富民的重点产业。目前，沿河果蔬
产业越做越大，村民们过上了甜蜜幸
福的生活，助推乡村经济不断发展。
何朝贵今年在葡萄园里还套种了西
瓜10余亩，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
出率。

“今年葡萄果型好，产量高，品质
好，预计在市场上能卖一个好价格。”
何朝贵对自己的葡萄很有信心，他通
过优化葡萄种植结构，加强田间管
理，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
提升。

目前，沙子街道种植户正在对葡
萄、空心李等水果进行田间管理。为
了丰产稳产，种植户将葡萄套袋，再
实行高标准种植，进一步扩大葡萄种
植面积，做大做强做深做实葡萄
产业。

近年来，沿河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持续加强蔬菜和水果基地
建设，全力推进果蔬产业高质量发
展。和平街道紧抓这一举措，不仅丰
富了民众的果蔬篮子，更鼓起了民众
的“钱袋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

本报讯（张洪全 田位 陈晶晶） 在第 38个“6.26”国际禁毒
日到来之际，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增强青少年识毒、
防毒、拒毒意识，日前，由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禁毒委办公室
主办的全省青少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示范活动在沿河土
家族自治县举办，1000余名师生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当天，在沿河民族中学阶梯教室，精心设置了禁毒知识科普
展、青少年禁毒手抄报作品展、“禁毒青春誓言”集体签名、禁毒知
识互动问答、禁毒短视频展播区、毒品种类展示等环节。特别引
人注目的是“红领巾讲解员”现场生动讲解了毒品分类、麻精药品
等成瘾性物质防范技巧等知识。

此次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通过多元化、沉
浸式的宣传教育形式，为青少年筑牢禁毒思想防线。

其中，“禁毒山城号”公交专线和快递小哥“流动禁毒宣传站”
同样成为活动亮点，张贴着醒目禁毒标语的公交车和外卖骑手、
快递员的配送箱，成为流动的禁毒宣传阵地，将禁毒宣传带入城
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随后，大家来到沿河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基地接受禁毒教
育，通过参观实物展陈、聆听真实案例讲解等方式，深刻认识毒品
的危害。

沿河民族小学学生王琪涵说：“今天的禁毒活动，让我深感震
撼。通过了解毒品危害案例，我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严重破坏。作为一名青少年学生，我们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识毒、防毒和拒毒能力，关心关爱自己健康，用健康体魄绘制
青春蓝图！”

“今天，通过警官的案例讲解，我看到毒品如何摧毁人的健
康、家庭和未来。现在我能清晰识别各类毒品伪装，也掌握了拒
绝诱惑的技巧，更明白了‘一次好奇，终生悔恨’的道理。这场活
动不仅给我敲响了警钟，也让我立志成为禁毒宣传志愿者，用所
学知识帮助更多人远离毒害。”沿河实验小学学生刘家沁说。

本报讯（朱志伟） 近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2025年农村党员
集中轮训班在官舟镇举行。共有官舟、黑水、泉坝、中寨和土地坳
镇的101名农村党员参加。

本次轮训共4天，采取现场观摩、集中授课、交流研讨等形式
进行。内容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
水平、乡村治理和党章党规党史等。

此次轮训为全体参培党员奉上了一场“思想盛宴”，补足了他
们的“精神之钙”，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了磅礴力量。

“本次培训，对我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知识充电，让我在思
想上和知识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作为一名社区党员，将带领社
区群众，围绕“乡风文明、文化平台”等方面内容开展工作，让社区
居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参训党员田茂欧说。

本报讯（张洪权 陈晶晶） 近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在乌江
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龚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彭水库区航道整
治工程施工4、5标段举行 2025年水上交通安全应急救援暨防洪
度汛应急演练，紧扣“防、抢、救”工作主线，通过模拟汛期突发险
情，全面检验应急预案的实战效能，为工程安全度汛筑牢防线。

演练以进入汛期以来，因乌江沿河段降雨天气频繁，根据上
游沙沱水电厂发布48小时泄洪预警信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指
挥部科学设定水位监测、雨量预警等多重触发条件，4、5标段决定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演练险情处置环节，应急拖轮立即前往猫滩协助无动力船舶
撤离至度汛锚地。经过应急拖轮紧急作业，无动力船舶现场工作
人员、机械设备均安全撤离至度汛锚地。

紧接着，在撤离过程中，自航泥驳船发生动力故障，指挥部立
即派出拖轮前往救援。

在拖轮前往救援过程中，自航泥驳船首先进行了抛应急锚，
固定船位，待应急拖轮航行至其前方系挂缆绳，并安全执行拖带
撤离至锚地，随即技术人员上船排查故障情况。

在人员落水应急救援演练中，重点模拟了一个突发场景。正
在乌江猫滩施工作业的一名作业员不慎落水。险情上报后，救援
团队迅速响应，立即驾驶交通船先急后缓行驶至人员落水区域，
利用专业救生设备实施打捞，并第一时间将获救人员送医救治。
整个救援过程紧贴实战，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精准性，也体现了

“生命至上、分秒必争”的救援原则。
此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战+视频展播”相结合的模式，涵

盖通信联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保障、医疗救护、引导撤
离、善后处理7个应急小组，出动救援船舶、应急车辆等专业设备
10余台（套）。通过各参演单位全程协同，既强化了乌江度汛与
施工区域的双重安全保障，更检验了跨单位应急响应机制的有
效性。

演练由沿河自治县交通运输局、贵州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承办。旨在
为应对极端天气与复杂汛情积累实战经验，同时也为项目施工期
平安度汛与高质量建设筑牢安全堤坝。

本报讯（田烈） 为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提升膳食经费
使用透明度，近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媒
体记者及学生家长走进多所校园，开展食品安全与膳食经费专
项监督活动，旨在汇聚社会监督力量，全方位保障师生饮食健康
与权益。

监督团队先后到沿河第四中学、沿河民族中学及绿康营养餐
集中配送公司。在学校食堂，代表、委员与记者们详细检查食材
仓库，查看米、面、油、肉、蔬菜等的储存条件、保质期及新鲜度，严
把源头安全关；仔细审查采购台账，核对价格、供应商、数量等关
键信息，评估采购渠道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在官舟镇绿康营养餐
集中配送公司中央厨房，团队会同官舟镇分管负责人查看配送流
程，详细了解蔬果粮油等食材的选购标准、流程及检验标准，确保
营养餐安全。

团队还与学校负责人、食堂管理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膳食经
费管理、食堂运营成本及存在的困难。媒体记者全程记录监督过
程，及时曝光问题、传播正能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活动有效强化了学校食品安全责任意识，规范了食堂管
理及膳食经费使用，推动了多方协同、共同治理的校园食品安全
保障格局形成。

本报讯（符晓蝶） 近年来，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客田镇坚持以党建引
领为抓手，系统谋划、多措并举，纵深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着力培育文明新
风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明
动力。

突出党建引领，筑牢思想根基。
“党员干部是文明新风的先行者，必
须带头遵守移风易俗规定，坚决抵制
高价彩礼、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弘扬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新
风尚。”客田社区党支部书记杨胜军
的话说出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客田镇创新探索“党建引领移风易
俗”模式，将“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组织生活作为重要载体，深度融入乡
风文明建设内容。通过常态化开展

“移风易俗·文明乡风”主题党日活
动，引导广大党员内化思想自觉。党
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文明
理念与实践行动延伸至群众身边，有
效带动群众摒弃陋习、树立新风，营

造了文明和谐的社
会氛围。

强 化 宣 传 引
导 ，倡 树 文 明 风

尚。“红白喜事按规矩，滥办酒席要挨
刀……”朗朗上口的移风易俗顺口
溜，通过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睿手
中的大喇叭传遍乡间。客田镇构建
线上线下立体宣传网络，线下依托

“院坝会”“群众会”“理论宣传二人
讲”等接地气形式，深入宣讲政策；线
上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新
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覆盖。这种多
维度、高频次的宣传，有力推动了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全镇已
开展集中宣传 22次，发放倡议书、宣
传册等资料1万余份，通过公众号发
布乡风文明信息32条，制作宣传标语
11条，显著提升了群众知晓率与支持
率，营造了浓厚的崇德向善氛围。

开展志愿服务，激发实践活力。
在红溪村，志愿者杨彩艳和她的队友
们是独居老人的“贴心人”，他们定期
上门开展卫生清洁、健康义诊、政策
宣讲，并架起亲情桥梁——通过手机
视频连线，让老人与在外打工的家人

“云端团聚”，极大提升了老人们的幸
福感与安全感。村民徐志强深受感
动：“志愿者们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
了问题，这份温暖让人动容。我要号
召更多年轻人加入，把志愿精神传承
下去。”客田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为枢纽，精心打造“情暖夕阳”
“守护家园”“青苗成长”等志愿服务
品牌项目。这些活动不仅成为服务
群众的“暖心加油站”，更实现了“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的目标，彰显了文
明实践的强大感召力与塑造力，推动
文明新风融入日常、贴近百姓。今年
以来，全镇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65次。

融合村民自治，深化协同治理。
翻开黄家村的《村规民约》，“提倡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抵制高
价彩礼，丧事办理不得超过5天……”
等条款清晰明确。客田镇将移风易
俗深度融入村民自治进程，通过广泛
发动群众参与、充分讨论、集体决策，
全面完善“一约四会”（村规民约、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
禁毒禁赌会）建设。村规民约中明文
倡导“文明行为、尊老爱幼、邻里和

谐、助人为乐”，有效激发了村民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成功遏
制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厚葬薄养
等陈规陋习，实现了工作模式从“政
府主导”向“党群协同共治”的深刻转
变。目前，全镇11个村（社区）均已
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

选树典型模范，引领向善风尚。
客田社区的田仁相一家，以其日常爱
护环境、孝老爱亲、团结邻里、乐于助
人的善行义举，赢得了乡亲们的广泛
赞誉，在镇“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好
公婆、好媳妇、孝子之心”评选中荣膺

“文明家庭”称号。他们的感人事迹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为传播，成
为群众学习的身边榜样。客田镇高
度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效应，持
续深入开展各类模范评选活动，深入
挖掘移风易俗先进典型。同时，大力
推行“红黑榜”公示和“文明积分”等
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乡风
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形
成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社
会风尚，为移风易俗工作注入了持续
动力。

近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蓝焰黔行”消防沉浸式趣味体验活动，邀请25组家庭走进消防站及乌江水域救援快反
分队，学习防溺水安全知识，为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张佳佳 摄

省青少年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
示范活动在沿河举行

沿河举行水上交通安全应急救援
暨防洪度汛应急演练

沿河紧盯校园饮食安全

沿河开展农村党员集中轮训

杨洪

沿河果蔬产业撑起群众钱袋子

客田镇五举措破陋习树新风

坚持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新风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