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新风

万山区大力开展摒弃陈规陋习、培育
文明新风尚的行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
区公约的作用，扎实推进移风易俗，为文明
村镇建设与乡风文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走进谢桥街道牙溪村，一幅全民参与
环境治理的生动画面映入眼帘。公路两
侧、广场之上、河道周边，处处都有村民主
动投身环境整治的身影。过去，村里配备
了10名专职保洁员，如今，在村规民约和
积分制度的双重激励下，越来越多村民自
发加入环境治理队伍，极大地减轻了保洁
员的工作负担。

“环境卫生搞好了，我们住在这里空气
清新，心情也舒畅。”村民张兴喜点赞道。

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2023年初，牙
溪村立足实际，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全

面更新完善，将森林防火、医保缴纳等重要
制度纳入其中。2024年，乡村治理积分制
度正式实施。该制度涵盖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美德四大模块，明确
设立详细的加分、扣分标准，各项指标精准
覆盖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环境整
治相关条例，充分调动起村民参与乡村共
治的积极性，促使牙溪村人居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

“制定《村规民约》后，村民的行为有了
规范准则，更加方便管理。同时，也能更好
地引导群众参与到村寨治理当中来。”牙溪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秦琴表示，下一
步，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细则，加强
宣传引导和监督，和群众一起把我们牙溪
村建设得更好。

如今，村规民约规范着村民行为，在村
干部的积极宣传引导下，文明新风尚浸润
着牙溪村的每一处角落。今年，牙溪村荣
获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正值毕业季，一场抵制升学宴、谢师宴
的“坝坝会”在丹都街道龙生社区热闹举
行。社区干部通过列举实例、剖析利弊、讲
解规定等方式，生动阐释违规操办酒席这
一陈规陋习带来的不良影响，现场群众积
极互动，气氛热烈。

“社区经常开这种坝坝会，还会到家里
面给我们做宣传，不要乱办酒席、抵制升学
宴、注意社区环境卫生，现在大家都越来越
文明了。”社区居民朱富敏笑着说。

作为承接思南、石阡、印江等地1万余
名群众的搬迁社区，为帮助居民完成从村

民到新市民的转变，更好地融入新家园，龙
生社区广泛征集群众意见，牵头制定社区
公约。公约实施后，居民言行更加规范，社
区环境愈发宜居，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

丹都街道龙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田景
艳介绍，通过征集全体村民的意见，对孝老
爱亲、移风易俗等行为规范制定成社区公
约，居民素质得到有效提高，社区环境越来
越好，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在万山，村规民约与社区公约的制定
和实施，让社会美德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增
强了大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凝聚起乡风文
明建设的思想共识。它们不仅“约”出了群
众的幸福美好生活，更“约”出了移风易俗
的崭新风尚，绘就了一幅乡风文明的美丽
新画卷。

万山：村规民约解锁乡风文明
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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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媒体用镜头探寻魅力铜仁
本报讯（记者 朱子立 张宏扬） 6月

24日至 28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
州——走进铜仁”活动，吸引了中华时报、
东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台湾
网及台青自媒体等 30余名两岸媒体记者
参与，他们用镜头和笔触，前往石阡县、思
南县、江口县、碧江区、万山区，探寻铜仁在
产业发展、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中的“宝藏
密码”。

在石阡县，大家走进龙塘高效生态苔
茶示范园区、贵州苔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台资企业隆泰（贵州）有限公司采访，
打卡了石阡非遗博物馆、石阡县民族中学、
佛顶山村尧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直言：“很值得台
湾同胞有空的时候来走走看看，相互了
解。走进铜仁，它的水质、气候非常好。”台
湾自媒体人李颜如也被这里圈粉：“这边好

山好水，人很淳朴、很好客，我希望有机会
多来这边走动，也会介绍身边的朋友多来
贵州。”

在思南县三道水乡贵州佳里佳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两岸媒体记者深挖周寨村产
业发展故事，见证陈薯企业从落地到年产
值7亿元的蝶变。中华时报记者程昱展参
观完工厂后赞叹：“他们工厂全部自动化，
品尝了红薯酸辣粉，味道非常不错，我想给
台湾的朋友带点去。”

在思南府文庙，台湾青年在省级非遗
剪纸体验中，感受儒家文化在乌江流域的
深厚底蕴。

来到江口县，两岸媒体人在云舍景区
穿上国风服饰，优雅体验宋代点茶，感受当
地独特人文风情。走进贵茶集团“世界抹
茶超级工厂”，那机器轰鸣、传送带高速运
转的现代化生产场景，瞬间震撼全场。作

为全球最大单体抹茶生产基地，铜仁抹茶
凭借硬核实力占据约 20%的全球市场份
额，抹茶拿铁、抹茶曲奇等 20余款创新产
品，把抹茶变成了时尚的生活方式。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大家被“武
陵主峰”的魅力征服。台湾青年赖翊凡在
登上金顶时激动地说道：“第一次来到梵净
山，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
贵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程昱展也忍不住
夸赞：“梵净山的风景真的是无与伦比，爬
上金顶，仿佛在云端，真是太美啦！”

在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黔绣坊和
梵净山赛道，两岸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铜
仁 600多年的历史底蕴与科技感十足的智
慧赛道，深度解锁非遗苗绣。在铜仁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大家沉浸式感受校园
里的非遗宝库，见证千年文明的鲜活生
命力。

在万山区旺家社区，“微工厂产业园”
一派热火朝天，9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
了 600余名搬迁群众就业，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在朱砂古镇，长达 970
公里的“地下长城”——地下矿道，让大家
了解到采矿遗迹与汞工业文化遗产，见证
万山区的发展成果。

《海峡两岸》杂志责任编辑丁宇说：“铜
仁不但产业兴旺，乡村建设也很不错，尤其
是非遗传承与保护这块，做得特别好，给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

此次两岸媒体聚焦铜仁，通过多元视
角和丰富传播渠道，把铜仁的特色产业、非
遗魅力和民宿发展展现给两岸民众，不仅
让铜仁“出圈”，更为两岸文化交流搭建了
平台，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情感
共鸣。

在德江县合兴镇合朋坝区，数千亩红缨子高
粱拔节生长，风一吹，绿浪翻滚，这片土地正用浓
绿的色彩，宣告着又一个丰收年。

清晨，合朋社区党支部书记袁小江走进高粱
地，公司联系合朋坝区负责人王孟正在指挥村民
除草。

十年前，这片坝区还是零散的庄稼地，种过
白茶，种过烤烟，也种过稻谷，因农业基础设施不
到位，产量不高，收入欠佳。

“那时各家种各家的，地块小得像补丁，收割
机都开不进来。”袁小江说，“你看现在，2000亩地
连成片，机耕道修到了地中间，中间一条排洪渠，
不怕着水淹，干旱时还可以蓄水。”

2018年，镇里引进贵州腾格志佳有限公司，
把技术员请到村里开培训会，与村民签订保底收
购协议，这里变成了连片的高粱地。

“种高粱很讲究，苗稠了争养分，稀了浪费
地。我们严格按标准来，一亩地能多收 200斤。”
他裤袋里揣着个小本子，记着哪天施了肥、哪天
除了草，“这可是技术员教的‘种地经’。”王孟说。

正午，无人机正均匀地洒着叶面肥。“以前背
着喷雾器走一天，顶多打10亩地，现在无人机一
小时就能喷50亩，还匀实。”操控无人机的年轻人
小党盯着屏幕，高粱地的长势在画面里清清楚
楚，“哪块地缺肥了，哪块地有虫了，屏幕上看得
明明白白。”

田埂边的太阳能杀虫灯正闪着紫光，灯底下
的接虫盒里，蛾子、金龟子堆了小半盒。“这玩意
儿一晚上能逮两斤虫，比农药管用还没污染。”王
孟蹲下身，拨开一株高粱的叶片，“你看这叶背，
干干净净的，要是以前，早被虫啃出窟窿了。”他
随身带着个土黄色的本子，翻开全是密密麻麻的
记录：“6月26日，大雨，排水沟清理；6月28日，喷
施生物农药……”

“红缨子金贵，从下种到收割，每个环节都得
较真。”王孟捏起一株高粱穗，对着太阳照了照，

“你看这叶杆，肥实茁壮，到时候穗子肯定饱满，
淀粉含量足够高。”为了达到穗子饱满，淀粉含量
高，坝区搞起了“测土配方”，土壤样本送到总公
司化验后，专家会开出“施肥方子，缺啥补啥，不
瞎使劲。”

社区居民田洪算着今年的收入，眼睛笑成了
月牙：“10.2亩土地，流转费 5000多元，在地里干
活的工资有1.5万元。”没想到曾经撂荒的土地还
能“起死回生”。1900亩土地为社区居民净增收
入近 100万元。红缨子带来的收益不止这些。
秸秆会有企业来收，粉碎后可做饲料，也能压成
工艺品，一亩地的秸秆能卖50元。

这段时间，坝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
钻进高粱地拍照，孩子们追着红缨子跑，合朋驿
站农家乐里，高粱饭、高粱粑冒着热气，“人多的
时候光农家乐每天就能赚到一万多元。”合朋驿
站农家乐负责人马文才说起这事就乐，“有个城
里来的姑娘说，咱这红缨子比花海还好看。”

“明年打算再扩 500亩，搞个研学基地，让城
里孩子来体验种高粱、割高粱。”袁小江说，这片
被红缨子染红的土地，将成为合朋坝区人用汗水
和智慧种出来的好日子。

德江合朋坝区
“红缨子”串起好日子

杨旭

本报讯（曾明 陈晶晶） 为拓宽
群众就业渠道，提升劳动者技能素
质，近年来，我市开展了一系列针对
性强、覆盖面广的技能培训活动，促
进群众就业的同时，更为地方经济发
展持续注入活力。

近日，由大龙开发区人社中心联
合铜仁学院举办的全市人社部门首
届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开班。培训
老师围绕无人机的分类、基本构造、
操作要点等内容，深入浅出地进行讲
解。并现场手把手指导学员对设备
进行调试和试飞。据了解，此次培训
课程15天，共有30名学员参加培训，
通过“理论+实操”的方式，让学员全
面掌握无人机飞行原理、安全规范及
行业应用等知识技能。

走进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博业职
业培训学校，东西部协作2025年第六
期电工职业技能培训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通过现场教学，学员们掌握了
电工基础知识、电路安装与检修、电
气设备维护等知识。本次培训采取
的是“订单定岗”模式。学员们通过
培训并考试合格后，取得等级证书，
定向到广东省、浙江省的数控智能制
造企业就业，月薪 5000至 7000元，学
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

与此同时，为期30天的沿河土家
族自治县叉车技能培训班也圆满结
业。经过系统的理论培训后，来自官舟、板场、淇
滩等乡镇的42名学员掌握了专业技能。

近年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紧扣“增技能、促
就业”，积极牵线搭桥，构建企业与培训机构沟通
平台，扎实推行“订单式”“定岗式”技能培训长效
机制，既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又为企业精准输
送对口人才。该县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
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
要求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
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推动培训和就业
协同联动，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工作稳定、收入
增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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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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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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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农
业技术人员在田
间地头开展无人
机投放赤眼蜂工
作，以生物防治技
术防控大豆食心
虫、豆荚螟，助力
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项目区提
质增产。

张洪权陈晶晶 摄

（上接1版）
立足发展实际需要，东亿电气去年12

月投入1000万元完成对现有设备的升级改
造，更新注塑机自动上料设备100套、打火机
超声波焊接机40套、电子打火机质检机38
套……自动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目前打
火机日产能稳定在500万支。

东亿电气是全球最大的打火机制造
商，生产产品共有5大系列80多个品种。今

年1-4月，公司累计生产打火机超4亿支，
实现产值约3亿元。

“得益于政府每年举办的广交会，我们
获得4个免费展位，期间吸引了来自中东、
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 20余家采购商，获
得订单金额超3000万美元，极大提升了产
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我们今年冲刺生
产16亿支打火机奠定了基础。”欧阳仕说。

目前，大龙开发区以东亿电气、弘邦电

子、纯青箱包、阳光箱包等为代表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不仅实现自身发展，更促进了辖
区群众就近就业和推进园区产业集群集聚
发展。今年1-5月，大龙开发区劳动密集
型产业完成产值3.87亿元。

今年以来，大龙开发区致力打造新型
功能材料产业集群高地、建设千亿级产业
园区、创建国家级开发区，深化落实大抓产
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经济工作“头号工

程”，围绕辖区51家重点企业，实行责任部
门“一对一”联系帮扶机制，及时解决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困难和问题，让
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接下来，大龙开
发区将继续发力，做好服务，为企业忙生
产、赶订单保驾护航。

大龙开发区：生产订单满 企业产销旺

（上接1版）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

干部安身立命之本。从“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红军将士，到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的科
技工作者，再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新
时代青年，坚定的理想信念、执着的真理追
求，正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密码。

新的征程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
身课题，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
变化，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树
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崇高的思想
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敢于斗争，才能经得起大浪淘沙的
考验，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络……秉持“让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我们党始终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
业，也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需要付出艰辛
努力的宏伟事业。以人民为价值旨归，牢
记“国之大者”，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

嘱，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定能凝聚起磅礴力量，和衷共济创造历史
伟业。

治其身而天下治。新时代以来，我们
党之所以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关键就
在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坚持
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

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唯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革命者必先自我
革命”的坚定意志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始

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
骨。我们要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在一体推进学查改
上下功夫，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赢得人
民群众支持和拥护。

面向未来，时、势、义都在我们这一
边。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信念信
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就是最大的确定性
和稳定因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交出新的更
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坚定信念信心 阔步复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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