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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市各地坚持聚焦
主题、注重实效，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
有成效，将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六盘水市委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
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先后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专题会等10次会议研究部署，切实细
化推进举措，为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
展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上下联动、条
块结合，压实参学单位、行业工委和主
管部门责任，建立联络服务机制，梳理
突出问题，逐一制定措施推动行业整
改，着力构建专班分片、市县联动、行
业工委协调、重点单位“点穴式”联系
服务指导工作格局，实现对全市 4220

个基层党支部的全覆盖、全过程指
导。同时，参照中央和省做法，把握6
个问题导向，完成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4个市委督导组对
10个地方和单位的进驻工作。

六枝特区坚持以上率下带动学，
特区党委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议、读书班等方式，示范带动全区 101
家参学单位逐章逐段学习必读书目，
结合实际认真研讨，指导推动695个基
层党支部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开展学习交流。同时，对标“两张清
单”的具体表现，滚动排查建立问题清
单，重点督导各参学单位对查摆的问
题进行梳理，制定整改措施，做到即知
即改、立行立改。

盘州市紧扣关键精准“把脉”，组
织派驻纪检监察组、组织部调研组与
119家参学单位联动协作，通过下沉指
导、座谈了解等方式，对农村（社区）、
医院、学校等领域党组织学得不深、覆

盖不全等重点问题进行梳理查摆。针
对查找出的困难问题，组建7个互助小
组，通过挂帮式指导、互助式指导等方
式，对参学单位提出建议意见28条，扎
实推动问题全面整改。

水城区坚持查改并行，建立“区委
带头查、单位跟进查、党员对照查”三级
查改机制，区委带头对照“两个清单”，
组织48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查摆认领问
题；全区105家参学单位领导班子对照
问题清单、隐形变异的作风问题清单查
摆问题；2万余名党员通过自我检视、听
取意见、谈心谈话等方式认真查找问
题，推动党员深入学、用心查、坚决改。

钟山区坚持查在细处，建立区级
层面工作专班，与全区103家参学单位
建立联络服务机制，通过“分片联系、
同题共答”实现全覆盖指导服务。针
对机关、国企、学校、医院、新兴领域等
5个领域，压实部门责任，梳理分析突
出问题和风险点，并会同区纪委区监

委、区委督查室、区审计局、区信访局
等单位通过“过筛子”方式，共同分析
研判问题查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
可行性，做到应查尽查、应改尽改，真
正将问题查深查实。

六盘水高新区紧盯新提拔干部、
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三类”群体，
组织70名干部开展集体谈话和专题辅
导，并通过下沉指导、开展访谈等方
式，按照“共性+个性”原则，动态查找
自身存在问题，制定问题清单，确保整
改措施直击要害。

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
紧作风之弦。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六盘水
市各地党员干部在“增强学”上走在
前、在“保持查”上见真章、在“确保改”
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质量完成学习
教育各项任务，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六盘水市各地扎实开展学习教育——

深入学习查问题 狠抓整改求实效
□ 韩 雨

机械轰鸣的采煤作业面，与周围
整齐成片的农田同框出镜——这是笔
者近日在毕节市金沙县高坪镇金林村
鑫达煤矿看到的场景。一侧是繁忙的
露天采矿区，另一侧是连片的高标准
农田，见证着这座矿山“边开采、边治
理”的绿色发展实践。

露天矿山是获取矿产资源的重要
方式，其开采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会带来破坏地表、占用耕地、水土流
失以及产生废渣污水、粉尘废气污染
等生态环境问题。

作为贵州目前可采储量最大的露
天煤矿，鑫达煤矿于 2022 年 9 月启动
建设，2023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并投
产。矿区面积10.3平方公里，其中，露
天开采面积4.1平方公里。

从规划设计到矿区建设，再到开
工生产，鑫达煤矿全程坚持“绿色矿
山”发展理念。矿长尹渡生介绍，企业
2023年被纳入省级绿色矿山创建名单

后，累计投入 1.2 亿元专项资金，推行
“剥离—开采—修复”一体化作业模
式，努力探索生态保护与生产开发的
平衡路径。

露天开采场内，3.4万米截排水沟
将雨水引入1800 米生态明渠，形成自
然水系循环；矿坑渗水和工业污水则
经收集池泵送至处理站，通过中和调
节、一级曝气、混凝沉淀、锰砂过滤及
消毒五道工序净化，再生水用于矿区
降尘及绿化灌溉。

在矿区排土场，剥离的表土被作
为宝贵资源，分类储存在6座防渗堆场
中，配备温湿度监测和喷淋系统。这
些土壤将按需调配至修复区，用于复
垦种植。矿区表土回用率从2023年的
68%提升至85%，预计今年底建成西南
地区首个“矿山土壤银行”，年周转表
土量将达50万立方米。

站在采矿区观景台上，企业总工
程师彭海岷指着边坡上新栽植的火炬
树介绍：“这些树根系能深入5米土层，
兼具固土和吸附重金属功能。”边坡治
理通过削坡减载、修建3310米挡土坎，
确保覆土厚度达 50 厘米以上国家标
准。矿区还引进智能化监测系统，利
用遥感技术和传感器实时追踪边坡稳
定性与土壤质量，动态评估修复效果。

同时，鑫达煤矿将已复垦的农田用
于种植玉米、油菜等农作物，带动金林
村120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一年基
本上都有事干，平时就是给玉米、油菜
施肥，把庄稼种好！”村民马秀兰去年进
入矿区农作物基地务工，每月工资4500
元，一年下来能有近5万元的收入。

过去每开采 1 万吨煤，会产生 0.8
亩裸露土地；现在每修复1亩土地，每
年可创造超3万元的农业产值。目前，

矿区内种植的玉米、油茶、大豆、土豆
等农作物的年产值合计超300万元。

目 前 ，鑫 达 煤 矿 已 复 垦 土 地
1159.95 亩，其中 677 亩林地重新披上
绿装，108 亩耕地升级为高标准农田，
矿区还建起了生态山体公园。

“我们计划明年在矿区东侧山坡
铺设光伏矩阵。项目全部投产后，年
发电量可达1200 万度，相当于减排二
氧化碳1.1万吨，节约标煤4000吨。”尹
渡生说。

从沟壑纵横的采掘区到良田花海
的生态区，鑫达煤矿“开采线推进到哪
里，生态修复就跟进到哪里”的绿色发
展路径愈发清晰。这座黔北矿山以“土
壤银行”储存生态资本，用智能化监测
守护修复成果，将生态保护融入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每个环节，诠释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辩证法。

□ 张 警 开采线推进到哪里，生态修复就跟进到哪里，毕节市——

“绿色矿山”变身“土壤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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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知行贵州”丝绸之
路青年交流计划之“数智匠遗，

‘链’通未来——‘多彩非遗’之
旅”活动近日在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开展。
来自埃及、哥伦比亚、哈萨克斯
坦、泰国、柬埔寨等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的国际青年齐聚一堂，共
同踏上“贵州村马”、马尾绣、水
书等非遗研学之旅，感受中国西
南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当天，国际青年们在三都自
治县中等职业学校师生的陪同
下，来到三都自治县西部赛马
城，体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贵
州村马”马术文化“盛宴”。在迎
宾门，6 匹骏马与骑手组成的迎
宾马队挥舞彩旗，热情好客的水
族姑娘端起拦门酒、唱起水族敬
酒歌，向国际青年们敬酒，传递
着最真挚的情谊。

随后，一场精彩绝伦的马术
表演、猜头马等趣味活动轮番上
演。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骑手
策马奔腾，在马背上展现出“雄
鹰展翅”“飞马倒立”等高难度特
技，引得国际青年们阵阵惊呼，
掌声此起彼伏。他们纷纷拿出
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迫
不及待地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国际青年们还亲自上场，体验了
马匹骑乘的乐趣，感受马背上的
文化和“人马合一”的速度与激
情。

除了赛马文化，当天还进行
了水书、马尾绣、水歌、参观水族
文化博物馆等水族非遗研学活

动。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国际青年们积
极参与学习，深入了解非遗的历史背景和
制作工艺。他们纷纷表示，这次三都之行
受益匪浅，不仅增长了见识，还结交了许多
新朋友。

“为什么水族能创造出水歌和水书？
我来到这里后解开了疑惑，我回去后要跟
我的朋友说，贵州的水族、水书特别神奇，
民族服饰很漂亮，人民群众非常热情。”外
国留学生TAING CHAYHOK说。

“看到国际青年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么感兴趣，我感到非常欣慰。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我们的传统文化。”三都自治县中等职业学
校相关负责人说。

（周忠能 欧圣兵）

初夏时节，走进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双河村，水果种植大户张华正带着务
工群众采摘枇杷。“我自己嫁接改良枇杷苗，今年预计能收获枇杷6万斤。通过微
信朋友圈、抖音等渠道销售，贵阳的一些水果商还直接上门收购。”张华说。

据了解，目前，普宜镇枇杷种植规模已超过1200亩，今年预计产量300多吨，
产值超200万元。 郑宇潇/摄

枇杷采摘
正当时

◇简 讯◇

本报讯 贵阳贵安近日举行安
全防范工作会议，针对暑期及主汛
期叠加的安全风险，部署重点领域
监管和防汛减灾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旅游旺季、
主汛期，人流物流高度集中，极端天
气频发，安全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
要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
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
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落实
落细端午假期和旅游旺季安全防范
措施，坚决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针对防汛减灾工作，会议部署
四项硬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

情、险情、灾情，及时发布山洪、地质
灾害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面
排查隐患，对水库、山塘、山洪危险
点等开展拉网式检查，落实“雨前排
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对风
险点位实施人防、物防、技防等综合
管控；果断避险转移，严格执行“四
个一律”要求（雨量达临灾值必转、
险情异动必转、风险难判必转、夜间
难控必转），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
众，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严明
值班纪律，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
领导带班制，强化“五情”信息调度，
严守应急响应纪律，确保指挥畅通、
处置高效。 （田一郦）

贵阳贵安部署重点领域防汛减灾工作

黔东南州推进医保服务“掌上办”

本报讯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医疗保障局近日举办医保经办服
务“掌上办”培训活动，旨在通过多
领域、多层级人员参与，构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医保数字化服务推
广网络。

培训内容聚焦“掌上办”核心要
点，系统介绍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贵州医保 APP 及“贵州医保”

“黔东南医保”微信公众号的功能，
涵盖参保查询、待遇申报、异地就医
备案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让参训
人员全面了解线上服务体系。

现场实操环节中，技术人员用
手机对办理门诊慢特病认定、医保
费用报销等业务进行模拟演示，并
针对参训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
难点和疑问进行解答，消除业务落
地障碍。

今年 1 月以来，黔东南州医保
局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
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
此次培训标志着该州“互联网+医
保”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聂 蕾 石世艳）

望谟县理论宣讲“声”入人心

本报讯 4月初以来，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按照省委、
州委的统一部署，通过专题宣讲、

“理论宣传二人讲”等形式，推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走进基层、贴
近群众，极大地提振了基层广大干
部群众发展信心。

近段时间，负责理论宣讲的望
谟县委宣讲团成员、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韦顺把宣讲课桌搬到乐旺大坝
西瓜种植基地，与村两委成员、基地

种植户、村民面对面交流学习心
得。宣讲中，韦顺积极运用事实数
据讲政策，引经据典讲道理，增强宣
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赢得现场群
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望谟县委宣讲团分为6
个小组，从4月下旬至5月底，通过
专题宣讲、“理论宣传二人讲”等形
式深入全县 16 个乡镇（街道）、171
个村（社区）开展理论宣讲和实践宣
讲。

（王应坤）

本报讯 近日，一辆9米多长的
货车载着近9吨的铜仁市思南县优
质大米缓缓驶出思南县灯油坝工业
园区，前往粤港澳大湾区。这是广
东省东莞市塘厦组团帮扶思南县，
促进消费协作的成效体现。截至目
前，2025年通过东西部消费协作，东
莞市帮助销售思南县农特产品、手
工艺品产值超亿元。

自2021年以来，莞思两地以东
西部协作为依托，把畅通消费渠道
作为“黔货出山”的着力点，通过政
策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搭建销售平
台等方式，大力开展线上、线下消费
促销和参加交流展销会，实现消费
提速和发展升级。2024年至今，东

莞市帮助销售思南县农特产品和手
工艺品产值达 4 亿多元；思南县在
广东开设农特产品专营店5个,认定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2个，与
东莞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
销对接关系，思南红薯产品、生态茶
叶、粮油等农特产品借此契机源源
不断涌入大湾区消费市场。

思南县委常委、副县长佘国旺
介绍，今后东西两地的交流协作会更
加频繁，消费、文化、人才、教育等领
域的联系会日益紧密，东莞市塘厦组
团（塘厦、茶山、横沥）将与思南共绘

“东部智慧”与“西部沃土”深度交融
的振兴画卷，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注入新动能。 （孙 磊）

思南县农特产品出“山”入“湾”

道真自治县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民宿产业

本报讯 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洛龙镇大塘村今年又新增
一处大型民宿“塘上人家”，6月初已
正式开业，迎接避暑游客。

该民宿由大塘村原小学闲置校
舍改造而成，总投资500万元，共设
32间客房，包含单人间、双人间及套
房，可同时接待 100 余人住宿。除
住宿服务外，民宿提供特色餐饮，游
客可品尝地道洛党鸡，并体验农旅
观光采摘与垂钓活动。

“民宿开业前就有30余名游客
预订了房间，游客大多数来自重庆
市。”该民宿负责人熊友贵介绍。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大力实施
市场主体培育、业态升级、服务质量
提升、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四大行
动”，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创新丰富
旅游业态。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先
后在大磏镇、隆兴镇、洛龙镇、三桥
镇等地建设了一批民宿，把民宿与
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农耕文化、特
色美食等本土特色相结合，构建起

“住民宿、赏山景、品民俗、尝山味”
的沉浸式体验链条，不断丰富旅游
业态，每年吸引十余万人次游客前
来避暑旅游、休闲娱乐、研学旅行。

（廖小勇 田俊锋）

本报讯 遵义市桐梓县近年来
立足资源优势，以建设“体教融合
先行区、红色研学示范县”为目标，
通过活化红色资源、创新教学模
式、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推动思政
教育从“课堂讲授”向“实践育人”
的转变。

5 月 26 日，该县首批“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揭牌，“红军长征
在桐梓”陈列馆等3处红色场馆完
成教学化改造，形成集场景复原、
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矩
阵。截至目前，该县已培养青少年
宣讲员1200余名，他们在三大实践
教育基地年均开展志愿讲解 300
余场次，接待研学团队 3 万余人
次。

为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桐梓
县系统梳理16处红色遗址，打造2
条精品研学路线，编印《桐梓史话
80问》等本土教材。桐梓县教育体
育局党建办负责人任杰介绍：“通
过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方式，我
们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
打造可触摸的历史课堂。”

目前，桐梓县思源实验学校建
好“三项建设”，做好“四项活动”，构
建立体化育人平台；娄山关将军希
望小学立足“红色文化教育展馆”、
海校街道中心学校立足“荣德红星
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娄
山中学开展红色经典诵读、鞍山小
学打造“红色童谣”品牌……红色教
育已融入该县校园生活的方方面

面。
桐梓县还构建起“馆校共建”

协同机制，城区 18 所中小学与红
色场馆结对，近百名学生讲解员利
用课余时间开展志愿服务。同时，
统筹党校教师、老党员等力量开展

“红色讲座进校园”活动，形成全员
育人合力。

“全县各学校将利用好‘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资源，促进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以高位推动、多措并举、
多点发力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思
政课改革创新，构建起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新格局。”
任杰说。 （王琨荣）

桐梓县用好红色资源构建思政教育新格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公
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构建覆盖城乡
的数字化服务终端，毕节市赫章县
今年在481个村（社区）全面部署智
能一体机设备，并配套安装联通高
速网络，持续打通基层信息服务渠
道。村级信息化平台深度整合各类
功能，打造出全方位、立体化的人社
服务体系，通过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拓宽就业信息传播渠道，搭建起企
业与村民间的就业“高速路”。

截至目前，该县村级信息化平
台累计接收招聘信息1.56万次。“我
们主动对接县域周边企业，精准掌

握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
细节，同时积极联动广东、浙江等劳
务输入重点城市，广泛挖掘优质岗
位资源。”赫章县人社局局长王进翠
介绍，目前已累计汇聚制造业、服务
业、农业等多领域 4.4 万个就业岗
位，为村民提供就业选择。

据了解，赫章县将持续提升村
级信息化平台使用效能，全力推动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向均等化、智慧
化、精准化、多元化、标准化进阶，着
力促进用工企业与求职群众精准对
接。

（王 星）

赫章县481个村级平台搭建就业“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