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王 勇 报道） 自全市干

部作风教育大整顿工作启动以来，织

金县高度重视，精心谋划部署、全面

启动落实，通过“三举措”有力有序

有效推动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开好局

起好步。

强化沟通协调，抓实联络对接，

确保工作推进有序。畅通沟通联系渠

道，积极与市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综

合协调组对接指导，精准掌握业务口

径，及时向市综合协调组梳理报送织

金 县 《关 于 需 进 一 步 明 确 事 项 的 报

告》，及时获得业务指导。督促各乡镇

（街道）、县直各部门明确分管领导及

联络员，建立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工

作微信群，组织各职能组同志及全县

各单位分管同志与业务人员加入，确

保工作指令下达高效，沟通对接顺畅。

强化督促调度，抓实重点任务，

扎实有效开展整顿。该县干部作风教

育大整顿启动部署会召开后，综合协

调组及时跟进，督促各乡镇 （街道）、

县直各部门全面启动部署。同时，对

重视程度不高、推动不够迅速的单位

及时督促提醒。认真梳理印制 《织金

县 干 部 作 风 教 育 大 整 顿 学 习 资 料 汇

编》，督促各单位认真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为全面自查自

纠打好坚实基础。

强化建章立制，抓实内部运行，

确保工作步稳蹄疾。强化制度建设并

认真推动落实，制定了周例会制度，

综 合 组 每 周 组 织 召 开 例 会 ， 各 职 能

组、部分单位参加会议，了解掌握调

度阶段工作情况，协商、研究、解决

问题。实行工作提示制度，根据工作

重点，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提示单下发

至各整顿单位，督促各单位认真推动

落实。制定请示报告制度，坚持按程

序办事，进一步规范重大问题请示报

告管理。落实保密工作制度，组织专

班人员签订 《保密承诺书》，严格落实

相关规定。建立文档管理制度，明确

专人负责，进一步规范资料文件档案

的收集归档工作。

织金县

“三举措”推动干部作风教育
大整顿开好局起好步

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蒙军说，一流的营商环境能

让企业家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

心。进入新发展阶段，毕节在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跑道上正不断奋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不断泉涌。

2021 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一

步创新规划审批机制，简化审批流程，

提高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效率。

继续深化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在

去年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进

一步精简审批流程和压缩审批时限，

减少申报材料，放宽审批限制，为业

主“松绑”。采取企业承诺、容缺受理

等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实现建设项目

工程设计方案初审从 7 天时间压缩到 3
天完成。

积极推进项目并联审查。改革服务

流程，将以往的串联式审查改为并联式

服务，积极运用 2020 年 6 月搭建的“多

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在充分明晰市

直相关部门和内部各科室审查职责的基

础上，通过市工改办的协调统筹，初步

实现从平台推送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方案

至各相关单位并联审查。

强化项目前期规划服务。按照“规

划服务前移，工作重心下移”的工作思

路，开展与项目建设单位座谈、到重点

企业走访、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的上门

服务，缩减建设项目落地时间。

实施重点项目推进机制。对所有受

理的报建项目建立台账档案，由专人负

责，每周召开例会分析项目审批停滞原

因，落实推进措施。通过建立微信群，

邮件提醒等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加强

与建设单位的工作互动，积极推进建设

单位报审进度。

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全市自然

资源系统深入开展干部作风教育大整

顿工作，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业

务能力、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奋力

推进宜居宜业、和谐美丽新型城镇化

建设。

简化审批流程 缩减项目落地时间
——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蒙军

□ 本报记者 胡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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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夏旅游时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

相比，冬季的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景

区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很多人正利用淡

季的闲暇时间，对其经营的农家乐、民

宿等进行升级改造，为游客提供更舒适

的旅游体验。

老旧木料、废弃木柴、深山杂石……

这些看似无用的“垃圾”，却成为杉林

驿站民宿装饰不可多得的“宝贝”。这

家位于普金 （普底至金坡） 旅游大道旁

的民宿，虽然还在装修，却因其独特的

风格吸引不少来往游客驻足参观。

普底乡党委书记陈百文介绍，该

乡已在颍川、永兴、永丰、跑马等村

集 中 发 展 住 宿 业 ， 全 力 提 升 住 宿 品

质。同时，为促进林下经济与旅游融

合 发 展 ， 该 乡 还 利 用 红 丰 村 、 庆 丰

村、迎丰村森林覆盖率高的优势，在

林下套种天麻。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农旅融合发

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让游客

体验栽天麻、挖天麻的劳动乐趣。此

举，直接促进旅游增收约 300 万元，还

进一步扩大了林下生态天麻品牌的知名

度。”陈百文说。

据了解，为发展乡村旅游，该乡提

出了“一镇两道三组团”（一镇指普底

风情小镇，两道指普金景区旅游通道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三组团指红丰片区林旅示范组团、迎丰

庆丰休闲农旅融合组团、沙沟传统农业

组团） 的发展思路，把绿色生态作为发

展的底色，多元化促进全域旅游健康发

展。

时下，即使寒意渐浓，仍有不少游

客前往该乡颍川村知青纪念馆，体验知

青生活，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该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

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8000余人（次）。

“以前，我们周边的村民大多以务农

为主。知青馆开馆以后，农家乐也跟着

开起来并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来知

青馆参观的游客不光多，有的还会住上十

天半个月……总之，90%以上的村民都吃

上了‘旅游饭’。”知青馆负责人、颍川村

中寨组村民李孝明颇有感慨地说。

“现在，百鸟园有了，鱼塘也有

了，看的、吃的、玩的都有了，就差住

的不够味儿。”李孝明盘算着，下一

步，将把村民的房屋“升级”一下，打

造知青之家特色民宿，让大家的‘旅游

饭’越吃越香。

据悉，目前，普底乡共有旅游从业

人员 5956 人，占全乡总人数的 40%以

上。该乡利用百里杜鹃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优势，带动周边颍川、永兴、永

丰、跑马、东风等村寨发展旅游业。同

时，该乡还成立永兴旅游专业合作社、

大欢乐旅游发展公司发展旅游业。鼓励

其他有条件的村寨积极申报重点旅游村

寨、甲级旅游村寨等，通过景区带动和

辐射周边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如今的普底乡，正如还在“怀胎”

的杜鹃花，酝酿着一场全域旅游的美好

花事。而勤劳善良的普底群众，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路上，定能乘上百里杜鹃景区这辆为

旅游而立、为旅游而兴的快车，奔向致

富大道。

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

乘旅游快车 奔致富大道
□ 本报记者 吴 雄 刘靖林 郭俊才

本报讯（杨 祺 报道） 近日，毕

节市郊供电局党委结合当前天气情

况，组织 16 支党员突击队，“拉网

式”开展线路巡视、隐患排查治理、

置换重过载变压器等，保障电网迎峰

度冬，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用

电。

16 支党员突击队制定合理工作计

划，“拉网式”强化线路巡视力度和

密度，采用红外测温等方式，按计划

安排主网、配网巡视，若发现隐患，

党员立即带头组织队伍及时治理。重

点检查树障清理、熔丝接触情况、各

金具和瓷瓶工作状况，关注易造成外

力破坏点、冰灾点等特殊地段线路。

同时，突击队还积极开展过载配

变置换、高过载综合配电箱安装，做

好基建、生产项目落地投运，解决低

电压问题，提升电压质量。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做好物资等后勤保障，积

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保障电网设备

安全运行。

毕节市郊供电局

保障电网设备安全度冬
本报讯 （记者 吴 雄） 为提高全

市园林绿化企业整体素质，促进企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 增 强 核 心 竞 争 力 ，

近日，毕节市园林协会举办 2021 年度

会员业务培训会。

培训中，主讲人以“执行塑造价

值 凝聚产生力量”为主题，从提升执

行力、团队管理、高效沟通等多方面

授课，以平实易懂的内容、生动鲜活

的案例、清晰流畅的脉络展开解说，

并通过游戏互动让参训人员更加直观

地感受团队凝聚力与执行力的内涵。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提高会员企

业的内部管理，让他们在管理、制度

健全等方面得到提升，促进全市园林

行业的发展。”毕节市园林协会会长宋

敏表示，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

作用，切实提高服务水平，搭建良好

的 互 动 学 习 平 台 ， 让 会 员 企 业 在 开

放、创新、互动交流中彼此成长、共

赢互利。

毕节市园林协会

举办2021年度会员业务培训会

近年来，黔西市雨朵镇大力发展草莓

产业，通过推广应用先进栽培技术，采取

采摘体验、生态旅游等农旅融合发展模

式，带动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和稳定

增收。

据了解，该镇草莓种植合作社积极拓

展销售渠道，与北京、贵阳等地多家水果

批发销售商家签订合作协议，积极开展线

上推广。实现了单一种植到集草莓采摘、

休闲观光、乡村旅游等一体的多元化经营

发展目标，给当地群众带来每年 100 万元

以上的收入。

图为游客在采摘草莓。
（周训超 摄）

本报讯 （葛 迪 报道） 为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提高田地利用率，连日

来，在七星关区层台镇向阳村五百亩

坝区的香葱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抓

紧时间栽种、采收、施肥、除草，田

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近段时间的香葱价格比较平稳，

我们种下的香葱目前长势良好，40 天

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今年 64 岁的务

工群众张长明一边查看香葱长势一边

说，“我在基地务工已经一年多时间，

平常主要负责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

一个月有 5000 块钱，比在家种地强多

了。”

今年入秋以来，层台镇充分发挥

各村 （社区） 资源优势，抓住秋冬种

时机，着力在香葱产业发展上做文章。

为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效能，

2019 年，层台镇引进七星关区百顺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到向阳村投资发

展香葱产业。据了解，该公司与向阳

村党支部引领的村级合作社合作，由

公司负责投入资金、设备、技术管理

和销售，村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组

织群众务工和基地管理。

“香葱产业收益高、见效快，公司

通过配备洗葱车间、安装喷灌设施

等，完善基础设施，并组织开展香葱

栽种培训和技术服务，得到群众的普

遍认同，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秋冬种

工作正有序开展。”向阳村副主任廖尚

君说。

据了解，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层台

镇坚持突出党建引领，成立了 13 个村

（社区）党支部引领的村合作社，着力引

进实力农业企业，大力推行“1+1+N”产

业发展模式。目前，除向阳村香葱产

业外，层台镇的牛场

村、东沟村、玉龙村

和五里桥村也陆续发

展种植大蒜，斯栗社

区 、 红 岩 村 、 光 辉

村、官厢社区发展种植红芸豆，五里

桥村发展种植中药材，努力实现村村

有产业、户户有增收。

下 一 步 ， 层 台 镇 将 坚 持 产 业 示

范、品牌示范，以向阳村香葱种植为

着力点，以点带面，让群众实实在在

体会到产业发展的实惠。认真谋划全

镇产业发展，走“小而特、小而精、小而

优”的产业发展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七星关区层台镇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刘 念 管庆梅 报道） 为

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毕节高新

区 （金海湖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公安

窗口积极推行电子驾驶证，便利群众

驾车出行。

走 进 新 区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公 安 窗

口，工作人员正耐心地给前来办理违

章处理、忘记携带纸质驾驶证的人员

进行详细解答，同时积极向前来办事

的群众宣传电子驾驶证的便利，对于

未申领和不会使用电子驾驶证的驾驶

员，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其注册申请。

“全国电子驾驶证 12月 10日在全国

推行以后，公安窗口对前来处理违章

和没有带纸质版驾驶证的群众，我们

就指导他在‘交管 12123’上申请电子

版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一个工作日之

内 就 可 以 审 核 出 来 ， 极 大 方 便 了 群

众。”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首席

代表邓萍对笔者说。

据悉，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

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

驶证状态，和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效

力，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

多 个 场 景 ， 方 便 实 时 查 询 、 实 时 出

示、实时核验，同时，驾驶人还可出

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

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相

比于纸质驾驶证，电子驾驶证更加智

能化、便捷化，更加安全可靠。

“今天我来这处理违章，忘记带驾

驶证，工作人员告知我可以使用电子

驾驶证，在他们的热心指导下，我申

请使用电子驾驶证，处理违章。”前来

办理业务的吴长伟说，全面推行电子

驾驶证，以后开车也很方便。

毕节高新区（金海湖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积极推行电子驾驶证

本报讯 （管彦昆 龙清云 报道）

近日，大方县农业农村局到各乡镇宣

传拖拉机、旋耕机等农机安全驾驶知

识，同时开展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整

治行动。

据了解，大方县农业农村局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

以来，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站位，

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干部

作风教育大整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确保“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落地见效。

“行动中，我们严厉打击无牌无

证、套牌拖拉机上道行驶、未按规定

参 加 年 检 、 非 法 改 装 拼 装 等 违 法 行

为，进一步防范化解拖拉机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和农机事故风险，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局农业机械化

管理股负责人王家海说。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组织党员干

部和农技人员深入农村，开展“送技下

乡”和“送学上门”技术指导服务，主动

把安全知识送到田间地头、把技术服

务送到群众心头，为该县农业农村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增添“营养剂”。

大方县农业农村局

学党史 正作风 办“农”事

本报讯 （记 者 陈 燕 民） 12 月 14
日，毕节市林业局召开林下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闻发布会，对全市林下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进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

成效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行了全面通报。

30 多年来，我市林业生态建设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森林覆盖率从

1988年的 14.9%上升到 2020年的 60%。

为强化示范带动作用，市、县两级

党委、政府印发了林下经济发展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将全市布局为“西部党

参、半夏种植和森林景观利用”“中部天

麻种植和森林景观利用”“南部竹荪种植

和森林景观利用”“东部林下养殖和森林

景观利用”分区，按照“林菌、林药、

林菜、林鸡、林蜂” 等模式进行规划，

每个县区选择 1 至 3 个重点发展的主导产

业，力求突出“一县一业”。

目前，全市各县 （市、区） 基本形

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林下经济示范点，涌

现出了七星关七彩山鸡养殖基地、大方

和赫章天麻示范点、金沙铁皮石斛基

地、织金冬荪基地、纳雍化作林下经济

示范园、威宁赤松茸基地等一批具有示

范带动作用的林下经济示范点。

2021 年全市完成林下经济利用森林

面积 378.84 万亩，实现产值 49.37 亿元，

联结农村人口 27 万余人，涉及脱贫人口

10 万余人。其中林下种植利用森林面积

72.36万亩，实现产值 11.31亿元；完成林

下养殖利用森林面积 130.94 万亩，实现

产值 8.68 亿元；完成林产品采集加工利

用森林面积 102.68万亩、实现产值 2.33亿

元；完成森林景观利用森林面积 72.86 万

亩、实现产值 27.05亿元。

下一步，市林业局将坚持以维护生

态安全、保护生态红线为前提，以林业

得发展、乡村得振兴、农民得致富为目

的，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围绕“扩

规模、优品种、调结构、提质量、强品

牌、拓市场”，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经

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经营模式，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提供

强大内生动力。

今年我市林下经济实现产值49.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