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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顾晶璇 报道） 近年来，

七星关区努力营造爱才、敬才、惜才的

良好氛围，切实增强各类人才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为七星关区建设贯彻新发展

理念示范区先行区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持。

七星关区出台了 《毕节市七星关区

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才引进实施办法》《毕

节市七星关区“四不唯”人才引进管理

实施办法》等，不断加大引才力度。

打好“乡情牌”，广泛动员在外人

才回乡创业。通过技能培训、创业培

训、小额担保贷款等各项扶持政策，激

励在外人才返乡创业。2021 年，依托

“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农村电商培

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方式，围

绕 12大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培训农

民经营主体带头人和农村实用型技能人

才 1.4 万余人次；利用 10+1 （10 个片

区+1 个指定培训点）、联村包片等方

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为

主体，培训技能人才 2.06万人次。

七星关区引导专家、人才面向基

层、乡村振兴、党组织领办集体合作社

服务。2021年，将 84名选调生安排到村

任职，从农林牧渔、教育科技、医疗卫

生等领域选派 156 名人才匹配到 38 个乡

镇 （街道） 479 个村，组织各类技术培

训 600 余场，培训 8600 余人次，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 2000 余次。发挥省、市选派

的 44名科技特派员专家智库作用，帮助

解决产业技术难题 800余个。

七星关区还积极改进人才评价机

制，强化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完善人才

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

机制；通过强化示范带动作用，实施高

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统筹推进各级各类

高层次人才遴选培养计划。

同时，七星关区还建立服务专家制

度，把 2556 名中级以上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优秀乡土人才等专家人才纳入区四

大班子及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联系服务范

围，采取“1对 1”“1对多”等方式，联

系服务专家 1.1万余人次。通过开展“人

才日”系列活动，组织召开人才座谈会70
余场，走访慰问优秀人才代表 200 余人。

设立“人才工作”宣传专栏，对各领域

优秀人才宣传报道600余条，营造了“爱

才惜才、敬才用才”的社会氛围。

七星关区

多 举 措 推 进 人 才 工 作

全力打造“一区三高地”奋力建设“五个新毕节”

走进位于纳雍经济开发区内的

贵州森雍手袋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 车 间 ， 在 工 人 们 忙 碌 的 身 影 中 ，

一 卷 卷 布 料 经 过 制 版 、 剪 裁 、 熨

烫、品检等工序后，变成一个个精

致漂亮的多功能收纳袋，静静地等

待着漂洋过海，进入欧美市场。

森雍手袋公司是纳雍县去年 11
月 引 进 一 家 广 州 企 业 成 立 的 公 司 ，

今 年 2 月 8 日 投 产 后 ， 吸 纳 了 当 地

240 余名群众务工。

“要想留住员工，收入和服务是

关键。为了保障员工收入，公司采

用‘保底+计件’的工资模式，月

工资不足 3000 元的，按每月 3000 元

计发。能超过 3000 元的，就按计件

算。目前，公司有几个员工月工资

突破 7000 元，超过 5000 元的有 20 多

人。公司还大力培养本地干部，所

有组长级别的干部都从纳雍本地优

秀员工培养产生。同时，公司还采

取包吃包住、节假日发放礼品等方

式，全方位增强员工归属感。”该公

司负责人雷宜芳说。

家 住 文 昌 街 道 茶 都 社 区 的 周

琴，在贵阳做小生意多年，一直想

回家照顾父母，却因为回家没有固

定 收 入 而 一 度 搁 浅 。 今 年 春 节 期

间，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周琴顺

利 成 为 森 雍 手 袋 公 司 的 一 名 员 工 ，

每月有 6000 多元的收入，实现了挣

钱、孝亲两不误的梦想。“印象中的

纳雍务工工资就两三千左右，进入

这个厂，经过自己的努力，一个月

能拿到六七千，最开心的是每天可

以陪伴父母。”周琴说。

纳雍经开区企业合理的工资待

遇和良好的务工环境，不仅能让本

县群众就近就业，还带动了邻近县

区的群众就业。七星关区邓生菊丈

夫在纳雍上班，她也想在纳雍找份

工作，森雍手袋公司入驻，让她实

现了这个愿望。

森雍手袋公司内的场景，只是

纳雍县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的一个

缩影。在纳雍经济开发区内，像这

样的企业还有不少，仅为 50 多个国

际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的晶煌制

衣有限公司，就提供了 2000 个就业

岗位，吸纳了当地 780 余名群众务

工。

近年来，纳雍县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采取产业招商、以商招商等

措 施 ， 大 力 招 商 引 资 ， 引 进 服 装、

手 袋 等 劳 动 密 集 型 生 产 加 工 产 业 ，

入驻园区标准厂房，在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拓宽了当地群

众就业增收的路子，吸引了大量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活力。

贵州森雍手袋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穿线贵州森雍手袋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穿线

纳雍经济开发区

招商引资产业旺 就业不用去远方
□ 杨 英 卢凤腾

本报讯 （龙 江 报道） 今年以来，

织金县纪委监委以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

理监督为契机，制定 《织金县纪检监察

宣传教育工作质效提升行动方案》，为

新入职、新入党、新提拔、新调动的干

部制定“廉政套餐”，帮助干部扣好廉

洁从政“第一粒扣子”。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依托廉政警示

教育基地、丁宝桢陈列馆、凤西书院、

“清廉织金”电视栏目等廉洁文化资

源，制定“廉洁套餐”，将廉洁文化融

入干部工作和生活日常。

“干部的成长成才，离不开组织的

关心和培养。”织金县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干部教

育管理监督，督促其坚定理想信念、练

好履职本领。

目前，该县已通过“廉政套餐”推

动干部教育全覆盖，带动全县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 1.2万余人次接受教育。

织金县

“廉政套餐”强化干部教育

本报讯 （刘 玲 报道）“法泥村刺

梨基地产业和村集体鱼塘产业相关配套

设 施 便 道 已 实 施 完 成 ， 正 在 申 请 验

收。”日前，面对前来监督的七星关区

对坡镇纪检干部，该镇法泥村党支部书

记马宏详细介绍了 2022 年第一批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

情况。

随着该项目实施接近尾声，该镇纪

委主动作为，紧盯工程质量、资金使

用、人员选配等重要环节，多种方式开

展监督，严肃查处干部吃拿卡要、优亲

厚友等行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截至

目前，该镇纪委已对该项目开展监督检

查 7次，督促完成问题整改 1个。

下一步，该镇纪委将精准履行监督

首责，通过日常监督、专项监督、精准

监督的方式，坚定不移推动强基础、扬

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当好乡村振兴

的“参谋员”和“质检员”，让群众最

大程度享受政策红利。

七星关区对坡镇

专项监督护航乡村振兴

本报讯（周训贵 王定超 报道） 近

日，在位于大方县长石镇仲麦村的高粱

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抢抓有利天气种

植高粱，现场一派忙碌。

“我们种一个多月了，挣了 3000 多

元钱，大家在一起干活越做越开心。”

仲麦村村民郝昌珍激动地说，原本撂荒

多年的土地，如今让群众多了一份务工

收入。

仲麦村党支部书记李述友告诉笔

者，长期以来，因为村里大量年轻劳动

力外出，加上土地肥力变差，导致不少

耕地逐渐变成荒地。如何盘活现有的撂

荒地，守住群众的“粮袋子”，成了新

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啃的“硬骨头”。

为了解决撂荒地的问题，村“两

委”通过大量走访和开群众会，把村集

体合作社作为经营主体，通过流转或入

股等方式对现有撂荒地进行整治和利

用。

“仲麦村目前有 650 亩左右的撂荒

地，通过和老百姓开座谈会，动员老百

姓通过土地入股或流转给合作社的方

式，在撂荒地上栽种高粱和南瓜，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李述友说。

近年来，大方县坚持科学谋划、分

类 指 导 、 有 序 推 进 、 统 筹 利 用 撂 荒

地。截至目前，大方县通过分类整治、

规范土地流转、强化政策扶持等措施，

按照“宜粮则粮、宜特则特”的原则，

已完成了全县 2670.99 亩撂荒地的整治

工作。

大方县长石镇仲麦村

整治撂荒地 守住群众“粮袋子”

百里杜鹃管理区仁和乡

百 香 果 香 飘 百 姓 家

赫章

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仲夏时节，在赫章县平山镇，村

民们忙着夏种、夏管、夏收，处处一

片忙碌景象。

近年来，平山镇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西洋菜、魔芋、林下天麻、有机

水稻等特色种植业，带动当地农民就

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韩贤普 摄）

本报讯 （文 旭 李 继 航 何 欢

报 道） 近日，在威宁自治县金斗镇高

田社区，一片片杨梅林里，沉甸甸的

杨梅挂满树梢。

望着挂满枝头的杨梅，高田社区种

植户们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他们

每天都忙着采摘、装篮，等待商贩上

门收购。

“我家一共种了 6亩杨梅，目前全部

挂果了，每年能带来 5 万多元的收入。”

种植户赵德美说。

高田社区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光

照充足，土壤土质十分适合杨梅的生

长。这里种植的杨梅酸甜可口，深受

消费者喜爱，成了群众增收的重要途

径。

杨梅满枝红，产业促振兴。这一颗

颗“红宝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体

验采摘，一起品尝夏日里的一抹清甜。

近年来，金斗镇把坚持“产业兴

旺”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因

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引导和鼓励群

众发展特色产业，走一条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发展路。据了解，高田社区目

前种植杨梅 800 余亩，其中 300 余亩已

进入盛果期，涉及群众 167 户，平均每

户种植杨梅 5 亩，每户每年可增收 1 万

元以上。

金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蔡定鹏

说：“我们将在推动杨梅种植标准化、

产业化上下功夫，提升杨梅品质，同

时通过打造‘基地+景点+产业’的农

旅结合发展模式，为产业兴旺、乡村

振兴再添动力。”

威宁自治县金斗镇

六月杨梅满枝红 助农增收产业兴

稳就业 保民生

村民在平山林场里种植林下天麻

村民在平山社区种植魔芋

村民在中山社区的蔬菜种植基地里为西洋菜除草

本报讯 （汪 沙 王 雪 报道）

时下，正值百香果管护关键时期。

在百里杜鹃管理区仁和乡朝阳村大

棚百香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时

令，积极做好田间管理，为百香果

高产丰收打下基础。

近年来，仁和乡依托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 和 品 种 结 构 ， 充 分 利 用 土 壤 肥

沃、水源充足、气候条件适宜等优

势，大力发展百香果、圣女果等绿

色果蔬产业，打造绿色品牌，提高

产业效率，进一步推动大棚种植产

业走向规模化、规范化和市场化。

百香果果皮薄、汁多、适应性

好、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经济效

益好，十分适合在该村发展。产业

发 展 能 让 当 地 群 众 获 得 土 地 流 转

费、务工工资、年底分红。“从种植

百香果开始，我们就在里面铲草、

打药、施肥。”朝阳村村民刘书先

说，“现在农闲，周边找不到做的，

我们就来大棚里面务工，10 块钱一

个小时，一天能做 100来块钱。”

为了发展好百香果产业，种植

之初，该村实地考察过黔西林泉百

香果种植基地，后又邀请专家对气

候、土壤、水源等条件进行研判，

还吸纳有种植经验的种植大户参与

种植、管护，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利用大

棚种植百香果。

据介绍，今年朝阳村利用村里

的 46 个大棚发展百香果产业，覆

盖 55 户脱贫户，带动就业 200 余人

次，7月底采收第一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