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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 熙 杨 永 报道） 金

桂飘香，正是板栗上市的季节，维新

镇红星社区的居民趁着晴好天气，采

收板栗。

居民杨汉全说：“我家从 2009 年

开始种植板栗，到现在种了 20 多亩，

今年的价格是 6 块钱一斤，能卖 1 万

多块钱。”

据了解，板栗树种植简单易管

理，房前屋后都能种植。红星社区的

土质适合种植板栗树，成熟的板栗口

感香甜。每到板栗成熟季，都会有很

多商贩前来收购。

红星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宋毅介

绍，红星社区的黄那沟组、龙井组、

官寨组、中心组都种植板栗，大约

400 亩，年产值 20 万元左右。

近年来，维新镇依托独特的地理

优势和产业优势，优化种植结构，发

展规模化特色经果林种植，其中板栗

种植面积 1000 余亩。

维新镇：
板栗“开口笑” 采收正当时

农户将采收的板栗剥壳

纳雍县

瓜果飘香 “丰”景如画

本报讯 近年来，纳雍县人民检察

院充分运用大数据，以数字检察反哺司

法救助工作，为司法救助工作提供数据

支持，为困难群众提供多元综合救助和

帮扶。

纳雍县人民检察院通过进一步加强

与该县教科局、乡村振兴局、民政局、

妇联、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联动协

作，从相关部门获取数据信息，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数据信息进行分

析，筛选出救助线索。同时，在办案中

推行“主动发现、主动联系、主动调

查”举措，更好发挥司法救助“救急救

困”作用。

据了解，日前该院运用司法救助数

据监督模型，调取刑事、民事、执行、

行政机关掌握的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

比对碰撞，核查后，针对符合救助条件

的对象，该院承办检察官主动向其介绍

国家司法救助相关政策，指导其办理司

法救助申请手续，帮助调取相关材料，

让其能在最短时间内申请到国家司法救

助金。

（纳雍县人民检察院供稿）

本报讯 （杨 文 卢凤腾 报道）

近日，纳雍县 2023 年地震应急救援综

合演练在纳雍县恒大实验小学开展，

该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卫健局等

多家单位及恒大实验小学部分师生参

与演练。

演练模拟：纳雍县发生 6.0 级地

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震中位置位于

利园街道，出现通讯和交通受损情

况、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情况。

模拟地震发生后，该县抗震救援

指挥部针对地震后出现的情况，分别

采取核实信息、灾情判断、信息发

布、召集应急救援综合队伍等开展模

拟救援行动。

随后，针对震后灾情，相关部门

组织队伍、搭建帐篷、开展救援、救

治伤患等演练也随之开展。

此次演练，检验了 《纳雍县地震

应急预案》 的可操作性，增强了该县

抗震救灾的指挥决策能力。

“通过今天的逃生演练，我知道地

震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撤离到安全

区域，希望以后能多参加类似的活

动，学到更多安全知识。”恒大实验小

学学生王梓淳说。

9 月 24 日，纳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开展执法检查，随机检查

了药品零售企业、水果经营店、蛋糕烘焙店、超市等是否有无证经营、

滥用食品添加剂、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使用标准砝码

现场测试水果店和食品干货店计量器具的准确性，为广大市民营造良好

的消费环境。

（包文飞 摄）

常记心间

本报讯 （杨 英 翟华兰 报道）

连日来，大课间时间一到，纳雍县新房

中学的同学们就拿着红扇子，迅速跑到

操场集合。

《中国功夫》 音乐一响，千余名学

生随着旋律舞动着手中的红扇子，张弛

有度、刚柔并济。

近年来，新房中学充分发掘利用师

资特长，将太极功夫扇植入大课间，不

仅让学生从动静结合的动作中感受到艺

术的魅力，体会到运动的快乐，还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每当新生入校，学校就要求各班强

化训练，将大课间上成优质课，以赛促

练。”新房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腾

说。

功夫扇植入大课间，不仅提高了学

生课间锻炼的积极性，缓解学习压力，

还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

九年级 （1） 班刘悦说：“每天参加

完大课间后，感觉神清气爽，全身轻

松，最主要的是，在训练功夫扇的过程

中，还培养了大家团结协作的能力。”

纳雍县

开展地震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纳雍县人民检察院

数字赋能司法救助

纳雍县新房中学

传统功夫扇 炫彩大课间

本报讯 （包文飞 杨 文 杜佳丽

报道） 时下，正值辣椒成熟旺季，雍

熙街道复兴社区百余亩辣椒火辣上

市，迎来一波又一波居民就地务工。

今年，复兴社区流转土地 500 亩

发展农业产业，采取“公司 + 合作

社+农户”模式，连片种植 100 多亩

辣椒，带动当地群众务工就业。

居民朱荣从播种到收成一直在这

里做工，“每月做下来，收入还可

以，也不算累”。

辣椒产业不仅为居民带来务工收

入，还调动了居民种植辣椒的积极

性，许多居民纷纷自种辣椒，为乡村

振兴增添了活力。

雍熙街道：
辣椒红似火 居民务工忙

务工群众展示采摘的辣椒

本报讯 （何 伟 王晓婧 报道 ）

“ 大 家 采 摘 时 小 心 一 点 ， 这 个 果 果

打到头，可有点痛的哦。”近日，在

勺窝镇五一村何健的火参果种植基

地，何健不停地嘱咐正在采摘的群

众。

成熟的火参果，表皮长满角刺，

肉质细腻多籽，像黄瓜一样呈凝胶

状，味道似香蕉、柠檬和黄瓜的混合

口味，吃起来口感清甜。

今年，何健在五一村流转了 50 亩

土地，种植火参果。从 4 月栽种到现

在采摘，何健都在地里悉心照料。

“保守估计一亩能摘 6000 个，成

熟之后，按 1 块钱 1 个的价格，由广

东老板负责收购。”何健种出的火参

果个头匀称，价格实惠。来自广东的

一名老板同他签订合同，何健只需雇

人将种好的火参果采摘后打包装好。

种植火参果，成了何健一家的重

要收入来源。在增加自家收入的同

时，何健的火参果基地也带动周边部

分群众就近务工。

勺窝镇五一村：
“火”了金秋 富了群众

群众采摘火参果

本报讯 （杨 英 杨 熙 报道）

初秋，在阳长镇马店社区地萝卜基

地，随处可见村民收挖地萝卜。刚出

土的地萝卜捆扎成提，等待商贩收

购。

今年，马店社区依托光照充足、

土质疏松、气候适宜的优势，规划种

植 地 萝 卜 550 亩 。 在 农 户 精 心 管 护

下，地萝卜长得个头均匀，深受大众

喜爱。

马店社区七组农户王玉峰一直以

种植地萝卜为主。今年种了 6 亩，上

市 10 多天就卖了 1 万多元，剩下的地

萝卜还可卖到 10 月份，“今年我种的

地萝卜产量不错，预计能卖六七万

元。”

在马店社区，地萝卜种植已是一

个成熟产业，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市

场销路都趋于稳定。“按目前每斤 3 元

预算，亩产值可达 1 万元，全社区 550
亩地萝卜可为大家带来 500 多万元收

入。”马店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九龙说。

村民挖地萝卜

阳长镇马店社区：
550亩地萝卜应季上市

本报讯 （何 伟 谢健锋 王晓婧

杨其飞 龙林林 报道） 近日，在玉

龙坝镇武佐河红阳红心猕猴桃基地，

一个个圆滚滚、毛茸茸的猕猴桃缀满

枝头，淡淡果香弥漫果园，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采摘。

“这里的猕猴桃口感非常好，今天

买了 38 斤，全是我们自己在园里采摘

的。”游客刘娜说。

武佐河海拔低，光照足，这里种

植的红心猕猴桃糖分高，耐贮藏。现

在正是猕猴桃基地开园采摘时间，基

地务工人员忙着采摘、分拣，供应市

场。

“今年基地预计猕猴桃产量 200
吨，产值将超过 300 万元。”猕猴桃基

地负责人刘玉贤说。

近年来，玉龙坝镇武佐河一带大

力发展以猕猴桃为主的生态高效农

业，建成猕猴桃基地 1000 亩，今年预

计产量 1000 吨。

玉龙坝镇：
猕猴桃成熟引客来

猕猴桃挂满枝头

近年来，纳雍县把产业振兴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用好用活产业发展这支“笔”，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蓝图”。

时下，一个个果园硕果累累，一项项产业欣欣向荣。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处处散发瓜果的芳香，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深入推进
法治毕节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