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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金沙县探索

试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面

对面”政治会诊机制,重点对政

治生态正在修复、有待修复，特

别是原有问题整改不到位、整改

中发现新问题的部门，全面排查

“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将责任层

层压紧压实到岗到人，取得

实效。

一是会前政治“画像”“面对

面”。深入查找被监督检查单位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方面存在的共性、个性问题，“脸

贴脸”“面对面”分析研判，对被

监督检查单位原有问题整改不

到位、整改中发现的新问题“量

身定做”质询问题，从不同角度

为被监督检查单位政治生态

“画像”。

二是会中责任传导“面对

面”。对班子成员个人简历、分管

工作及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认清”监督对象。面对

面听取“两个责任”履职情况汇

报，从对相关问题的掌握情况来

了解“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对被

监督检查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

一点评。根据问题，由被监督检

查单位的党委书记表态，一一

认领。

三是会后整改问效“面对

面”。派驻纪检监察组、县委机

关相关室与被监督检查单位面

对面核对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及

问题整改清单、责任绑定清单、

时限成效清单“三张清单”，协同

推进对被监督检查单位整改期

间的督促检查，倒逼问题整改提

质增效。定期对问题整改及成

果巩固情况开展“回头看”，对整

改后仍然出现类似问题的，从严

从重查处，增强通报曝光的震慑

和教育效果。

目前，已对化觉镇、岩孔街

道、县林业局、县教育科技局等

部门开展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情况汇报会，共查找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等8个方面88个

问题，制定整改措施185条，发

出财务管理、乱收费等监察建议

书16件。

（贵州省金沙县纪委供稿）

□ 本报记者 曾 华

4月10日下午，贵州省遵义市新

蒲新区交巡联勤启动仪式在新区管委

会正大门前白鹭湖平台隆重举行。此

举将全面推行交巡联勤工作机制，切

实增强警种间协调配合能力，打破警

种壁垒，整合优势资源，发挥优势互

补，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维护新

区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进一步提升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仪式由遵义市新蒲新区公安分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张庆主持。遵义市

新蒲新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委书记、

公安分局程蛟龙局长，遵义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交警支队）党组成员、政

治处主任张志卫出席启动仪式并讲

话，新区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出

席仪式。

启动仪式上，遵义市新蒲公安分

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盛常洪宣读了

《遵义市公安局新蒲分局城区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联勤工作方案》，交警大队

大队长钟鸣、特巡警大队肖文科大队

长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程蛟龙指出，交巡联勤是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引领，积极回应

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

新期盼、新要求为目标，主动适应新形

势下治安状况及交通管理为目的，深

化警务机制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新举措。这也是

服务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共同维护新

区治安防控和交通管控的新需要。

程蛟龙要求，交巡联勤机制要在

磨合运行、实战检验的基础上，不断

完善和规范。特巡警、交警要在执勤

中全力配合，主动作为，主动担当，要

形成严管严治氛围，绝对不能互相推

诿，形成空档。要确保巡逻勤务更精

准、接警处警更规范、防范打击更到

位、秩序管理更精细、便民服务更高

效，实现出警更快、处置更快、增援更

快、封控更快、救助更快、服务更快的

目标，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张志卫强调，遵义市交管局直属

的城市三大队（新蒲交警大队）和新蒲

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的联勤机制得以

整合和实体化运行，是创新社会管理

的有效探索，是用足用活警力资源的

具体体现，是有效提升交警部门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能

力的重要举措。

启动仪式上，程蛟龙宣布新蒲新

区交巡联勤机制正式启动，这标志着

新区社会治安巡逻管控和交通秩序管

理工作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据副局长盛常洪介绍，目前，新蒲

新区城区有400多公里，面积比红花

岗区、汇川区、播州区三城区的总和还

要多，但是警力却最少，道路交通压力

巨大。在此种困境下，联勤警力充分

利用现有“天网工程”视频资源和社会

治理一体化指挥调度平台，将实现可

视化布警、扁平化指挥；利用 1.4G

LTE对讲系统实现警力定位上屏、就

近派警，以7个治安防控网格为中心，

5分钟出警距离为半径，针对上下班高

峰期叠加用警、动态查缉指令派警、武

装设卡定点，实现一警多能，一警多

用，有警接警、无警巡逻，全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以新担

当、新业绩、新形象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两个责任面对面”
贵州金沙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 警 多 能 一 警 多 用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启动交巡联勤机制

□ 周恩友

□ 本报记者 曾 华

群山逶迤似飞龙，绿水蜿蜒环

翠带。

素有贵阳“东大门”之称的贵州省

龙里县谷脚镇地处黔中腹地，南与贵

州省会贵阳市毗邻，东与该县龙山镇

接壤。

谷脚镇距贵阳市中心城区仅17

公里，距龙里县城16公里，距贵阳龙

洞堡国际机场4公里。321国道、贵新

高等级公路、湘黔、黔桂铁路从境内穿

过，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

该镇下辖19个行政村、一个居民

委员会、176个村民组，7260户，总人

口30,078人，总面积224.0平方公里。

近年来，谷脚镇在贵州“弯道超

车”“变道超车”的发展新理念驱动下，

社会经济得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

发展，小乡镇谱写大篇章，书写了一页

页精美绝伦的诗篇和一幕暮经济发展

的奇迹。

这里，云起龙架风光胜，十里花开

向阳红；

这里，林木郁葱成青屏，处处尽显

金刺梨。

小刺梨撬动大市场

虽然区位优势明显，但早些年，谷

脚镇属纯典型的农业大镇。农民的主

要经济作物种植结构单一，绝大多数

村民家庭的年人均收入仅仅只能解决

温饱。

为了给全镇群众找到一条可持续

发展的致富门路，早日让全镇人脱贫

致富奔小康，谷脚镇党委书记吴德富

上任伊始便积极探索，多方取经。吴

德富和该镇镇长昌德林极具发展眼

光，又都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

前瞻的发展战略，兼具一颗为党、为

国、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可谓志同道

合。经多方调查，两人决定在该镇之

前已小有规模的小刺梨上寻找突破

点。他们召开专题会，邀请农业专家

到全镇考察，结合谷脚镇属于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适合种植刺梨天然条

件，决定在“小刺梨”上做篇大文章，动

员全镇群众大力发展以种植刺梨为主

的经果林。

谋定而后动。在谷脚镇党委、政

府一班人马的带动下，全镇人民经过

不懈努力，谷脚镇的刺梨种植基地和

深加工企业初见成效。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一批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该镇抢抓机遇，积极推行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

“公司+基地+贫困户”“公司+基地+

协会+贫困户”等模式，带动贫困农户

稳定增收，为脱贫攻击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该镇还积极创新发展股份合作模

式：根据贫困对象的意愿，鼓励和引导

贫困户将补助资金、信贷资金、自筹资

金和土地、林地、水面等生产资料折价

入股，由农业企业、农业庄园、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统一管理和生产

经营，建立利益分配机制，结成联股、

联利的共同体，实现股份到户，利益

到户。

几经发展，20多万亩金刺梨基地

初具规模。每年花季到来，谷脚镇就

成为花的海洋，为该镇的旅游业注入

生机。

“十里刺梨沟”的刺梨花，红艳不

俗、鲜美夺目。周边山寨喜爱唱歌的

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总会相互邀

约到这里赏花，唱情歌，感受“好花

红”的韵味，为美丽诱人的“刺梨花走

廊”增色不少。

村民们对记者说：“咱们谷脚镇的

刺梨催生了旅游业，旅游业带动了农

家乐，农家乐带动咱们奔小康。”村民

们还告诉记者，每年刺梨开花期间，村

民家有时一天要接待上百位游客，收

入不菲。

打造“中国刺梨之乡”大品牌

基地建起来了，加工厂有了，产品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如何提升，产品如

何依靠质量打开市场，如何占有市

场？这一问题凸显在龙里县谷脚镇党

政一把手的面前。

凭着决策者们独具慧眼的战略眼

光和超前的品牌意识，“中国刺梨之

乡”的牌子一炮打响，其品牌的知名度

与美誉度迅即享誉全国。

在获得“中国刺梨之乡”的美誉

后，如何维护好、经营好这块金字招

牌，也是考验龙里县谷脚镇领导者的

一大难题。

几经论证，谷脚镇刺梨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和品牌塑造、市场扩张，全国

闻名。保持谷脚镇素有刺梨之乡的美

誉，必须要落实在狠抓产品质量这一

核心主题上。

“由于我们龙里县谷脚镇具有得

天独厚的气候和适宜的海拔条件，这

里出产的刺梨果大、酸甜适中、口感

好、维C含量最高，是其他种植区域无

法比拟的，这是我们刺梨的内在品质

优势。”谷脚镇党委书记吴德富如

是说。

有了优质的刺梨，品质有了保障，

刺梨产品的深加工和提高其附加值更

加不能或缺。

谷脚镇镇长昌德林介绍，龙里县

是贵州全省人工种植刺梨最早的县，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村民种植

刺梨，到90年代初期，茶香村的村民

们率先引种贵州农学院研发的新品种

并获得收益，种植面积迅即覆盖全镇。

有了大面积的种植，刺梨加工企

业随之崛起，刺梨产品更加多样化。

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龙港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贵

州黔宝食品有限公司、贵州龙美生物

有限公司、贵州奇昂生物有限公司、贵

州贵源食品有限公司、华南工生物有

限公司等一系列刺梨加工企业若群星

灿烂。其产品种类涵盖刺梨果脯、刺

梨干、刺梨酒、刺梨原汁、保健口服液、

刺梨浓缩汁、刺梨袋泡茶、三叶茶、刺

梨颗粒等。其中，贵州恒利源天然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龙里县自

动化刺梨生产线项目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刺梨加工项目，贵州奇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是省内最大的刺梨科研基

地。这些刺梨产品的开发大大提升了

刺梨的附加价值。

自2015年以来，市场对刺梨产品

的需求越来越大，刺梨鲜果开始出现

供不应求现象。

变劣为优的乾坤大挪移

面对困境，谷脚人民不绝望，谷脚

领导不退缩。

他们战天斗地，搬石挑土，硬是在

石旮旯里栽植起刺梨。当时的谷脚镇

多数村庄大都山高坡陡，石山遍布，公

路不通。

“誓叫荒山着绿装，敢让石漠变绿

洲”。谷脚镇党委、政府发出号召，打

响了抗击石漠化，建设新家园的攻

坚战。

从2000年之后，谷脚镇党委、政

府紧紧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植被恢复建设

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和财政资金

扶贫项目等工程，大力发展刺梨种植，

建立刺梨产业园，打造刺梨产业。其

中，规模最大的茶香刺梨产业园属龙

里县高效生态农业"一区三园"之一，

其包括该镇茶香村、高堡村、新坪村、

高砚村和鸡场村以及醒狮镇的元宝村

等6个行政村，核心区面积99.5万亩。

“去年雨水充沛，阳光调匀，栽种

的刺梨长势好、结出的果实皮薄肉厚，

味道不错。我家光卖刺梨就收入近

10万元。”在果林里，一个正在给刺梨

除草的村民指着绿油油的果树满心欢

喜地告诉记者。

看着眼前一片片的“花果山”，谷

脚镇党委书记吴德富饱含情感地说：

“想当年全镇人民穷则思变，战天斗

地，变废为宝，其志不可谓不高远，真

是有志者事竟成呀！”

石旮旯里种刺梨，而今变成聚宝

盆。正所谓勤劳致富，天道酬勤，其意

义深远。

而今的谷脚茶香刺梨产业园是

全省乃至全国刺梨种植面积最大、果

品品质最优、果树产量最高的刺梨生

产基地。产品有刺梨汁、刺梨干、刺梨

酒、刺梨三叶茶等。同时，茶香刺梨产

业园的林下养殖和以核心区茶香“十

里刺梨沟”赏花、品果活动为主体的乡

村生态文化旅游观光业已成型。

目前，谷脚镇党委、政府先后注册

了“茶香刺梨”果品商标，每年举办的

“多彩贵州龙里生态十里刺梨沟赏花

品果节”活动游人如织。

到目前为止，茶香刺梨产业园种

植品种主要有“贵农5号”“贵农2号”

和“贵农7号”，刺梨面积达15万亩，年

产刺梨鲜果3万吨，产值达1.5亿元，

占全县刺梨面积的90%以上。

龙里县因此被授予“全国无公害

农产品标志推广与监管示范县”“贵州

省经济林（刺梨）基地建设示范县”“龙

里刺梨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中华刺

梨之乡”等称号。茶香村被授予“贵州

省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等荣誉称号。茶香

已成为贵阳近郊生态观光游的又一胜

地，年接待观光自驾游游客10万余

人次。

打好生态牌 推动大发展

提及下一步谷脚镇的发展战略，

吴德富书记表示，未来的谷脚镇将更加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用好生态建设加减

法。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整理土地资

源、落实“河长制”等举措，打开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

未来谷脚镇将以刺梨为媒，打造

“百里刺梨带”，推动大生态、大健康产

业，带动乡村旅游大发展，并形成“一

带、两园、四片区”发展格局，不断丰富

刺梨发展业态，实现农业与工业、农业

与旅游、工业与旅游等多方面的融合

发展。

吴德富说，谷脚镇将按照“农文旅

融合、集聚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努力形成休

闲农业、旅游民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的发展格局。

谷脚镇将坚持走“实业兴镇”之

路，加速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进一步扶持实体经济做大

做强。

吴德富展望，下一步，谷脚镇将紧

紧围绕“脱贫摘帽”目标，统筹一切力

量聚力脱贫攻坚，聚焦“三率一度”，彻

底消除“漏评”“错退”隐患，持续推动

精准扶贫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确保脱贫成效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

展望未来，一个生态优美、繁花似

锦、景色宜人、富庶繁荣的中国西南小

镇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荒山沙地创奇迹 小刺梨成为大产业
——看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如何在小刺梨中做出大文章

谷脚镇党委书记吴德富

茶香村被授予“贵州省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遵义市公安局新蒲分局交巡警联勤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