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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卢雍政同志调度全省学校疫情防
控及有序恢复教育教学工作，强调要严格对照落实第九
版防控方案，压紧压实属地、系统、学校、个人四方责
任，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心理疏导、校园稳定工作，确
保学生身心健康。

众志成城 同心战疫

■ 9月 22日，副省长陶长海赴贵阳市息烽县调
研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复工复产情况，强调
要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前提下，有序抓
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推动生产恢复和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王瑶） 9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黔
桂滇三省 （区） 万峰湖联合水
上检察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一批
指导性案例——万峰湖流域生
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 （以下
简称“万峰湖专案”）。

据悉，该诉讼案是最高人
民检察院直接办理的第一起公
益诉讼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一次采用“一批次一案
例”的形式在办案现场发布的
指导性案例。

万 峰 湖 地 处 广 西 、 贵 州 、
云南三省 （区） 接合部，水面
达 816 平方公里，蓄水量达到
100多亿立方，是我国十大水库
之一，其水质事关沿岸 50 多万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珠江流
域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万峰湖网箱养殖无
序发展，导致湖区水质恶化严
重 。 加 之 ， 该 湖 地 跨 三 省
（区） 五县 （市），上下游、左
右岸的治理主张和执行标准不
统一，流域污染拖延多年一直
没有很好根治。

2019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决定基于万峰湖流域生态
环境受损的事实直接进行公益
诉讼立案，采取“以事立案”
方式直接办案，运用一体化办
案模式，组织广西、贵州、云
南三省 （区） 四级检察机关参
与，有效推动万峰湖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

2020年 1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 向 广 西 、 贵 州 、 云 南 三 省
（区） 人民检察院印发 《万峰湖
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
案工作方案》，确定了“统分结
合、因案施策、一体推进”的
办案模式。最高检办案组统一
研判案件线索，以交办、指定

管辖等方式统一分配办案任务、调配办案力量，以案件
审批、备案审查等方式把控办案质量，以下发通知、提
示等方式统一开展指导，助力破解办案困难和阻力，统
筹全案办理进度。

历时一年多，通过办案督促整治，万峰湖生态环
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改，湖面非法养殖、沿湖岸
线 及 干 支 流 污 染 等 问 题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水 质 持 续
好转。

该诉讼案的成功办理，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立案模
式、办案模式和结案追求的创新，让万峰湖重现一湖碧
水，为保障湖区及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助力“珠
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破解

“公地悲剧”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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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来两碗肠旺面，一碗加血旺。”
“好的！现在就煮，泡菜和打包袋在门

口。”
9 月 20 日上午 8 时许，在贵阳市清镇市

阳光左岸的肠旺面店外，市民陈先生急切地
等待着，几分钟不到，两碗热气腾腾的肠旺面
就打包完毕，隔着打包袋闻到久违的香气，陈
先生满足地笑说：“都是老顾客了，我儿子就
喜欢吃这个。”

在距离肠旺面 100米不到的羊肉粉店门
口，骑手也加入到等待的队伍。老板金哥打包
完汤和辣椒，自豪地说：“早上 7 点网上订单
就来了！我家食材新鲜，吃过的都说好。”

随着清镇市临时静态管理的解除，久违
的烟火气又回来了，一条街的早餐店唤醒了
这座城市新的一天。灌汤包刚出笼就销售一
空，肉粒紧实鲜香的牛肉粉贴满了订单，虽不
能堂食，但线上订购和扫码购买却格外热闹。

迎来这份“重启”喜悦的，还不仅是早餐
店。中午时分，在修文县一家快餐店内，店员
接单、配货，忙得不可开交，线上订单的提示
声此起彼伏。

作为最早复工的行业，餐饮业的防疫工
作不可掉以轻心。测温枪、免洗消毒液，防
疫物资必备；检查健康码、扫场所码，每一
个流程都不能少。

“每天我们都会对店内进行大扫除，大
厅、后厨也要全面消毒，打包袋外粘贴食品安
全封签，确保消费者用餐安全。”快餐店店员程
芳霞想起接到复工通知那天，仍然激动不已，

“生活又步入了正轨，虽然目前店内不提供堂
食，但一到用餐点，大家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熟悉的味道，正在不断升腾。
傍晚，在清镇市新民社区火锅店内，老

板杨昌琼一边交代后厨有新订单，一边打开
手机展示起最近的成果，“生意最好的是中
秋节，那天刚好解除临时静态管理，有 30
多份订单。所以别气馁，都会好起来。”

晚上 8 时许夜幕降临，火锅店准备打

烊。此时，清镇老牌的宵夜集市——天水小
吃一条街，在夜幕中灯光四起。虽少了往日
的人声鼎沸，但热情不减。

新鲜水灵的蔬菜烤得滋滋作响，肥瘦相
间的肉串滴下油脂，与青冈炭碰撞出点点火
星。肖良扬起眼角玩笑道：“你看，我家的
烧烤会放烟花。”

肖良的烤肉店位于小吃街的中段，他的
店不是市场内最先开工的，但作为外卖平台
榜首的烧烤店，肖良的自信丝毫不受影响，他
表示：“晚上 10点以后才是高峰期，那时候外
卖订单就多起来了。”店外，一张方桌成为了
肖良和外卖员无声的交流平台。随着夜色渐
浓，订单提示声不断响起，方桌也迎来了最热
闹的时刻，骑手们匆匆赶来，店里与店外一个
眼神就完成了“交易”。

夜里，四下灯火通明，市井的烟火气，
带着缭绕人心的暖意袭来，城市也因为这熟
悉的味道慢慢勾勒出有序恢复的生活轨迹。

市 井 烟 火 暖 意 袭 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梁圣 陶庆 邓冰

“目前，公司一车间生产设备已安装 80%；
二车间、三车间已全面完工，正在试生产；四车
间厂房建设完成整体进度 60%，预计 9 月底全
部建成。”9 月 22 日，位于大龙经济开发区的贵
州大龙高端锂电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重
型运输车辆、大型吊车来回穿梭，该项目生产总
监张丁社正组织工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近年来，大龙经开区抢抓国家新能源材料
产业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以锂离子动力电池材
料为主导的新型功能材料首位产业，正逐步形
成以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综合回收研发利用

于一体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新材料循环产业链，
以高纯硫酸锰、镍钴锰三元前驱体、锰酸锂、
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用石墨等为核心的新型功
能材料产业集群。

作为铜仁市和东莞市东西部产业协作重点
项目，贵州大龙高端锂电材料产业园项目一期
（10 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
目） 2021年 11月开始场平，2022年 5月 18日建
成点火试产，今年预计实现产值 6亿元。项目
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二期全部建成达产
后，预计年产值可突破百亿元。

大龙经开区

新材料产业“加速”正当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万芬 通讯员 龙启武

本报讯 （记者 胡家林） 9月 22日 9时 37
分，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通报：2022年 9
月 21日 0—24 时：全省新增确诊病例 42 例 （贵
阳市 16 例、毕节市 26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34例 （贵阳市 61例、毕节市 73例）。无症状感
染者转确诊病例 3 例 （贵阳市 1 例、毕节市 2
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9例，解除医学隔离观
察 148例。

全省现有确诊病例 231例 （遵义市播州区 2
例、新蒲新区 1例，黔南州贵定县 1例，贵阳市
花溪区 26例、南明区 27例、乌当区 7例、修文
县 1例、云岩区 40例，毕节市纳雍县 1例、七星
关区 2 例、织金县 123 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2558例 （遵义市播州区 8例、红花岗区 5例、新
蒲新区 2 例，黔南州贵定县 8 例、龙里县 3 例，
安顺市普定县 1例、毕节市织金县 1265例，贵阳
市 1266例）。

疫情防控情况通报

（上接第1版）
颜云霞告诉记者，在组织采购时她发现不

少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团购，只能偶尔碰运气
“捡漏”，如此，她开始关注和了解老年人群体
的诉求，并萌生了组织团队帮助老年人的想法。

爱心群建立后，颜云霞等热心业主将统计
好的老人信息向居委会和物业做了同步报备，
多方合力为小区老人解决问题。

9 月 14 日凌晨近 2 点，一位业主在群中发
布求助信息，表示母亲疫情前刚做完心脏支架
手术，急需吲哚布芬片和阿托伐他汀钙片，但
一直打不通药店电话，请求热心邻居帮助。消
息发布之后，迅速有志愿者进行回应并帮忙寻
找资源。第二天清晨 6 点多，群里一位热心邻
居便将家里常备的阿托伐他汀钙片给这位业主
送去 4 盒。此后的几天里，多位老人又陆续提
出了降压药、糖尿病药等药物需求。颜云霞和
群里的多位爱心人士迅速寻找购药渠道，经过
多 方 周 折 和 辗 转 ， 最 终 将 药 品 送 到 了 老 人
手中。

而相比起购买药品这种紧急情况，为老年
人提供物资上的帮助更是常态。

如今，这个爱心团队的组织和运行越发有
序。群友们将老人信息按楼栋梳理成表格，60
多名热心业主采取就近原则，在不违反防疫规
定的情况下，根据各自所在楼栋的情况提供点
对点的帮助，有人为家中缺少物资的老人送去
刚买的蔬菜和肉；有人帮老人购买了两箱牛奶
并送货到家；有人想尽办法为老人购买药品。
从该群建起之后，群里的热心邻居几乎每天都
会询问一次各自楼栋老人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加入这个爱心团队的热心邻
居来自各行各业，有自主创业人士，也有医
生、律师等。颜云霞告诉记者，目前看来，老
年人需求最大的是购买常用药，另外，就是因
不熟悉手机操作不会采购物资等问题。颜云霞
说，这个群虽然在疫情期间建立，但疫情结束
之后仍会继续保留，并在向社区、居委会等部
门报备的基础上展开对老年人的帮助。“不仅是
天誉城小区，其他各小区肯定也有同样的情

况，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举动引起大家对老
年群体的关注。”

“谢谢邻居友友们！我们是两位七十岁以上
的老人，儿子不在身边，以前有什么事都要靠
自己，现在进到这个群里了，希望得到大家的
帮助。谢谢！”

“谢谢各位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你们的担当和奉献，让我们这些子女不在身边
的老人感到踏实和温暖！祝你们家庭幸福！事
业有成！好人一生平安！”

“你们为老年人着想建立此群，极大方便了
需要帮助的老年人，谢谢志愿者们！”

建立这个微信群以来，群里出现最多的字
眼就是“谢谢”。而直到建群一周后，这帮热心
邻居在深夜聊起该如何优化帮助流程时才突然
想起：“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团名字？一方
面，打消老人顾虑，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更好
地展开帮助。”

在一番讨论之后，这个每天都热闹非凡的
微信群终于有了一个名字：“爱心助老团”。

（上接第1版）
“冬季种油菜，春季收菜籽，夏季种杂稻，

秋季收金种子，一年四季不停歇，收入有望头，
日子有盼头。”提起稻油轮作带来的变化，岑巩县
龙田镇总院村党支部副书记、杂稻制种大户朱永
辉打开了话匣子：“过去大家的固定做法就是种
完杂交水稻后，稻田就闲置在那过冬，等开春再
翻犁种杂交水稻，现在政府鼓励‘稻油轮作’，让

‘冬闲田’变成了‘四季田’，效益大大提高。”
为了让种地更有奔头，龙田镇积极抢抓杂

交水稻制种、常规水稻和油菜适时生长的季节
时间差，采取水旱轮作方式，积极推行“稻—
油菜”接茬轮作，引导鼓励农民利用杂交水稻
收割后的闲置稻田接茬种植优质油菜 6000 余
亩，有效提高土地效益，确保一年四季无空
闲，实现“一年多季”“一田多收”。

希望的田野稻浪滚滚。在清镇市，2万亩稻

油轮作项目已在今年春天落地，农民可实现产
值 7488万元；在长顺县松港坝区，1600亩的稻
油轮作种植示范区让松港村 194户村民户均增收
近 1.7 万元；在荔波县小七孔镇，“稻油+旅游”
特色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成了集餐饮、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体验旅游精品路线。

护好青山得“金山”，畜牧产业添精彩。关
岭自治县断桥镇大理村，蓝天白云下青山绵
延，盘山公路延绵而上，公路两旁 1500亩皇竹
草十分茂盛，微风轻吹，如同一道道翻滚着的
绿色波浪。

“种植了 30 亩皇竹草，养 40 余头关岭牛，
每年大概有 10余万的收入。”说起“家业”，村
民刘忠富笑着说。

种植牧草喂牛，牛粪又是很好的有机肥
料，绿色循环的养殖方式有力带动了全省肉牛
产业蓬勃发展。在兴义市义龙新区顶效街道查

白村种草养牛示范社养殖场，牛儿们“哞哞”
的欢叫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往食槽内投
放饲料，养殖场内一派忙碌的景象。“合作社现
在存栏近 500 头，每年出栏量 1000 多头，除了
分发农户 200 多头，还每天提供给附近学校食
堂。”查白村副支书刘正刚介绍，合作社主要以
肉牛的养殖、销售、饲料加工、牛肉等为主，
年产值达 1200余万元。

牛羊满坡奔跑，生猪圈内添膘。我省生猪
产业通过内培外引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组
织开展“大场带小场”行动，推动形成以龙头
企业为引领、农民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
小散养殖户为基础的协同发展格局。

如今，贵州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步履
稳健。围绕粮油作物和 12个特色优势产业，让山
上绿色赋能，让坝区五谷丰登，让村落六畜兴旺，
把秋天的丰收曲唱成一年的“四季歌”。

9 月 22 日，在位于贵阳市白云区的中国航
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做好
防疫的同时，有序开展生产。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左春林 摄

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地面保障设备，能有效为飞机发动机
等部件进行降温处理，是行业内独家产品；

贵州群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圆满完成
“神舟飞船”系列与天宫系列空间对接、嫦娥
四号、五号月球科考、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等
国家重点工程传动产品配套任务，成为“飞
得最高的齿轮”；

葛洲坝水利工程、三峡电站、天津港、
广东虎门大桥、贵州坝陵河大桥、北盘江大
桥等重大工程项目中均有贵州钢绳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助力。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一批“三线”企业
相继落户遵义，近一个甲子的时间，这些企
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行业领军企业，为遵
义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为发动机等部件进行降温处理，是
行业内独家产品，市场占有率 100%。”位于
汇川区的中国航发贵州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

责任公司里，钳焊车间员工丁永江正围着一
个四四方方的“铁匣子”忙碌，这是公司经
济效益新的增长点——飞机地面保障设备。

作为一路走来的“三线”企业，中国航
发贵动公司不断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充分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为油田勘探设备等提供动
力支持，实现由“专”到“新”的全面发展。

“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从
资金、税务、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
是对我们‘专精特新’项目的资金扶持，让
项目进展顺利。”中国航发贵动技术部党支部
书记、副部长嵇强坦言，今后公司将努力为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今年 7月，问天实验舱由长征五号 B遥三
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入
轨，问天实验舱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
置，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这是
我国两个 20吨级航天器首次在轨实现交会对
接，也是空间站有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首次

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没有人能够想到，远在汇川区的贵州群

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为实现此次交会对
接、转位、太阳翼展开等关键动作提供了精
密齿轮传动部件。

一边接受太空“大考”，一边拓宽市场空间。
在该公司二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线现场，一

个个圆形的锻件经过精密加工，两分钟不到就
变成一件件锃亮的发动机齿轮。车间里的现代
化的生产线每天就能产出3000余件齿轮产品。

为在客户合同期限前完成订单，该公司
对自动化生产线程序、工装、刀具进行优
化。同时，还联合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创
新研发齿轮传动抗疲劳以及修型降噪技术，让
齿轮传动的耐久性和舒适度更强，把“小齿轮”
做成大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机器
人、工程机械、汽车等领域，也为“遵义齿轮”打
开了更广阔的销售空间。

日前，两根长4000米、直径54毫米的固

态聚合物绳芯载人索道绳在贵州钢绳 （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顺利下线，通过检测后发
给海外客户，这标志着贵州钢绳又一款产品
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该公司的生产车间
再次传出好消息——伶仃洋大桥吊杆用钢丝
绳产品全部下线。伶仃洋大桥使用的吊杆用
钢丝绳为 A 类镀锌钢丝绳，结构复杂，生产
周期长。在贵州钢绳有关部门和生产单位的
通力合作下，经过努力，最终按期保质保量
完成全部规格生产。

近年来，贵州钢绳加大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坚持
一手抓生产经营，一手抓异地技改搬迁，坚
持“精品+规模+服务”战略为导向，深耕线材
制品主业，形成了“巨龙”牌钢丝、钢丝绳、PC钢
绞线和缆索四大产品系列，年生产能力达40万
吨，同时还主持、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等
标准50多项，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从 山 沟 沟 里 高 飞
——遵义“三线建设”走来的行业领军企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霞

金秋九月，水城区花戛乡天门村今年种植
的稻米相继成熟，进入收割时节，当地布依族
村民们纷纷走进田间地头，抢抓晴好天气收割
水稻，确保丰收粮食颗粒归仓。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北盘江畔的花戛乡天门村
看到，群山绿水环绕间，金灿灿的稻穗覆盖在梯田
上，错落有致，一块块稻田被金黄色渲染得格外靓
丽，呈现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丰收画卷。行走于田
间地头，稻谷散发出的香味扑鼻而来，当地的布依
族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对水稻进行收割。

水稻是当地布依族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白
米、糯米、红米等多种种类。其中，红米的营养价
值极高，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香甜。但由于产
量、交通等条件的制约，天门村的红米种植面积

却逐年减少。近年来，随着当地交通、水利等基
础设施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当地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引导村民大力发展红
米种植，有效破解了红米种植、管理、销售的难
题，让红米成为布依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公司保底收购，不用愁销路，村民们种植红
米的积极性更高了。村民陆胜秀家今年种了十
余亩红米，这几天，她正和家人们忙着抢收今年
的稻谷，“一年要收得 6千斤左右，去年来收是 5
块钱一斤，卖得两三万块钱。”陆胜秀说。

据了解，天门村今年共种植水稻 5000 余
亩，其中红米有 2000 余亩，今年预计能收红
米稻谷 30 到 40 万斤，实现 200 万元左右产
值，带动300余户农户增收。

水城区

北盘江畔稻谷黄 红米飘香收获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谢勇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