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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婷婷）10月
27日，记者从《遵义市红高粱生产
环境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规
定》于今年6月28日由市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9月27
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自2023年11月1日起
施行。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汪立介绍了《规定》的制

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吕川，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
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鹏，市人
大农经委主任委员何键，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付长江就我市在保护
和发展红高粱产业方面的举措和
成效等回答了记者提问。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昕主持发
布会。

据了解，在制定《规定》的过程
中，市人大常委会全面梳理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践行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有
关要求，到我市多个红高粱种植、
收购、贮运基地实地了解情况；多
次到红高粱种植、收购、贮运企业，
白酒酿造及其他食品加工企业听
取意见，召开立法咨询专家座谈
会，论证相关专业问题；通过《遵义
日报》、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遵
义发布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平台全
文公布《规定（草案）》，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建议。
《规定》共23条，明确了适用范

围和定义。《规定》所称红高粱是指
主要用于白酒酿造等食品加工，具
有粒小皮厚、支链淀粉含量高、单
宁含量适中等特点的本地糯高
粱。红高粱生产环境是指本市红
高粱种植、收购、贮运、加工、品牌
建设等所依赖的物质要素和非物
质要素的组合。

《规定》明确，将依法加强标准

体系建设，突出我市红高粱优势
与特色。加强品牌建设，培育和
发展具有地域优势和地域特色的
品牌，提升品牌效应。鼓励开展
集中连片基地种植，推动红高粱
生产基地化、规范化发展。同时，
还对保护区和红高粱收购、贮运
的禁止行为分别进行规定，对违
反《规定》的有关禁止行为设定了
罚则。

《遵义市红高粱生产环境保护规定》
自2023年11月1日起施行

奋力谱写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陈仕）10月25
日，遵义市检察机关第二次案例
集中讲评会举行，来自市县两级
检察院的检察官围绕具体案件办
理过程中的政治考量、大局意识、
风险评估、为民担当等进行了案
件讲述，讲述案例涵盖了知识产
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维护营商环境、安全
生产及卫生健康等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自今年5月启动“透
过业务看政治讲忠诚”活动以来，
遵义市检察机关将政治建设和业
务建设相融合，引导全体检察干
警在办案中更加注重服务大局、
风险研判、矛盾化解，做实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效办案。

讲评活动既是加强党的建设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更是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市县两级检察院
党组班子率先垂范，在今年6月
开展的第一次集中讲评活动中，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和14名基层
院检察长带头开展讲述，以务实
举措确保整体讲评活动取得实打
实的效果。

检察办案的目标是“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检察官们讲述时既
讲案情、又讲考量，既讲方法、又
讲担当，一个个特色鲜明的案件

“小切口”，都体现出群众的切身
利益。

检察官们始终把“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全面
融合在履职当中，通过讲述展示了
检察办案质量、效率、效果三个维度
的有机统一。一体履职、融合履职、
能动履职，“讲”和“评”有效促进了
理解、升华了认识、增强了效果，将
进一步推动遵义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以党
支部、青年理论小组集中学习为主
要载体，共计开展案例讲评活动
113场次，其中，集中讲评22场次，
共计272人次进行了案件讲述。

遵义市检察机关

以案例讲评推动政治建设
与业务建设深度融合 （一）

深秋，清澈的狮溪河水自北向
南缓缓长流，桐梓县狮溪镇黄坪坝
区3181亩金色水稻已进入收割尾
期。趁天气晴朗，种粮大户娄方书
驾驶收割机，和当地农民一起，在
他承包的850亩稻田内抢收稻谷。

黄坪坝区田园秋收秋种场景
真热闹。狮溪镇农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邵鹏来到娄方书的基地旁，指
导当地农民开沟排水，翻犁稻田种
植油菜。这位2017年毕业于河南
农业大学作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曾
参与袁隆平院士水稻研究项目，他
一来贵州，便一头扎进狮溪，致力
于的高产研究。

“去年8月，农业服务中心在黄
坪坝区胜利组流转了100亩稻田，
作为粮油产业试验基地，目的是通
过基地进行粮油品种试验示范、粮
油生产技术推广。试验示范团队
共有7名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引进
了100多个水稻试验品种，目前已
选育出10个适合狮溪气候条件及
土壤条件的品种进行推广种植。
在种植过程中，通过提高亩均种植
密度，施用作物酵素和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措施，让科学技术全面
根植于田间生产管理各环节，收到
良好的增产增收效果。”邵鹏说。

据了解，以前的黄坪坝区受自
然灾害的影响，经常被河水淹没，水
打沙没，高低不平；通过防护河堤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今坝区实现地
平整、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宜机
化的理想生产条件，加上全程机械
化种植，实现了减工降本增效益的
目标。今年坝区3181亩水稻，预计
产量可达2068吨，产值达830万
元。全镇种植的1.2万亩水稻，预计
产量7200吨，产值达3000万元。

（二）
狮溪水稻高产只是我市农业产

业化进程的一朵浪花。如今，从大
娄山山脉到乌江河畔，从东部茶海
到中部辣椒穿越西部红粮，我市农
业产业化进程一路探索、一路拼搏。

前不久，在仁怀市茅坝镇，高粱
丰收的场景让人流连。52台收割机、
无人机、旋耕机等大型农业机械加入
秋收主战场后，比从前的人工收割节
约半个多月的时间，3.5万余亩高粱
今年共收获8614吨，3426户群众分
享着丰收的喜悦。农业产业化有了
机械化的加持，不仅可以提高作业效
率，还可减少收割过程中的损失率，
达到了粮食稳产增收的效果。

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四
新”主攻“四化”，以农业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六大提升行动”和促进
农民增收“四增行动”为抓手，牢牢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突出抓好重要
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聚力发展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延伸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扎实推进以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基础的农业
现代化。全年粮食生产丰收已成
定局，预计完成粮食播种面积918
万亩以上、产量247万吨以上。今
年，全市创新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达56万亩，通过发展“稻+渔”综
合种养，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多
收、稻渔共生、生态循环”，确保了
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丰产增收。

记者近日在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全市大力实施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实行各级党政领导领
办粮食生产示范田，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
领办基地，推行农技人员创新创业
和“揭榜挂帅”，推动全市形成了

“重农抓粮”的浓厚氛围。
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基础

上，大力实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提
质增效、生态养殖扩群增量提升行
动，突出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发展壮
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助推农业经
济稳步增长。今年以来，全市茶园
已投产143万亩以上，蔬菜（含辣
椒）种植面积435万亩以上、中药材
种植面积189万亩以上、食用菌种
植面积3.79万亩以上，已出栏生猪
357万头以上、牛羊80万头（只）以
上、家禽2025万羽以上，禽蛋产量
达3.64万吨、渔产量达6.46万吨。

最为可喜的是，我市农业产业
链持续发力，依托全市846家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加快建设农产品加
工集聚区。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农产
品加工总产值470亿元以上（不含
烟酒），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保持
全省第一方阵。围绕农业全产业链
加强品牌培育，今年已新增认证绿
色食品 18 个，15 个农产品入选
2023 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成功举办茶博会、辣博会、农民
丰收节等活动，积极组织企业参加
全国各类涉农展销会，依托“农产品
七进”、东西部协作、直播带货、电子
商贸等渠道，大力推动农产品对外
营销推介，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农产
品销售额达185亿元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杰表
示，我市将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和生
态畜牧渔业提质增效，扎实抓好
178万亩油菜为主的秋冬种和生态
畜牧业的增栏增养工程；组织全市
群众积极参加2023年40.5万亩高
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工
代赈的方式，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培育和引进优强龙头企业，不
断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通过引
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大力宣传和
推广遵义优质特色农产品，不断拓
展遵义农特产品的市场，提高遵义
优质农产品的附加值，助推遵义农
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遵义农业现
代化目标。 （记者樊明富）

喜看稻菽千重浪
——我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走笔

新华社北京 10月 27 日电
为进一步便利社区居民生活，商
务部将组织开展“2023全国一刻
钟便民生活节”，推动品质商品、
绿色智能家电、家居焕新、餐饮服
务、汽车展销、再生资源回收进社
区，活动时间为2023年11月1日
至12月31日。

商务部27日公布组织开展
“2023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
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活动以

“百城千圈联动 便利美好生活”
为口号，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多方联动、居民受益”方式，
广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切实增

强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满
足感。

通知提出，推动品质商品进
社区，鼓励聚焦老字号、国潮商
品、进口商品、文创产品等，在社
区开展巡回展、嘉年华、文化周等
形式多样的展示展销活动；推动
绿色智能家电进社区，鼓励在社
区举办家电促销活动，通过政府
支持、企业促销等方式，推进绿色
智能家电以旧换新；推动家居焕
新进社区，鼓励家居卖场、家居产
品和家装企业、电商平台，在社区
组织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餐
饮服务进社区，鼓励发放社区餐

饮消费券、优惠券，开展美食节、
美食汇、美食大赛等各具特色的
体验活动和老年助餐服务；推动
汽车展销进社区，鼓励在有条件
的社区开展汽车展示展销、体验
试驾等活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
进社区，鼓励在社区设置废旧家
电家具等临时存放点，方便居民
装修、搬家。

据了解，活动鼓励便民生活
圈前三批150个试点城市2973
个便民生活圈行动起来，自主确
定活动内容和举办时间，因地制
宜开展便民服务主题活动。

“2023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
将于11月1日启动

10 月 27 日 ，
无人驾驶机械在江
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十总镇育民村高标
准农田收割水稻
（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江苏
省南通市通州区大
力推进农机装备智
能化水平，实现了
数字技术与农机装
备的深度融合，为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
了有效技术支撑。
目前，全区已相继
建成省、市、区各级
粮食生产“无人化”
农场 6 个，特色农
业全程机械化示范
基地11个。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