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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办好民生事
厚植群众获得感

奋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红花岗区金鼎山镇大力发展农旅一体化生态农业经济，积极引导群
众种植精品水果，拓展观光采摘、餐饮住宿等近郊旅游项目，打造集生态农业、休
闲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眼下正值桃李飘香时节，该镇黄钟村的黄桃成熟进入采摘期，香甜可口的桃
子受到市民的欢迎。

（记者 俞晖昝煜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第十四届中国民间
艺术节将于2024年10月在江西
省瑞金市举办，贵州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组织报送的两个节目入
选，其中一个入选节目为遵义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报送的民歌《白
岩高点晒花鞋》。

据了解，《白岩高点晒花鞋》
是贵州省级非遗“桐梓狮溪高腔
大山歌”的代表曲目之一。“狮溪

高腔大山歌”是流传在桐梓县北
部水坝塘、狮溪、芭蕉、羊磴等乡
镇区域的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原生
态山歌，2007年5月被列为贵州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
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该山歌
融合了巴蜀文化、夜郎文化与中
原文化而形成独特的山地文化，
既有贵州高原民歌高亢明亮的特
色，也具巴蜀船工号子的粗犷豪

迈之风。
表演者“乡巴佬组合”来自遵

义市原生山歌、民歌传承演唱推
广组合，代表作品有《摘菜调》《撵
野猫》《白岩高点晒花鞋》等，多次
获得“多彩贵州”遵义赛区原生态
唱法金奖。2010年6月，“乡巴佬
组合”登上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CCTV-4）《中 华 情》栏 目 。

（本报记者）

第十四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10月在江西举办

遵义民歌《白岩高点晒花鞋》入选
(上接一版)
顺应民生需求和基层实际，应

运而生的“红色物业”于十年前从
迎红街道兰家堡社区开始试点。
在党建引领下，兰家堡社区协调业
委会、物业、社区多个主体，形成

“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体系，共同
解决社区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党组
织全链条延伸到小区、网格、楼栋、
物业公司，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在具体实践中，“民情、爱
心、平安、卫生、家政、维修”六大红
管家和全科网格员，从群众中来，
又到群众中去，切实为群众服务，
真正让干群联系更加紧密、社区服
务更加完善、居民生活更加方便。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群众
的事情，群众说了算”。深入实施
1314工作法，即：坚持以社区党组
织为一个发力点，指导居委会、自
协委、物业公司三个着力点，落实
为人民服务这个落脚点，充分发挥
监委会、业委会、两代表一委员、群
团组织四个支撑点的作用，组织发
动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通过

“入户听诊会、党员讨论会、群众坝
坝会、民主协商定”的“三会一定
法”实现基层治理共商共治，最终
就兰家堡社区物业费、停车费收取
标准达成共识。迎红街道其他社
区“红色物业”收费标准也根据小
区人员总数，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共商共议决定。

纵向延伸服务触角，多元提升
服务质量，让社区“小阵地”持续释
放“大效应”，幸福“再加码”。从推
行“清单化、全天候、定制化”服务，
到“十要五不准”十大民生实事全
部完成；从小区事务共同议、文明
创建共同评、居民公约共同守、小
区设施共同管、小区环境共同治、
小区安全共同护，到持续深化社区

“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提档升
级……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
幸福。“红色物业”的成立让兰家堡

社区物业费收取率从原来的不足
10%提升至98%，矛盾纠纷逐年下
降，每年能为社区带来20余万元
集体经济纯收入，2021年兰家堡
社区获得“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迎红街道完成7个社区领
办型“红色物业”的推进，带动101
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每个社区的具体实际情况不
同，推进‘红色物业’建设要因地制
宜。”“‘红色物业’要充分发挥‘红
管家’‘网格员’的重要作用。”“‘红
色物业’要始终坚持公益性属性，
不以营利为目的，维持资金平衡是
基础，账目公开透明是关键”……
这些天，迎红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
正在辖区多个社区连轴转，面对面
向基层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倾听群众的诉求和心
声，收集大家对深化“红色物业”建
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要走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路，必须要坚持与时俱进、实事
求是，以改革破局、创新破题、发展
破难，为此我们在前期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提出，要把
党的组织和工作体现在联系服务
群众的‘神经末梢’，持续深化‘红
色物业·生命+、网格+、服务+、合
伙+、智慧+’五加建设，进一步激活

‘六大红管家’和‘全科网格员’的内
驱力，真正以精细化的优服务实现
基层社区的优治理。”迎红街道党工
委书记朱昌果如此说道。

遵循这一思路，目前迎红街道
党工委明确，要聚焦“整街推进、全
域提升”，切实强化党建引领，充实
红色队伍，凸显红色引航力；强化平
台建设，汇聚红色联盟，提升红色服
务力；强化改革突破，夯实红色基
础，激活红色内驱力，深入推进“红
色物业·生命+、网格+、服务+、合
伙+、智慧+”五加建设，用心用情办
实办好民生事，厚植群众获得感，努
力实现“党建凝心、惠民贴心、沟通
真心、治理用心、和谐同心”的目标。

遵义市森林覆盖率62%，夏季
平均气温24.4℃，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和凉爽宜人的气候，这里
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的目的地
之一。随着“避暑候鸟”归来，遵义
各地“避暑经济”持续升温，也带动
群众实现增收。

一大早，住在桐梓县大河镇七
二社区里的“避暑候鸟”们，开启了
新一天的清凉度假生活。在绿水
青山间，大家伴着习习微风，有的
弹奏吉他，有的唱歌走秀，尽享夏
日乐趣。

“早上散步、晨练，晚上唱歌、
跳舞，我们在桐梓的避暑生活充满

阳光，身体也更好了。”重庆游客梅
建军说。

退休女教师贺光义说：“桐梓
山好水好空气好，我到这里来避暑
已经10年了，每次来都要住上两
三个月。锅碗瓢盆、换洗衣服都不
带走，第二年来接着用。”

七二社区，因境内210国道上
的七十二个回头弯而得名。每年
夏季，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6℃左
右。凉爽的气候，满眼的森林和散
落在林间的客栈民宿，让这里成为
各地游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自2008年以来，七二社区就
依托良好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业。如今，通过不断
增加旅游项目、完善旅游服务，该
社区已发展乡村民宿110余家，每
年接待避暑游客逾20万人次。

“每年的6—9月，我们要接待
游客 150 人，年收入 20 万元左
右。”七二社区云雾山庄负责人胡
亮亮说。

寨坝镇位于习水县北部，这里
平均海拔约1000米，森林茂密、湖
泊环绕。每年夏天，来自川渝地区
的“老街坊”们，在这座美丽的小镇
避暑纳凉。

“夏天这里很凉快，比重庆舒
服得多，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这里。”

重庆游客李晏秀说。
“我们第一次来避暑是2021

年，觉得这里生态好、气候好，就干
脆买了一套房子作为避暑小屋。
每年孩子一放暑假我们就回到寨
坝，这里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了。”重庆游客沈婧这样说道。

据了解，根据避暑康养游市场
需求，寨坝镇共建成旅游地产项目
16个、商品房约2.3万套。今年以
来，当地聚焦“避暑经济”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先后完成了森
林公园、儿童乐园等方面的建设，
同时持续提升医疗、物业等服务水
平，让业主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习水县寨坝镇云岭翠湖小区
负责人周其福介绍道：“我们每年
都会对环境进行优化，今年修建了
2公里的环山步道、小广场和山体
公园，并完善了业主食堂、超市等，
进一步丰富了小区业主的生活。”

据了解，去年夏季，遵义全市
共接待游客6079.8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718.37亿元。眼下，遵义
市正紧紧围绕20个旅游生态圈，以

“避暑度假到遵义”为主题，推出激
情漂流、地心之旅、森林康养、夜游
遵义等系列夏季专属旅游产品，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消暑大餐”。
（税会静 罗霜记者周国栋张亚）

遵义：“候鸟”觅清凉避暑经济正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