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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财政局切实将未
成年人的权益维护和成长护航作为全年重
点工作之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
履行部门保障职能，及时安排财政预算经
费，确保预防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正常开展，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升未成年
人幸福指数。

保障宣传经费，营造良好氛围。预算
安排工作经费20万元，用于未成年人保护
事业宣传，全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社
会氛围，让社会充分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重要性，确保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思想
认识。

保障工作经费，促进和谐发展。预算
安排工作经费302万元，支持未成年人保护

和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引导未成年人积
极乐观成长，有助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

保障运转经费，提升服务效能。预算安
排运转经费506万元，用于青少年活动中心
建设和运转，向未成年人提供各类教育、娱
乐、培训场地，满足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
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服务未成年人效能。

保障项目经费，保护特殊群体。预算
安排项目经费1316万元，用于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孤儿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帮扶、困
难家庭儿童和失足青少年关爱帮扶等，织
密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大力提升未成年人
保护力度。 （刘 莉）

市财政局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为切实防
范食用野生菌中毒风险，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近段时间，钟山区
立足职责职能，积极行动，认真谋划，
不断强化防控部署，加大宣传力度，
构建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体系，全面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钟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野生
菌中毒防控工作，对野生菌中毒防控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防控工作目
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各镇（乡、街
道）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切实把
预防野生菌等食物中毒作为食品安
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提高思
想认识，严防中毒事件的发生。

在开展工作中，各部门加强信息
互通，强化协同联动，群策群力，紧盯
野生菌采摘、售卖、加工、食用各环
节，实现前置风险管控，最大限度降
低“从山林到餐桌”中毒风险。各镇
（乡、街道）、村（社区）通过设置警示
牌、拉横幅、上门发放宣传单、组织人
员上山开展野生菌巡查、铲除等方
式，从源头上宣传、阻断野生菌采
摘。多部门联合在百信农贸市场、康
乐农贸市场、便民疏导点、各乡镇赶
集点等农贸市场、流动摊贩集中重点
区域开展野生菌销售巡查，张贴宣传
海报，严格排查流动摊贩，管控菌类

采购、销售渠道。区市场监管局对餐饮单位加大检查力
度，严防餐饮单位采购、加工、食用野生菌。

此外，以村（社区）为宣传主阵地，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宣传活动，充分动员网格员、食品安全信息
员、协管员、镇乡街道干部职工力量，利用广播、喇叭、微
信、横幅、宣传栏、标语、入户等形式进行宣传，各村（社
区）通过院坝会、知识讲座等进行集中宣传，多渠道提高
宣传覆盖率。同时，积极推进宣传进学校、进集市、进商
户，多渠道、多角度提醒公众做到“三不”，宣传野生菌识
别、食用、中毒症状、自救及送诊等常识，全面提高群众
安全意识。

截至目前，钟山区各镇（乡、街道）上山开展铲除野
生菌、劝阻采摘活动 2 次，设置警示牌 88 个，上山巡查
150人次，入户宣传1000余户次，制作发放野生菌知识
宣传小册子 2000 册，张贴宣传海报 1100 张，利用院坝
会、赶集点集中宣传52次，营造“人人参与宣传、人人参
与防控、人人关心安全”的良好氛围，织密野生菌中毒防
控防线。

本报讯 夜幕降临，在六枝特区休闲广
场，霓虹灯牌下人流如织，以人间烟火为笔
触，一幅夜经济蓬勃发展的美丽画卷正铺
展开来。

华灯初上，六枝特区休闲广场“流光夜
市”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人潮在
各色摊位间穿梭，交谈声、叫卖声、烹饪的
滋滋声交织成一曲生动的都市夜曲。灯光
下，商户们忙碌的身影是夜市中最生动的
注脚。

在冷饮店的门前，不少消费者正等待
着一杯夏日清凉。年轻的店员们动作麻
利地配制、封杯、打包，空气中弥漫着清
新的茶香与奶香，与顾客们的欢声笑语
融为一体。不远处，特色小吃的摊位热
气腾腾，散发着浓郁诱人的香味，吸引着
众多食客驻足品尝，浓郁的香气和食客
们满足的表情，共同勾勒出夜市最具烟
火气的画面。

“我们都是附近的居民，知道这里在搞
活动，特意前来感受一下，一路上吃吃喝喝
逛逛，还挺休闲。”市民龚荣慧说。

据悉，“流光夜市”是六枝特区重点打
造的消费引擎，于今年1月6日启动规划建
设，3月下旬迎来首批商户入驻，5月10日，
28个摊位已悉数满员。这些汇聚地方风味
的商铺，既有从外地引入的知名品牌，也有
深植本土的特色商户，共同交织出一幅六
枝风情与多元美食辉映的夜间画卷。同
时，为厚植营商沃土，市场管理方推出房租
折扣与灵活免租期等实招，为商户经营注
入强心剂。

“自从4月份入驻流光夜市，平均每天
都有上百个客户来我们店里消费，每天的
营业额在2000元左右，总体来说还是挺不
错的。”入驻商家郑浪说。

“目前，‘流光夜市’入驻的28户商家均
已正常运营，每个月的营业额总计超百万
元。”“流光夜市”负责人付尚海表示，接下
来，将会联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夜市规
范管理，完善周边配套、加强业态创新，有
效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让“流光夜
市”成为辐射区域的夜间经济标杆。

（甘 稳 浦仕美）

六枝特区

夜市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夜市摊经营火爆。

“今年我们的辣椒种植面积扩大
到原来的四倍，近 800 亩朝天椒订单
种植前景良好，既促进了企业发展，
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我自己搞种植完全是摸着石头
过河，因为缺乏应对病虫害的经验，
防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又没有专业老
师指导，连农药使用都成了问题。”

“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
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是人们向往
的地方。转眼间已为你们服务了七
年 ，你 也 快 成 为 这 个 行 业 的 专 家
了。看你精心照料的果蔬大棚，花
期刚过，青翠欲滴，果实挂满枝头，
长势喜人。”

眼下正值辣椒苗移栽的黄金时

节，在盘州市鸡场坪镇官山居委会，
村民们抢抓农时，为辣椒苗移栽作准
备。与此同时，盘州市植保协会技术
人员奔赴田间，通过设备升级、技术
革新等服务全程管护秧苗，为当地农
产品产业发展注入技术动能。

“科技赋能农业，科学植保服务、
携农发展致富”，自从盘州市植保协
会成立以来，便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
完善服务体系，成为盘州市小农户、
农业经营主体在植保、耕种等技术方
面的“贴心人”，使农户和现代农业实
现有机衔接。

针对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及盘
州产业发展现状，协会在六盘水率先
引进了植保无人机 5 架，专业飞手 2

人，高效打药脉冲机 10 台，电动喷雾
器 200 余台，为盘州市软籽石榴等产
业开展飞防作业400多次，服务面积1
万余亩。科技赋能高效育苗的同时，
农机助农种植也成功破解传统人工
成本高、成活率不稳等难题。

在辣椒大棚里，盘州市植保协会
会长方德福正在耐心指导家庭农场
主敖小毕。“以前种地全靠自己摸索，
遇到病虫害就手忙脚乱，现在有专家
指导，种出来的辣椒品质好多了。”敖
小毕笑着说。方德福表示，通过这几
年的技术培训，越来越多的农民从

“农业小白”变成了“农技能手”，农业
正在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为帮助农户掌握科学的种植技

术，该协会大力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累计举办5届植保技术交流会，针对
软籽石榴、刺梨、小黄姜等特色产业，
组织200多场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培训，惠及1.8万余人次。通过系统培
训，已培养出 500 多名软籽石榴种植
专家和 300 余名刺梨管护能手，为乡
村振兴注入技术力量。

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通过“线
上直播+线下培训”双轨并行，累计开
展农业生产技术科普1200余期，构建
起覆盖育种、种植、管护全链条的科
普矩阵，惠及线下盘州513个村，近25
万粮食种植户，线上播放量达1000余
万次。

除了技术指导，协会还积极探索
产业发展新模式。他们打造了高标
准蔬菜种植大棚，采用“协会+科普阵
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方式，目前
已在六盘水建成5个科普阵地、5个科
普基地、13家农资标准店和8家技术
服务基地。这种模式从源头保障作
物质量提升，还实现从单边种植到多
产销售的融合发展，畅通销量，农场
的扩大经营不断与企业、商超客户和
农场主对接需求。

来到盘州市鸡场坪镇的辣椒地
里，农户们正忙着移栽辣椒苗。他们
动作娴熟地挖坑、栽苗、覆土，每一株
辣椒苗都寄托着丰收的希望。植保
协会的技术人员在一旁指导，确保移
栽质量。采用科学的种植方法后，这
里的辣椒成活率显著提高，预计亩产
将比传统种植方式增加30%以上，为
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机遇。

盘州市植保协会的创新服务模
式，正在推动当地农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方向发展。从技术指导到产品
销售，他们为农户提供全链条服务，
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尝到了科学种植
的甜头。“我们不仅要教会农民怎么
种，还要帮他们把产品卖出去，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增收致富。”盘州市植
保协会科普阵地负责人高兵说。

本报讯（蒋义健 全媒体记者 赵庆常）近日，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拉动演
练，进一步提高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水域应急救
援实战能力，全面做好“防大汛、救大灾”应急救
援准备工作。

此次演练模拟水城区明硐水库因连日暴雨
突发洪涝灾害，有大量人员被困。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支队级水域救援专业
队、战勤保障分队携带船艇类、水下救生类、通
信类、防护类、破拆类等水域装备器材 2600 余
件套，共计14辆消防车45名指战员到场处置。

演练按照“力量集结列队—报告拉动情况
—人员装备检查—科目操作演示”的程序实施，
对队伍的指挥构架、集结能力、人员编成、车辆
编队、器材装备配备、应急通信保障等内容进行

检查。并组织参加过水域救援培训的指战员现
场讲解了水域救援相关战术战法、装备佩戴要
求以及安全注意事项，对新配发的装备器材进
行实战测试，对舟艇编队驾驶、舟艇快速救援、
活饵救援、翻舟自救、离心力救援、水下机器人
搜救定位等科目进行演示。

演练过程中，各分队配合默契、沉着应对，
以精湛的技能和过硬的素质，高效完成救援科
目，进一步检验了队伍的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增
强了指战员的战备意识，强化了队伍应对水域
灾害救援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定期组织实战
演练，强化演练成果转化，切实提高水域灾害事
故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
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科技+服务”绘就产业新“丰”景
——盘州市植保协会创新服务模式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谢勇勇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

六盘水消防部门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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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天气大量的降雨，极易导致洪
涝、城市积水、道路堵塞交通中断等问题发
生，若不注意预防，会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这些防汛安全小知识抓紧了解！

暴雨来临时采取防范措施
1、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

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
设备。

2、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3、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

通道。
4、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

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5、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

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暴发的前兆，应
离开溪涧或河道。

6、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
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
段。

7、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
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

8、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
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

9、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求救。
雨季防雷注意事项

1、夏季气候炎热，雷雨天气较多，此
时外出旅游，尤其是游览大山古刹时，一
定要注意防止被雷电击伤，千万莫要掉
以轻心。

2、在打雷下雨时，严禁在山顶或者
高丘地带停留，更要切忌继续往高处观
赏雨景，不能在大树下、电线杆附近躲
避，也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
应尽快躲在低洼处，或尽可能找房子或
干燥的洞穴躲避。

3、雷雨天气时，不要用金属柄雨

伞，摘下金属架眼镜、手表、裤带，若是
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亦应远离
其他金属制物体，以免产生导电而被雷
电击中。

4、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
游泳、划船、垂钓等。

5、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时，若
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即关掉室内的
电视机、收录机、空调机等电器，以避免
产生导电。打雷时，在房间的正中央较
为安全，切忌停留在电灯正下面，忌倚
靠在柱子、墙壁边、门窗边，以避免在打
雷时产生感应电而致意外。

6、当发生雷击时，旅伴应立即将病
人送往医院。如果当时呼吸、心跳已经
停止，应立即就地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和
胸外心脏按摩，积极进行现场抢救。此
外，要注意给病人保温。若有狂躁不安、
痉挛抽搐等精神神志症状时，还要为其
作头部冷敷。对电灼伤的局部，在急救
条件下，只需保持干燥包扎即可。树木
下、靠近河湖池沼以及潮湿地区是雷击
事故多发区。

7、在室外，要考虑到雷电活动区
域，看雷电活动远近，一般是听雷声就
能判断出远近，不要躲到避雷针和大
树下面。在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
因 为 雨 伞 有 针 尖 ，电 场 强 度 要 集 中
些。不要在空旷地方打手机。要蹲下
来，两脚并拢。

8、如遇雷雨天气，最好躲入一栋装
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
内。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

“避雷所”，一旦这些建筑物或汽车被雷
击中，它们的金属构架或避雷装置或金
属本身会将闪电电流导入地下。

防汛安全小知识

演练现场。

技术人员指导农户移摘辣椒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