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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自清镇市农业产业服

务中心的消息，2024 年，清镇市政策性

农业保险共产生理赔 2623 件、赔付金

额达 6590 万元，涉及农户、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共计 23092 户次。

据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保

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给予

财政补贴等政策扶持的农业保险，是

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

清镇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数量、

保费规模、险种类型都呈逐年增长趋

势，农户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农险服

务质量明显提升，群众参保积极性逐

步 增 强 ，财 政 补 贴 资 金 保 障 有 力 。

2024 年，清镇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涵盖

22 个险种业务，实现全市 12 个乡（镇、

街道）全覆盖，为辖区农业产业提供了

充足的风险应对保障。

为更好地服务农业产业，清镇市发

动保险公司创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工作，通过“保险+期货”“鸡饲料价格

指数+期货保险产品”“肉牛养殖+物联

网创新试点保险”等方式，基本形成了

覆盖全市的农险服务网络体系。

（刘付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

清镇市去年政策性农业保险
赔付6590万元

本报讯 近日，市民罗女士将一面

绣有“跨省业务零障碍 企业服务加速

度”字样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贵阳

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感谢政务大厅工

作人员通过跨省通办机制帮她解决了

省外企业注销难题。

据了解，罗女士于几年前在四川成

都注册了一家公司，工商注册地属成都

市新都区，现在需要注销企业。由于申

报工商注销涉及清税证明、工商注销两

项业务，如果选择贵阳成都往返办理，

至少需要 2 至 3 个工作日，时间成本

高。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贵阳经

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寻求帮助。

政务大厅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

即启动跨区域协作流程，借助纳税互动

平台，查找税务清税及工商注销端口，

通过电话详细沟通、线上传递资料，并

在两地税务部门的协同配合下，成功为

罗女士远程办理了工商注销业务。

近年来，贵阳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依

托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及“高效办成一件

事”等机制，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

务效能，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接下来，贵阳经开区将继续以开发区

“五优”改革为牵引，纵深推进“放管服”

改革，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通讯员 兰琦云）

贵阳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

合力办理跨省业务
群众赠送锦旗致谢

本报讯 近日，观山湖区长岭街道

携手辖区爱心企业，在悦然广场举办了

“瞳梦国奇旅 小玩童游园会”亲子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纷纷挑战“解锁鲁

班密码”等趣味关卡，成功冲关后可获

得文具套盒等精美礼品；童梦涂鸦墙、

跳蚤市集等特色区域也吸引了众多孩

子，他们挥洒创意、自由交易；奇幻话

剧《瞳梦国奇旅》将孩子们带入到一个

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现场不时发出

欢快的笑声。在包饺子大赛中，初次尝

试包饺子的孩子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

作，在家长的耐心指导下，认真动手参

与，现场氛围热闹而和谐。

“此次活动通过设置游乐项目，为

孩子们打造一个集趣味观赏、互动体验

于一体的活动空间，搭建了亲子交流的

平台，吸引众多家庭参与。”长岭街道

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积极

整合资源，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

步丰富辖区少儿和居民的业余生活。

（罗红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长岭街道——

举办游园会亲子活动

走进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幸福村，仿

佛踏入一幅宁静而美好的田园画卷：纵

横交错的柏油乡村马路，将一幢幢特色

民居串联起来，金黄的油菜花点缀其

中，美不胜收。

近年来，幸福村抢抓发展机遇，依

托自然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以农村“五

治”为抓手，发动村民改造闲置农房，打

造幸福旅居目的地。2024 年，该村接待

游客 1200 人次，全村旅居综合收入达

120 万元左右，奋力打造乡村振兴的“幸

福样本”。

发展旅居产业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在幸福村，谈起近年来越来越红

火 的 旅 居 产 业 ，村 民 口 中 常 提 及 一

个 人 ——王有福。王有福是村里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也是乡村旅居发展的

带头人。

“2015 年，我在湖北一个乡村旅游

时，对比发现我们村里的资源条件也很

适合做乡村旅游，尤其是避暑旅居。”王

有福回忆道。

幸福村距离修文县城仅 2 公里，距

离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地

阳明洞不到 1 公里，交通便利，文化历

史 底 蕴 浓 厚 。 该 村 植 被 覆 盖 率 超 过

70%，气候宜人，是避暑的理想地点。

说干就干，回村后王有福便将自己

家的房屋改造成含餐饮、住宿、娱乐为

一体的福雅民宿。

独木不成林。王有福在自身发展

的同时，还号召附近村民一起行动起

来，重新盘活闲置农房。增添绿植、翻

建房屋、装修设计……村民的自建房摇

身一变成了错落有致的民宿小屋。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在幸福村党

支部带领下，幸福村成立了修文乡缘休

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8+1+1+

n”的经营管理模式，即每月返还民宿总

收入的 80%给民宿老板，10%用于考评

和日常管理，剩余 10%作为合作社的日

常经营管理费用，其中，从日常经营管

理费用中提取 20%，持续壮大村集体经

济，促进旅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通过对游客统一接待、统一安排、

统一管理，杜绝了收费标准不统一、恶

性抢客等行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

客满意度。”王有福说。

目前，幸福村已发展民宿41户，拥有

客房377间、集中食堂9家，可一次性接待

游客 700 余人。幸福村民宿还入选 2024

年“爽爽贵阳·旅居生活”重点产业项目。

提升服务水平
打造优质旅居环境

还在春日赏花，幸福村“田园小住”

的老板杨秀会就已接到避暑旅客的预

约订单了。“目前已有两位客人预订了

房间，都是去年的老顾客，他们把拖鞋、

洗漱用品等都寄到我家了，准备长住

呢！”杨秀会说，去年，她家每个房间都

设置了单独卫生间，大大提升了游客的

住宿体验。

近年来，幸福村以农村“五治”为抓

手，在充分保留乡村风貌的基础上，改

造提升人居环境。“治水”“治厕”方面，

同步推进“厕所革命”与污水收集处理

系统一体化建设，初步解决了 48 户村民

的生活污水收治难题，并建成了公共厕

所，为游客提供便利。

“‘治房’方面，我们动员群众把房

屋周边的残垣断壁拆除，同时向上级部

门争取宜居农房改造项目，根据群众意

愿实施庭院改造，配套小围墙和小菜

园、小花园、小果园等景观，使村庄环境

更加优美。”幸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孙大江说。

为了保持村庄整洁，村里以发展民

宿为契机，动员村民主动整治乱扔垃圾

行为。去年，村里还探索实行治垃圾

“1+1+10+100”模式，创新开展环境整治

工作，划分6个区域，由1名党员负责1个

垃圾桶，组织至少10户村民打扫100米道

路，实现了环境的常态化清洁。

此外，幸福村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根据游客反馈，对河滨景观

进行“微改造”，修建了约 5 公里的健身

步道，让之前杂草丛生的河岸，成为村民

游客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场所。同时，

还开通了交通车和旅游大巴，新增村第

二卫生室，进一步提升整体环境和服务

水平。

幸福村还注重提升村民的服务意识

和技能，定期组织培训，为村民讲解服务

技能、餐桌礼仪等知识，提高村民在接待

游客时的专业水平。“我常说要像对待亲

人一样对待游客，细致入微的服务便是

我们幸福村最大的亮点。”王有福说。

探索全域旅游
推动业态全面升级

“虽然去年避暑季接待了 1200 人次

的旅客，但旺季只有两个月。为了进一

步促进村民增收，村里围绕‘吃住行游

娱购’发展‘民宿’产业，实现‘避暑旅游

’向‘全域旅游’的转变。”孙大江说。

为了丰富游客的采摘体验，幸福村

除了种植猕猴桃、杨梅、葡萄、玉米等供

游客采摘，还在今年开始种植生态蔬

菜，并新增种植 25 亩树莓，让游客在享

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亲手采

摘的乐趣。

在住宿方面，幸福村的部分民宿新

增了非遗养生功能区域，通过古法熏

蒸、古法瑶浴等民族养生方式，为游客

提供更加丰富的体验。此外，村里还

计划推出酸菜蹄髈、烤小肠等特色本

土食品，方便游客在游玩之余选购地

道美食。

为了推动“幸福旅居”产业发展壮

大，幸福村引进合作企业，对村庄进行

整体规划，力争用三年时间健全配套产

业链，让旅居民宿达 80 户以上、高端精

品民宿达 3 至 5 家。

如今，幸福村的旅居业态愈发丰

富。“我们将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推进垃圾、污水治理和村

容村貌提升，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同

时，推动阳明文化、民族文化与旅居产

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提

升服务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多

元的旅居体验。”孙大江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顾林晗

农旅融合勾勒“幸福样本”
——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幸福村发展乡村旅居产业见闻

幸福村福雅民宿的楼顶花园（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