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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上午，在第26届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上，举办
儋州市农产品公用品牌暨特色农产品媒
体推介会，海南农乐春蕾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蕾公司）生产的“那大
好米”获得“儋州有味”农产品公用品牌的
使用授权。

在成功打造“那大好米”品牌的同
时，还解决了那大镇大片撂荒地的问
题。以那大镇西联居红旗片区为例，
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加上水利灌
溉设施多处损毁，导致 1123 多亩田地
撂荒。

如何为撂荒地找出路？那大镇决定
以党建为引领，引进春蕾公司在茶山村、
屋基村建设水稻种植基地，进行繁种繁殖
试验，经测产每亩达700斤，每亩每年的
收入可达4000元左右，远超普通种粮亩
产收入。

在试验成功后，2023年，春蕾公司加
大投入，租下近5000亩撂荒地用于种植

“那大好米”。
在盘活撂荒地的同时，带动当地农户

增收。“我们为农户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
并承诺保底价收购，极大激发了农户们的
种植积极性。”春蕾公司米业总经理姜彬

介绍，公司采用“两个确保，两个共享”的
合作模式让利于民，保证农户每亩水田的
收入不低于800元。

别的村通过盘活撂荒地来增收，而石
屋村则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增收新路子。

今年9月，经过重新装修的石屋村民
宿开门营业。这是那大镇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将石屋村闲置的老招待所盘活变身
为精品民宿的新举措。

上世纪50至70年代，石屋村是集体
存款100万元、粮食存量100万斤的“双
百万村”。然而辉煌过后，随着时光飞逝，
石屋村的发展逐渐沉寂下来——该村产
业结构单一，以种植橡胶、水稻为主，近年
来橡胶价格走低，影响到村民收入。为
此，石屋村不断在寻找推动村民增收的好
方法。

借助儋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新校
区落户石屋村的大好机遇，石屋村和儋
州市委党校签署合作协议，作为市委党
校教学实践基地，以“下订单”的模式，安
排到党校学习培训的学员到石屋接受红
色教学实践，打造石屋村“教学+”的产业
增长点。

合作协议签订后，那大镇迅速整合相
关资金，主动协调省规划设计院对石屋村

进行整村规划，计划总投资3000多万元，
目前已投入资金902.3万元打造石屋村红
色文旅项目（一期）。

建于上世纪70年代老招待所改造是
该项目的重点。通过对招待所的外立面、
屋面、水电进行改造及结构加固，在保留
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其变身精品民
宿，由原本的25间客房升级改造成33间
客房。

除了打造精品民宿，那大镇还对石屋
村乡村带头人精神馆和胡松纪念馆的外
立面进行改造，并新建面积约2618平方
米的休闲广场和3198平方米的停车场，
满足游客游玩及停车需求。

民宿住客一批又一批，游客也接连
不断，那大镇依托石屋村本地资源开创

“教育培训+红色旅游+休闲观光”的发
展模式，擦亮该村红色旅游名片。据统
计，石屋村红色文旅项目（一期）建成
后，石屋共接待79批、1891人前来参观
学习，民宿从9月试营业以来，营收12.8
万多元，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
时，带动了周边农户务工就业，村民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
（本版策划/林舒 撰文/心仪、林舒

图/袁才）

儋州那大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

服务群众不间断 件件好事暖民心

“以前这一段路一
直没有灯，晚上出行很
不方便，现在路灯装起
来了，我们都很开心。”
看着家门口亮起的路
灯，儋州市那大镇军屯
村三鸣小区居民叶丽金
很开心，“路灯亮了，晚
上出门或回家都安全多
了，这是好事啊！”

叶丽金的喜悦折射
出那大镇以实际行动为
民办实事的成效。今年
以来，那大镇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扎扎实实为民办实
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路顺了 环境美了 街道秩序更井然

近日，在那大镇红旗街，几名工人在
忙着铺设地砖、安装雨棚、涂刷油漆。

这里为何要施工？这要从相隔约
500米的红旗农贸市场说起。红旗农贸
市场是儋州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每天
人来人往。

繁华的市场为儋州市民带来了便利，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上午堵、下午脏、
夜间乱，红旗市场周边住户苦不堪言。

为解决此问题，那大镇采取蹲点调研

的方式，深入了解红旗市场周边问题的症
结所在。“街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产生生
活垃圾，污水乱倒，还造成交通拥堵，特别
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市民羊春菊表示。

掌握现场情况后，那大镇制定解决
方案，在离红旗市场约500米处的红旗
路两侧，建设长240米、拥有80个摊位的
早晚便民集市，引导流动商贩集中经营，
打造集白天便民与晚上休闲于一体的网
红集市。

“白天我们会引导周边的流动商贩到
集市摊位里来经营，让菜农有一个自产自
销的场所，避免占道经营，影响街道的交
通秩序和环境卫生。”那大镇有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便民集市80个摊位框架已经
搭建完毕，平直的水泥道路已经铺设完
工，集市彩色的门头也已经搭好。“便民集
市的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5%，计划月底投
入使用。”那大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主体多了 责任明了 小区治理更高效

“‘六方共治’实施后，很多问题都解
决了，我们小区的环境、氛围大为改观，
我要为‘六方共治’点赞！”近日，那大镇
丰华小区业主符岳图心情舒畅，在“六
方共治”模式下，他作为业主代表直接
参与小区治理，提出的建议都在逐步推
动完善。

何为“六方共治”？这是那大镇在丰
华小区试点实行的小区治理模式，即推
动属地乡镇、物业主管部门、社区、辖区
派出所、业主、物业服务企业等六方的
党代表共建共治共享，明确六方主体职
责权限，形成党建引领、目标共建、诉求
共商、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的良好社区
治理氛围。

住宅小区是管理的“神经末梢”，为破
解小区治理难点、痛点和堵点，提高城市
基层治理水平，那大镇通过创新党建引
领，推行“六方共治”小区治理新模式，联
合儋州市委组织部、儋州市住建局等部
门，多次到具有代表性的小区、物业企业
走访调研，“把脉会诊”，寻找影响小区群

众幸福感的症结和解决“良方”。
“最初是儋州市委组织部开展了‘儋

洋党旗红·安心物业’行动，我感觉很适用
于我们小区，就主动提出在丰华小区试点
探索‘六方共治’小区治理模式。”丰华小
区物业、海口百利行物业公司党支部书记
唐允芳说。在10月18日的意见征求会
上，《儋州市那大镇丰华小区“六方共治”
联席会议实施方案》形成，该方案明确了
议事规则、成员职责、走访接访细则等一
系列规范化流程。

据了解，丰华小区以南门为主出入
口，由于斜对面就是儋州市第一幼儿园，
上下学时间，南门总是容易发生拥堵。“业
主也赶着上班或送孩子上学，总是被堵在
小区门口也很闹心。”唐允芳说，但小区外
的事并不在物业管理范围内，他们虽然着
急，却无权解决。

实行“六方共治”治理模式后，这个问
题有了答案。“我们将这个问题反映给那
大镇党委和辖区派出所，通过他们的力量
来疏导车辆、规范车辆停放，让小区居民

能够顺畅出行。”唐允芳说。
有了“六方共治”治理模式，业主的诉

求得到快速解决。“上午刚提出检修电梯
的问题，下午就有人来检查了，效率真
快。”丰华小区一栋业主代表说。

除了召开联席会议了解问题外，“六
方”单位成员还以走访、接访等方式收
集小区业主的建议。“有业主建议在小
区阅览室里增加一些书籍，我们也积极
推进，目前获得了 100 多本书籍的捐
赠。”唐允芳介绍，“近期我们还收集到
增设户外石桌石椅、增设乒乓球桌、规
范小区房屋出租登记报备，规范小区入
口机动车停放、修剪树枝等5个建议，都
在逐步推动解决。”

以“六方联动”为依托，为小区居民搭
建诉求共商平台。同时挖掘和整合各方
资源，推动执法进小区，解决小区内部公
共事务管理问题和小区共性问题，实现社
会基层治理由党组织演“独角戏”向六方
力量参与“大合唱”的转变，小区的管理更
高效，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稻子熟了 客人来了 村民“钱袋子”鼓了

12月 8日，在那大镇军屯村三鸣四
街，4名工人在为崭新的路灯接入电缆。

“我们按18米至20米的间隔安装路
灯，除了常见的立杆式路灯，我们还在背
街小巷安装壁灯，保证街道明亮。”华实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肇君说。

让路灯照亮居民回家的路。前段时
间，那大镇组织党员干部，对那大建成区
内各村（社区）背街小巷的路灯实际使用
状况逐一排查，整理出影响在建成区内群
众夜间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区街道路
灯故障问题。经统计，共有392盏（杆）路
灯无法正常照明，涉及建成区内的7个社
区、2个村以及1个农场。

根据调查情况，那大镇组织镇相关部
门人员现场核实具体情况，结合实际，形
成儋州市那大镇建成区路灯照明工程，以

“小工程、大民生”为落点，重点推进。
“三鸣四街共安装了立杆式路灯16

盏、壁灯32盏。”李肇君说，目前那大镇建
成区路灯照明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整体
完成进度达71.5%，预计将在12月底前全
面完成恢复故障路灯的照明。

装得多，还要装得好。为了防止“空
中飞线”现象出现，从居民房屋上经过的
电线都要“穿”上白色的塑料管，保护电
线，避免电线因风吹日晒而老化，产生安
全隐患。

“安装师傅们工作很细心，大家很放
心。”叶丽金说，家附近一盏盏路灯接连完
工，她的内心充盈着幸福感和满足感。

民生无小事，同样因民生问题得到解
决而感到幸福的还有那大镇加平村加篓
村民小组的村民。“现在拧开水龙头就有
水，随时都有水用，特别方便，再也不用担
心没水喝了。”村民陈尔道说。

以前，加篓村村民的生活用水全靠自
己挖的水井，但水井水量少，村民用水很
不方便。尽管在2015年加篓村就用上了
自来水，但由于水井较浅，出水量少，无法
满足全村80多户村民的用水需求。

村民用水难问题引起了那大镇党委、
镇政府的重视。经过排查，发现洛基村南
安村民小组、加平村加篓村民小组、侨植
农场九队等5个村民小组、3个镇办农场
场队近500户村民存在饮水难问题。

“一定要大力解决村民用水难问题。”
那大镇党委主要领导带领镇相关职能部
门到实地了解情况后，现场制定解决方
案，采取“一村一策”予以解决。对于自来
水供水管网未覆盖的自然村，修建自来水
管网、开钻深水井、引水入塔；对于部分供
水管网破损的自然村，修缮供水管网，恢
复供水；对于供水不足、至今仍未通上自
来水的自然村和场队，通过开钻深水井、
修建水塔、铺设自来水管网入户等方式予
以解决。

“整个供水工程一共打了11口深水
井，每口井深度均在200米左右，不但出
水量大，而且经过相关机构检测，水质也
达标。”那大镇建设所相关工作人员李绍
嘉说，目前，上述5个自然村和3个场队均
已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彻底告别了
用水难问题。

灯亮了 水通了
群众生活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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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鸶天堂屋基村。

石屋村村民自发组织的舞蹈队。

2023海南儋州马拉松赛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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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