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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主办

7月12日，我局2024年科普讲解大赛

在地质科技园成功举办，本次大赛以“

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为主题，来自局属9个单位、科技创新

人才团队以及各科普基地的15位选手进

行了激烈角逐。

据悉，每位选手通过自主命题讲

解和随机命题讲解2个环节，围绕锰、

磷、金等优势矿产成矿与找矿、地热

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喀斯特形成与

演化、古生物、深地钻探技术等领域同

台竞技，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艺术与

科学、趣味与创意相结合的科普盛宴。

总决赛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组织奖。3位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我局

参加即将举办的贵州省科普讲解大赛。

本次大赛由我局主办，局属实验

室、地质科技园、局团工委共同承办。

科普讲解大赛的举办，搭建了科普讲解

学习交流平台，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了广

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讲科普的热

情，提升全局基层技术人员科普讲解传

播能力，营造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营造良好科学文化氛围。

（贾双琳）

“富矿精开” ——地矿在行动

“西南一流、全国知名”，在贵州省内有这么一

支地调队伍，长年跋涉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上，从乌

蒙磅礴的云贵大山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茫茫

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和哈密戈壁，他们默默奉献，践

行找矿报国的热血誓言。贵州省地质调查院，一支

年轻的地调单位，在短短的20余年中，获得省部级

及以上科技奖励39项，获得省部级表彰17次，其中3

次荣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省级地质调查院称号。

目前，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继续秉持“友善诚信、务

实敬业、精琢地学、创新发展”理念，坚持基础

性、公益性定位，全力支撑“富矿精开”和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初心不改，砥砺前行。贵州地调人以公益性、基

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为基石，矢志不渝地投身于祖国

的地质事业。他们穿越崇山峻岭，跋涉江河湖海，

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智慧探寻矿藏。该院作为主力

军，在黔山贵水间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近70000平

方公里，约占省国土面积的40%；完成1:5万矿产地质

调查近20000平方公里，约占省国土面积的12%；完

成西藏、新疆、云南及内蒙边陲区调超50000平方公

里；先后完成贵州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贵州省矿

产资源现状利用调查、贵州省区域地质志、中国矿

产地质志·贵州卷、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为

全省乃至全国的地质找矿工作做出较大贡献。参与

完成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

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参与的“西藏羌

唐盆地油气资源调查与评价”成果亦获得西藏自治

区科学技术一等奖，找矿成果显著。

科技创新，助力发展。新时代的贵州省地质调查

院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实干精神，依托人才

和平台，基于丰富的地质数据，他们联合优秀的信

息技术团队采用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谋划并实施了省域“玻璃国土”建设工程，成功

构建了海拔-2500米以浅的贵州1:50万三维地质模型

和局部1:25万-1:5万-1:5千多尺度三维地质模型，为

贵州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可视化支撑。他们紧跟科

技前沿，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技术，围绕贯彻

落实国发〔2022〕2号文件精神和“全国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在“富矿精开”和新一轮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中深度融合地、物、化、遥、钻手段，

成功提交了多个高质量的找矿靶区。其中，桐梓县

狮溪锂资源找矿靶区的发现，不仅实现了从调查到

商业勘查的快速转化，更为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地调院党办）

织金古城桥连心

对桥，有一种固执的情感，这种情感执拗地在骨

子里生长，横亘成诗，日日缠绕，幻化成酒，时时飘

香，几回回剜起旅人梦里相思，泪潸潸翘首家乡织金。

织金古城，我亲爱的故土，贵州西部的一方云水

地，不仅有三潭滚月、四庵四阁八大庙、五门十二景，

还有一百零七泉涌动、三十六桥横卧……这些桥典雅、

古朴，姿态各异，风格有别，如弯月、似飞虹……桥

体多为白色石材，白玉雕栏，青石桥面；桥名，或源于

古城的典故、传说，或植根于中国的道统、诗文，或直

白，或浪漫，内容丰饶，意蕴深远；是联通五门的关

卡，也是通向心灵的阡陌。

春风扶柳季，老师总会带我们踏春寻史迹。小学

时，通常是在古城里游逛一番。三年级以下的，或是往

南，在迂回的迴龙桥畔讲述烈女碑的轶事，或是往北，

在静穆的童生桥边摆一回龙门阵，说说“宫保鸡丁”

的来历；三年级以上的，就丰富许多，可以往西，出

来爽门、驻足远眺笔架山、赏西山落日，或往东，出登

春门、过大气蓬勃的永安桥、攀东山，听东山寺钟声清

越，之后游穿洞观流云，追溯仡佬族把瑞王所创东山古

国故都的狼烟阵阵，或是在吕祖摩崖像侧寻觅当年吕洞

宾降服白牡丹的刀光剑影。初中时则走得远些，过古朴

的日升桥出古城，往郊区牛王洞、林场方向去，或是过

月华桥（织金方言又唤渔花桥，又名雨洒金桥）登古佛

山，在山顶处远观南塔，俯瞰整个古城烟锁禅韵，甚是

淳朴、空灵。 

相较而言，我是喜欢往东走的。东山至穿洞一

线，处处堆积着绿色，结着露水的野草，鲜嫩、喷薄，

放眼望去，让人心情愉悦，还有那俏皮的映山红，陡然

间从一派苍翠中杀出一簇火红，让本就生机勃勃的山野

变得更加热烈。

去东山，必然经过古城里较古老的石拱桥——东升

桥。穿过位于织金古城东升路的砂锅街，来到较为简陋

的东升桥，老师便将我们集结起来踏步而行，教我们齐

喝：来登春、过东升、褪稚气，文曲来、武曲附、迎旭

高升！整齐的步伐、震耳的喊声，激起东升桥烟雾缭

绕，荡得人儿心旌摇，彼时，我一边害怕东升桥因我们

的大踏步而垮塌，一边又从心底油然升起一股“天生我

材必有用”的自信与豪迈来。

夏蝉吱鸣时，待到云破月来，古城里的小情侣们

往往会流连在千度桥处，或窃窃私语，或依偎赏景，河

水也知趣得紧，不时倒影成双。不过，却辛苦了晚归的

学子，因为这座桥是通往县中学的其中一条必经之路，

下晚自习的学子，要么羞红了脸急速通过，要么三三两

两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目空一切淡然处之；不过也有那

素日里调皮的，捡起一颗石子，扔到河里，溅起水花朵

朵，引得惊呼、笑语一片。

然而，热闹和喧嚣似千帆过，千度桥如长虹般静卧

千年，看云卷云舒，见证姻缘无数。

我大嬢的姻缘也是在千度桥上成就的。记得某个夏

夜，放学经过千度桥时，被一个急速奔跑的男子撞倒，

整个人摔在了桥上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侣身上。我赶紧

爬起来站直身子道歉，一抬眼，大嬢双颊绯红的娇羞模

样映入眼底。为此，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享受了大嬢的

优待——隔三差五就会得到点小惊喜作为“封口费”。

其实，千度桥这个桥名不仅蕴含了“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好，

还有一个更深的含意：在漫长、艰苦的人生中磨砺，

千回百转，终究在某个拐角处拾得内心的坦然和淡定。

一如人经逆境之后，走在宽阔的桥面上，眺远山、观绿

水，与亲友闲话家常，待月映烟华之际，凉风拂面，心

中一派恬然。

秋阳坚百谷，夕照镀万物。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空气里浮荡着甜滋滋的瓜果香，人们的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中元节、中秋节、国庆节，也赶集式地接

踵而至。

这时，家家户户便忙碌起来，做盘香、发麦芽、扎

河灯、清神龛、烧包祭祖，古城的中元节，其隆重程度

仅次于大年三十迎春接福。古城里大大小小的桥也开启

了它别样的功效，桥那边是张家供桌的倚靠，桥这边是

李家长辈祝祷的界线，泾渭分明，有条不紊。

不过，忙碌是长辈们的，童年的我们满心惦记的是

毓秀门外的另一座桥——猫猫桥。

猫猫桥在古城是一座地理位置优越的桥，因临近

古城中“石刻区”小广场的通道，且桥头矗立着几株

高大的皂荚树，特别适合纳凉。桥体约莫四十米长，石

拱较低，拱顶彷如弦月般长年吻着水面，桥两侧是镂空

石栏杆，栏杆的石柱上是简洁的层叠祥云刻纹，石柱与

石柱间隔大概三米，较低矮，可供游人摊贩歇脚乘凉。

这个季节，猫猫桥头的皂荚弯如新月，缀满枝头，

桥下小河清淙，孩童们邀朋引伴，放学后应约来到猫猫

桥玩耍。

下午，阳光很浅、很远，小伙伴们依偎在皂荚树下，

等待从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阳光穿透进来，落在掌心

只有零碎的几滴，倒是从猫猫桥一侧斜斜射来的光线落

在地上，拉长了小伙伴们的身影。我们就脚踩小河水在

光影里比划，各种造型相继上演，咯咯的笑声不时打断

猫猫桥潺潺流水声。

若是周末，我们便会爬上皂荚树，骑在树上摘皂荚、

吃皂荚精。余晖轻洒，皂荚树微微泛起一层金色的波

浪，古城里的乐手、匠人则会自发地聚到树下。乐人们

缓缓坐下，慢慢调试，不一会儿，一场小型音乐会就在

树下、桥边蔓延开来；匠人则在猫猫桥头、桥尾依次

支好摊位，摆弄起面人、糖人、扇面等，吆喝声此起彼

伏，好不热闹。

这是我儿时最惬意的光阴，耳中飘入扣人心弦的

《二泉映月》，趴在树干的我们轻轻脆脆的笑声，像落

在桥头的月光，和着匠人的吆喝，随着夜风晃悠，一会

儿远，一会儿近。

冬雪簌簌飘，腊梅移影来。看到冰凌锋芒毕露，

遂想起童年时，惯会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与家人争论，母

亲气急了，总会用一句“老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

还多”堵我的口。现在想来，的确如此。古城里大大

小小三十六座桥，不可谓不多，母亲走了几十年，当真

比我走的路多。这点滴往事已成趣谈，不过古城的桥

便是那时就在心里扎了根，尤其是平远桥，最是让人

怀念。

平远桥是从平远楼到永安门之间的一座重要桥

梁，其形构名俱佳。整个桥如长虹卧波，有一个大拱、

六个小拱，桥面平整，桥体坚固，桥栏杆三十六个石柱

上是蟠龙腾云状浮雕，桥两侧是西山早雪、东山暮钟等

妇孺皆知的古城景观，可同时过两辆轿车。《世说新

语·言语》中有“(坦之)祖东海太守丞，清淡平远”，

其中“平远”就是对性情、胸襟的形容。古城世代的人

民，大都性情平和，胸襟远大，所以，“平远”桥的名

字也可以理解为织金的集体人格。

还记得那是一个冬日傍晚，暮色已经完全笼罩，

纷至的灯光穿透夜色，盛放出一朵一朵璀璨的光束。我

走在平远桥上，目光望向桥边，戛地定格，接着双目像

显微镜的镜头一样闪了闪，又像调焦距似地眨了眨，锁

定那一枝跳入眼帘的梅。

北风来了，一阵紧过一阵，腊梅的幽香窜入鼻腔，

引诱我探过身子，一只手抻住桥栏杆，一只手使劲伸

长，可惜，使尽浑身解数，恁地就够不着。

突然，一脚踩滑，下巴与栏杆来了个亲密接触。

“哪家的女娃娃，家里可有教导平安长远？”一道

声音在身后响起，我回过头，呆在原地，愣愣地盯着眼

前的长须老者，双手攥紧了衣角，憋红了脸，脑子里飞

快地搜索说辞。

正当我窘迫无助之际，但见长须老者将拐杖反过来

勾住枝丫，将梅花拉到我的面前。看我诧异的表情，长

须老者颔首低吟“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我大大地吐了一口气，用力拧下了枝条，忙不迭地道

谢，然后怀抱着腊梅急匆匆小跑过桥。回头时，桥那

边，老者身影已远，只有一条金龙围在灯管外，一圈一

圈地旋转着，不知疲倦。

雪花终于落了下来，须臾间，古城便白茫茫一片，

而横陈盘卧在古城内的大大小小的桥，将平铺直叙的雪

幻化为高低起伏、蜿蜒多姿的线条，悠然延伸到远山、

近水，门外、窗前，还有那个懵懂稚子的心涧。

（作者单位：105地质队）

致“富矿精开”

绘画：《山中人家》                                                                     方显祥（111地质队）

贵州地矿2024年科普讲解大赛成功举办

精琢地学，砥砺前行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铸就一流服务新篇章

煤锰磷锂铁铝土，铅锌氟钡金稀土。

钻探槽探物化探，数字勘查来把关。

三验三审程控化，勘查优选与评价。

四六一、助三五，攻深找盲强基础。

探矿配矿兼开矿，协同推进经济旺。

富矿精开闯新路，四精带动人民富!

（作者单位：102地质队）

◆ 周丽娜

◆ 季国松

7月4日，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首个地质e站建设签约和揭
牌仪式在106地质队举行。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王华及
院（部、处）领导，我局一级巡
视员朱春孝、科技处和该队相关
人员，共30余人出席仪式。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国家
资源能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校企深度融合共生，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在全国实施地质
e站建设计划，进一步打造服务
国家战略行动、统筹技术创新与
科研攻关、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的
产学研用新平台，并拟在贵州、
甘肃、新疆等重点区域完成100
个站点建设。

此次该校首个地质e站试点
落户106地质队，是双方共同打
造产学研用新平台的新尝试。双
方将发挥各自优势，从五个方面
携手开展共建：一是打造校企合
作的桥头堡，整合资源建立导
学和攻关团队，引导学校“大先
生”参与解决该队实施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和“富矿精开”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技
术“卡脖子”问题。二是运用数
字赋能、建好“地学大脑”，借
助一体化科技协同平台、在线课
程学习平台、远程“会诊”平台
等，为开展业务培训、远程会诊
和技术攻关提供“无时差”“全
天候”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
的信息服务。三是强化团队建设
合作，围绕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组
建具有相关实践背景经历的学科
交叉科研团队，汇聚人才、整
合资源进行联合科研攻关。四是
推动产教融合，以地质e站为纽
带，结合实际在该队建立教学实
践基地，带领相关专业学生深入
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科普宣
讲、专业见习等，做好在校学生
就业指引，培育地质情怀。五是
强化人才孵化，继续开展硕博研
究生联合培养，针对性开展专业
技术培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提升综合技术能力。

（曹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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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局机关党支部（总支）组织70余名在
职党员到“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开展“以
学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以学促干，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深化党纪学习教
育，淬炼党性修养，激励党员干部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活动中，全体人员沉浸式参观了《红飘带·伟
大征程》无名英雄、血火洗礼、伟大转折、砥砺征
程、胜利丰碑、新时代长征6个篇章，在AI虚拟交

互等最新科技手段带来的演绎中，身临其境感受
了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
水”“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等重大革命
历史事件，共同回顾了红军长征在贵州境内的革命
壮举，重温了长征胜利的伟大史诗，接受了思想洗
礼，从党史中感悟真理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此外，大家还在飞行影院体验了一场“空
中漫游”，将梵净山、黄果树、赤水丹霞等诸多贵
州美景尽收眼底，领略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主
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行
走”的党课，也是一次“思
想”的盛宴，今后要继续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深刻领悟伟大建
党精神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
涵，深刻体会红军长征的历
程 和 壮 举 ， 进 一 步 增 强 听
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服务我
省改革发展稳定的信心和决
心，在“富矿精开”和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地灾
防治、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
地矿力量。

（文/杨邦英　图/叶章青）

7月2日，101地质队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研究所、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

计院召开三方座谈会，就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促进科研与实践融合进行

深入交流。

（陈正蓉）

近日获悉，测绘院成功中标贵州省2024年度地理国情监测项目。项目的实

施对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提升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优

化城乡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工作将围绕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履行和“严守资源安

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的自然

资源工作定位，在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框架下，以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

查成果为底图，开展地类变化监测，掌握各地类面积、范围、分布和变化等情

况。同时，在地类变化监测基础上，深化对特定专题或重点区域的专项监测和

重点监测。支撑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实施

监督、城市体检评估、用途管制、开发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

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服务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刘　野）

7月3日，贵州成黔矿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继坤一行到102地质队座谈交

流。该队主要领导及相关生产部门负责人参加。

座谈会上，双方紧紧围绕全省“富矿精开”战略，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生态

修复等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以“五个携手”深化交流合作。携手组建目标矿种项目专

班，优选目标矿种矿集区深入挖掘资源潜力，开展优势矿种合作。携手推进矿山管家

服务，联合制定科学、合理且具创新性的规划方案，引入前沿理念和先进技术，协同

推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携手建立联合议事机制、细化实施方案，推动项目工

作落地见效。携手组建人才团队，深入开展找矿技术和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申报实

施科研项目。携手开展人才培养交流，建立联合人才培养机制，优势互补培养综合型

人才，为深化合作注入强大的人力支持。

（龚修竹）

7月10日，《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第五卷新书发布会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

贵州省地质学会主动参与，积极向编委会推荐遴选行业科学家，并提供相关资料

及推荐材料。

据悉，该丛书是由贵州省科协资助，反映我省科学家精神及风貌的一部人物传

记丛书。历时8年，《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一至五卷已完成编撰出版，共有97名

科学家入传，涉及多学科领域。从2016年启动这项工作以来，为了能更真实、生

动地反映科学家工作、生活的风貌，贵州省地质学会认真推荐部分专家作为撰稿

人亲自执笔。从第一卷到第五卷，学会推荐入编的地学领域科学家共计十余名。

此项工作得到贵州省科协及《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的好评，大力弘扬了科学及

科学家精神，学会为科技工作者高质量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也不断提升。

（廖丽萍）

7月15日，从贵阳市科协获悉，

实验室申报的“贵阳市乌当区偏远乡

村青少年素质提升工程”获2024年贵

阳市科协重点科普资助项目立项。

据悉，此次入选的科普项目，将

集中在2024年9月到乌当区内偏坡小

学、羊昌黄连小学、下坝九年制学

校、新堡小学共4所学校面向2000余

名师生开展。本次科普项目立项，不

仅是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

要（2021—2035年）》及《贵州省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2021-2025年)》规定要求，落实省科

协“一二三四五”工作思路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重点结合基层科普能力提

升工程中的“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

动”，扎实推进提高青少年科技水平

和科学素质，通过开展全民素质纲要

答题等形式，激发青少年对水资源、

地质科学领域尤其是碳中和等知识的

兴趣，提高青少年对科学的认知，尤

其对贵阳市乌当区部分偏远中小学学

生进行科学教育，达到提升乌当区青

少年科学素质的目的。

近年来，实验室大力培育科普人才

团队，着力打造优秀科普工作团队，

科普基地平台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2023年获得贵州省第八届科普工

作先进集体、贵州省第八届科普工作

先进个人等荣誉。

（贾双琳）

实验室与115地质队开展支部共建活动

近日，实验室实验测试党支部与115地质队在职

第三党支部，联合开展了“凝心铸魂强根基 实干担当

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首先来到实验室分析检测现

场参观交流，了解实验测试流程、仪器设备配置、

重点项目开展等情况。随后，双方在测试大楼会议

室开展集中学习、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誓词，并

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实际工作，就如何统一思想凝

心聚力、加强人才团队建设和项目建设、为“富矿

精开”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贡献力量进行了

深入交流。

双方表示，将把此次主题党日活动的收获融入到

今后的工作中去，在推进“富矿精开”和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中进一步展现地矿合力。

（韩洁莲　文国江）

109地质队开展预备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近日，109地质队组织单位预备党员在兴义基地

参加庆“七一”集中宣誓仪式，增强新发展党员的身

份意识，提升党性修养，修炼初心使命。

在仪式上，该队党政主要领导为预备党员发放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老党员代表为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佩戴党员徽章。

随后在老党员代表的领誓下，全体预备党员面向鲜

红的党旗，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庄严宣誓，用铿

锵有力的声音、饱含激情的宣誓许下了共产党人最

为神圣的承诺，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信念及

决心。

会议要求，预备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

入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要

主动接受党的组织教育，积极履行党员义务，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要不断加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

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

的本领。

（郝少强）

112地质队开展半年基层党组织党建
工作检查

7月8日，112地质队组织开展半年党支部党建工

作督查，在职党支部副书记、组织委员及党办、纪检

监察审计科负责人参与检查。

此次检查采取“交叉检查+抽查”方式，各党支

部对照大队《2024年度党建目标责任清单》先进行

交叉检查后，由该队党建检查组对支部党建资料管

理、“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支部记录等情况进行

抽查，对抽查出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并给出具体意见

建议，并要求各党支部进行整改。

通过检查，进一步强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成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有效推动党建

和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围绕强“双基”不断提升

党支部建设质量水平，更好推进“党建品牌”和“四

强”党支部创建活动，促进单位高质量发展。

（杨晓娟　张露云）

104地质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培训

近日，104地质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培训，邀请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处处长黄玫菊授课，全队70

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

黄玫菊老师从103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起，

为大家讲述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脉络。并以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重点，从《条例》

修订的重要意义、修订的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系统、生动的辅导解读。此次集中学习培训内容

充实、成效明显，使该队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建设的

理解和把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方面如何发挥党员表率作用，为大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提供了养分。

（陈隽亮）

103地质队到帮扶村调研慰问

近日，103地质队党委书记牵头组成慰问组到松

桃苗族自治县岑洞坝村调研驻村帮扶工作并看望慰问

驻村工作队员。平头镇政府、103地质队党政办相关

负责人参加。

在岑洞坝村便民服务中心，慰问组一行与镇、村

及该队驻村干部座谈，听取岑洞坝村乡村振兴工作进

展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对驻村干部在岑洞坝村

开展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驻村干部要进一步

严明工作纪律，坚守岗位，密切配合村两委一起抓好

产业发展；要切实察民情、解民忧，推动驻村帮扶工

作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

（郭永军）

101队地质队开展警示教育

近日，101地质队组织全队中层以上党员干部、重

要岗位人员共计46人，前往黔东南州黄平县廉政警示

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

党员干部仔细观看一幅幅展板，认真听取讲解

李再勇、周建琨等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该队通过

警示教育常态化，积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政绩观，切实把增强党性、严守纪律融入日常、

化为习惯，敦促党员干部以学纪知纪明纪促进遵纪守

纪执纪。

（乐　飞）

局检查组到113队检查指导党建工作

7月12日，局党建目标考核第二检查组到局属113

地质队开展党委抓党建目标半年现场检查，并做业务

指导。

检查组通过实地查阅资料、座谈交流、个别谈话等

方式，重点检查了该队年度党建目标清单内容落实、民

主集中制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执行、党纪学习教育

开展、党费使用管理等情况。之后就相关工作进行了业

务指导，要求该队聚焦党委抓党建目标，持续推进年度

任务落实，抓好问题整改，巩固党建工作成果，推动党

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单位高质量发展。

（王　梅）

基 层 动 　态

实验室一项目获市科协重点科普项目立项

测绘院中标贵州省 2024 年度地理国情监测项目 

102 地质队与贵州成黔矿产公司深化交流合作

贵州省地质学会高质量服务科技工作者

7月10日，都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宗良到大亮锌矿调研指
导工作，都匀市委相关人员陪同。

调研会上，大亮锌矿主要负责人对大亮锌矿采选一体化项目
建设进度及现状作了汇报。张宗良详细了解矿山选尾项目规划
设计和建设进展情况，围绕建设用地征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现场组织参会人员进行讨论并达成初步解决方案。

张宗良强调，矿山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统筹规划，
促使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一要持续加强信访维稳工作，及时
沟通和化解矛盾纠纷，与群众构建起和谐的“邻里”关系。二
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合理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渣，提升环境保护能力。三要继续抓好深部找矿及外围资源
勘查，力争矿山提质增储，大力推进“富矿精开”。四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持续强化“双全日”工作，定期排查系统
隐患，全面提高职工矿山安全生产意识，不断为矿山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倪　溦　赵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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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环境院到贵州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

现场警示教育，进一步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

深走实，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筑牢

拒腐防变底线。该院领导班子、党员干部职工共50余人

参加。

（陈思奇　喻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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