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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个“彻底革命”
□文龙生

近段时期，一种俭朴办喜事之风在安顺广大农村普遍盛
行，许多村子成立专门的“红白喜事”服务小组，制定“说一不
二”的村规民约，除“婚与丧”红白喜事外，其它“喜事”一律不
准许办酒。即使“红白喜事”之酒席，桌子上见不到高档烟酒，
菜品及价格也有上限。有了这种服众的“民间铁律”，大户人
家也好，困难家庭也罢，“家家门前一块天”，攀比讲排场没有
了市场，既减轻了办酒人家负担，又营造文明和谐、俭省淳朴
的良好风气，得到社会广泛点赞。难怪有人感叹，让这种俭朴
之风“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的操办酒席也要来个“革命”！

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谁家都有“红白喜事”，大
家参与参与，表达一下情感友谊，无可厚非。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安顺这个地方，“人情味”特浓，各种“喜酒”且多且滥，
红白喜事、生日祝寿、乔迁开业、升职晋级、子女升学参军工
作……可谓应有尽有，俗不可耐。变味的礼尚往来日趋扩
散，“含金量”的人情链越拉越长，人情债越背越重。每每接
到各式各样的“喜帖”，许多人都会皱眉头，尤其那些“拉钱借
米把礼送”的困难户，更是苦不堪言。近年来，随着各地出台
有关规定，大操大办酒席、奢华浪费风气得到有效遏制。

实事求是地说，倡导文明节俭办酒席，农村比城市做得好
做得扎实，城里人办酒席，尚有一些讲排场搞攀比现象，浪费
也比较大。当然，农村办酒席，有城市人难以堪比之优势，如
有办事场所、有专人服务，等等，但笔者认为，思想观念转变、
制度约束监督，才是整治名目繁多、泛滥成灾“办酒风”的根本
原因。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连最讲究“礼尚往来'的
农村，都同根深蒂固的办酒陋习“拜拜”，文化教育程度更高的
城市人，操办喜事酒席，应该更理性更文明；单位和社区在引
导文明俭朴办酒席方面，也要有所作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败由奢。”古今中外，小至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奢移浪费成风，久而久之，就会败家毁国。

在为广大农村简办酒席成新风点赞之时，笔者还想进一
言：送礼也要“革命”。据报道，普定县猫洞乡和谐村简办酒
席，每桌菜品和烟酒不超过120元，办酒席成本减少三分之
二。既然酒席成本大大减少，那么，送礼也要“水落船低”、

“等价减少”才是。文明俭朴办酒，不仅是减少浪费，更重要
的是减少人情消费，减轻大
家的负担。其实，农村在这
方面最有条件，许多人家办
喜酒，一般都由亲朋好友登
记收礼。再来一个改革，规
定礼金上限，“红白喜事”服
务小组监督收礼。倘能这
样，移风易俗文明办喜事，就
算真正的“彻底革命”了！

中央文明办调研组
赴我市调研座谈

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3月15日至3月16日，中央文明办
二局局长涂更新率调研组到我市，就《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修
订进行调研。我省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的9家城市代表参加座谈会。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朱新武主持座谈会，市委
副书记、市长曾永涛致辞。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朱文东，市委副
书记阳向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曼出席座谈会。

曾永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长期
以来对安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关心和帮助，对调研组莅临我
市开展调研工作表示欢迎。他说，在2月28日召开的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安顺市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荣誉称号，拿到了参评全国文明城市入场券，
全市各级干部群众深受鼓舞，进一步增强了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信心和决心。

曾永涛说，近年来，安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全市上下认识高度统一，始终把创建工作作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抓实，在创建工作中机关、企业、学校
和农村等广大群众参与程度高，形成强大合力；通过创建我市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变化，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民
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安顺主城区安全感、满意度测评在全省位列
前列，广大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在下一步工作中，安顺市将
通过各级干部的不懈努力，不断掀起文明城市创建新高潮，推动
安顺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听取我市和各兄弟市（州）关于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修订的相
关建议后，涂更新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贯
穿工作始终。对贵州来说，创建文明城市要狠抓基础工作，以强有
力的举措抓好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抓好干部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和
文明风尚的提高，切实增强市民素质和城市品位。要以创建文明城
市为统领，积极推进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园林城市、“双拥”模
范城市等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要迅速进入文明城市创建迎检临
战状态，提前部署，有针对性地加大创建工作力度，强化机制保障，
形成共建合力，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见实效，群众得实惠。

调研期间，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还深入到百灵制药、多彩万象
城市综合体和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兴伟文化园进行调研。

“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有着丰富的中
药资源的贵州着力推动医药产业升级。市委、市
政府紧跟全省步伐，继续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线，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扶持和培育中草药特色
主导产业。2014年以来，全市种植中药材主要品
种51个，完成种植面积33.17万亩，在全市上下共
同努力下，我市中药材整体质量不断提升，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中药材产业发展正乘势而上。

中 药 材 种 植 “ 筑 巢 引 凤 ”

据数据显示，我市拥有中药材种类1874种，
占全省中药材种类4290种的43.7%；在全国统一
普查的 456 种重点药材中，我市有 406 种，占
89%。如何借力资源优势，让已成规模的医药产
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立足“十二五”中药材生产发
展基础，我市以良好生态效益和扶贫效益为导向，
在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进程中，采取“项目推
进”、“种植大户”、“基地辐射带动”、“土地流转”、

“核心示范”等多举措，着力培育一批在全国有较
大影响的道地、大宗、常用、特色药材品种。

同时，用好用活技术力量，壮大“公司+基地+
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种植大户+农户”
等多种经营模式，解决“小而散“的零星种植和农
民找不到销路、单打独斗等问题，大批农民加入合
作社后，合作社与药农签订合同，实行三包，即：包
供种、包技术、包收购。企业（公司）与药农签订保
护价格，从而解决了农户种出来，难销售的卖难问
题，使农民放心种植。

“中药材种得好，那就是‘摇钱树’，就拿黄柏
来说，一亩纯收入可达6万多元，同时，黄柏还可
以作为绿化林和用材林来管理，真的是一举多
得。”3月13日，在西秀区老落坡林场万亩苗药种
植示范园区内，钰霖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任庭周告诉记者，从2008年起到现在，在政府
和部门的帮助下，他已经在这里种植了9000余亩
中药材，今年他计划还要增加3000多亩牡丹和芍
药，中药材种植面积破万即将实现。

通过政府部门“筑巢引凤”，全市像钰霖专业合

作社这样的中药材种植“大户”已有50余家，今年
一季度，全市中药材新增种植面积已达20050亩。

产 业 发 展 惠 及 群 众

“牡丹是花，也是药，不仅好看价格也很实在，
现在种一亩牡丹的收入相当于过去种几亩玉
米 。”在老落坡林场，村里的老人们正忙着给刚种
下去的牡丹幼苗除草。

老落坡上种黄柏，昔日荒坡变“金坡”。 在钰
霖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如今老落坡林场已遍布
黄柏，但因黄柏生长周期长，在种植黄柏的同时合
作社还套种了3000多亩牡丹、芍药等中药材，而
这些套种的中药材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很大效益。

“黄柏一般要5到8年才有效益，而牡丹、芍药
一年后便可盈利，合作社种植的这3000多亩牡
丹、芍药，是以村民入股分红的形式发展，等到明
年见效益以后，合作社将与300多户村民按照
25%：75%的比例分成。此外，我们还要付给村民
土地流转金和130多名长期工人每个月2000元
以上的工资。“任庭周说。

“在合作社种药，我们不仅有土地流转金和工
资拿，每年还有分红，算下来比出去打工的年轻人
挣钱还多。”在老落坡林场，十几个村民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通过中药材种植，村民们预计实现人均
增收千元以上。

据统计，2014年，我市通过竞争入围争取到
财政扶贫中药材专项资金、省级财政现代农业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中药材项目资金共计2100万元，
中药材产业化扶贫项目7个，种植桔梗、山银花、
山豆根、头花蓼、牡丹等42639亩。其中，省扶贫
办批复我市2014年中药材产业化扶贫项目5个，
资金1100万元，种植中药材15806亩。覆盖农户
26092人，其中贫困农户10361人。

医 药 产 业 链 条 不 断 延 伸

沿着镇宁自治县至龙宫风景区方向一路前
行，绕过几个山头，大约15分钟，便可到达大山镇

大寨村，村外十几个用于培育中药材种苗的白色
大棚极其醒目。这里将建成占地221亩、总投资
8000万元的贵州百灵中药材良种繁育及规范化
种植基地。

自2013年投资新建以来，尚未完全投入使用
的百灵中药材良种繁育及规范化种植基地已提前
开始了白芨、黄精等中药材的培育工作。市中药
办主任张勇告诉记者，大健康医药产业的发展，更
加注重药品的“第一车间”建设，这为中药材种植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百灵集团在大寨
村建立中草药种植基地，是我市延伸医药产业链，
推进苗药深入开发与产业化的举措之一。

“基地里的中药材种植大棚统一引进以色列技
术，计划要建设220亩连栋大棚，项目建成后可实
施年育苗26.6亿株，推广种植10.4万亩，每年可辐
射带动农户2万户，可实现人均收入5721元以上，
带动5.6万贫困人口脱贫。基地将成为我省现代农
业设施中，药材种植与育苗的典范，可为安顺市乃
至全省其他市州提供优良的种苗供应，助推新医药
产业的发展。”张勇说。

目前，全市有规模以上生产医药工业企业6
家，正在筹建中的医药工业企业7家，通过百灵集
团、苗立克、顺天堂等一批现代医药企业对中药材
进行深加工，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将能更好的结
合，实现“传统苗药”向“科技苗药”转变，中药材这
条产业链条也将会越拉越长。

黔中腹地草 药 香
——我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记

□本报记者 李铠 实习生 刘尧 文/图

西秀区苗岭屯堡古镇项目是第十届贵州旅游产
业发展大会建设项目之一，目前项目建设进展如何？
3月12日，记者走访了苗岭屯堡古镇项目建设现场。

苗岭屯堡古镇建设项目是以屯堡文化为核心，建设
具有典型贵州民族民居建设风格，集文化、旅游、商业、
住宅、休闲、度假、娱乐于一体的复合型商旅文化项目。
项目总占地面积1200余亩，总投资规模约50亿元，于
2013年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基本结
束，建筑面积约38000平方米；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6
万余平方米，目前已有3万平方米完成封顶；三期工程
目前正在进行征地拆迁。目前已完成投资6亿余元。

项目总经理杨阳告诉记者，自开工建设以来，各
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做了大量的工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今年，在市、区
两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苗岭屯堡古镇建设项目被
列为第十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项目建设之一。

杨阳说：“全省旅发大会能够让我省的旅游产业
实现提质增效，苗岭屯堡古镇项目定位为打造新型多
元化大黄果树地区旅游接待站，来到安顺旅游的游客
在黄果树、龙宫、大屯堡、旧州等景区、景点旅游完后，
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集休闲、旅游、观光、购物、
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场所，让来安顺旅游的游客能
留下来。”

据了解，在全省旅发大会召开期间，苗岭屯堡古镇
项目的样板间建设及硬件设施将初步具备接待能力。

项目总工程师黄建春告诉记者，目前项目已经完
全复工，工作人员及工人已经全部到位，项目建设正
在全力推进。“为了加快项目建设，我们采取分标段、
分班组，轮流加班加点进行施工，同时，倒排工期，确
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苗 岭 屯 堡 古 镇 确保 亮 相 旅发会
□本报记者 刘仲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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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岭屯堡古镇项目已建成的部分步行街苗岭屯堡古镇项目已建成的部分步行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