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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秀区妇联牵线搭桥
15名贫困学子获资助
本报讯（牟媛媛 记者 滕婷） 3月15日，由马可波

罗瓷砖慈善基金联合西秀区妇联举办的爱心捐赠仪式
在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馆举行。

此次活动从全市征集15名贫困学生，共捐赠助学
金3万元，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献上一份爱心。就读于
安顺市民族中学初三的金爽告诉记者，很感谢能得到这
次捐助，以后会更加努力地去学习，用最优异的成绩作
为回报，以后有能力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

“我们还将继续举办这种公益活动，帮助更多贫困
家庭的孩子，减轻他们的学习负担，让更多孩子快乐健
康成长，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到这种爱心
活动中，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马可波罗瓷砖文化
营销中心总经理冯颖表示。

西 秀 区

放心农资送下乡
本报讯（记者 胡倩茜） 3月15日，时值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西秀区农业局在双堡镇举行农资打假和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将放心、合格的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产品送到农户手中，保障春季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活动中，西秀区农业局种子站、植保站、土肥站等部门的
工作人员，向农户讲解有关农业法律、法规知识、农业新型实
用技术，推荐优良农作物品种，解决农民提出的种子、农药、
肥料、防假识假、如何正确选购及使用等问题。

“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假冒伪劣农资，震慑违法商
贩的违法行为，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识假辨假能力，确保广
大农民朋友能够买到放心农资。”西秀区农业局执法大队队
长王秀祥说道。

下一步，西秀区农业局将在辖内各乡镇轮流开展农资打
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整顿和
规范农资生产、销售秩序，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商家和问题产
品，将给予严厉打击，确保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本报讯（伍小卫） 近年来，镇宁自治县大力实施
乡土人才建设工程，通过培养典型、辐射带动，培植出
了以陈培勇、熊子阳、陈志坤为代表的一支乡土实用
人才队伍。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有力地促进了全县
农村经济发展。

强化三项措施，加强人才培养。实行一名县领
导挂联一个乡镇，全县32名县级党员干部建立了联
系点，围绕主导产业建设，重点培养在全县乃至全市
具有影响力的乡土人才大户，充分发挥了致富一方、
带动一片的龙头效应；全县194个同步小康驻村工
作组发挥各自的专业和特长，与村干部、农民群众一
起研究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和长远规划，因地制
宜重点扶持一批乡土能人大户，带动产业发展。同
时，引导帮扶村中乡土人才动员组织建立各类专业
合作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同
时，进一步解决了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技术难
题，为群众发展壮大搭上了“致富桥”。

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在县有线电视台

开辟专栏、拍摄专题片、制作展板、专题讲座、评优树
模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乡土人才的宣传，并推行“支
部+协会”的工作新模式，先后建立了茶叶、养牛、养
猪、蔬菜种植等各类产业协会357个。依托协会，聚
集乡土人才，把乡土人才在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等
方面的优势联合起来，做大做强，提高乡土人才带领
群众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带动产业快速发展。

加大政策激励，培植典型成果。为增强乡土人才在
全县农村产业发展中的骨干带动力，该县每年拿出固定
资金用于产业建设，帮助农户贴息贷款发展种养殖业，
重点帮扶产业大户，加快产业发展。近年来，共提供、协
调扶持资金
千万余元，建
起了养殖场、
果蔬种植示
范基地，发展
农村专业协
会357个。

普 定

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白玫） 近年来，普定县紧紧围绕“文

明、健康、优生、致富、奉献”主题，以惠铭综合农协为载体，深
入开展“宣传倡导、健康促进、致富发展”三大活动，将创建幸
福家庭活动融入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之中，着力解决计划
生育家庭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把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与增进群众福祉、促进家庭发
展更好地统一起来，增进了社会和谐。

该县通过面上宣传、立体宣传、个性宣传、面对面宣传，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宣传形式，营造了落实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的良好氛围，并更新服务理念、为创建幸福家庭提供良
好的健康需求。

同时，整合部门资源，多渠道筹资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
动。针对计生家庭在生产、生活、生育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整合扶贫项目资金，开展医疗救助，积极构建“扶持、优
惠、保障、奖励、资助、关怀”政策体系，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
脱贫致富支持。加强养老保障工作，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开
展社会关怀活动，发挥计生协会作用，加大部门帮扶力度。
此外，还实施项目带动，积极探索创建幸福家庭活动新思
路。2013年以来，该县通过资金入股形式，每户投入资金1
万元，帮扶计生“两户”家庭发展红心猕猴桃、花卉、果蔬种
植。目前，入股的50户计生“两户”家庭年人均增收8760元。

平 坝

“春风行动”牵手农民工
本报讯（胡克海 钱凯） 3月15日，平坝县 2015年“春

风行动”暨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在县人社局大院举行。
此次招聘会进场企业43家，提供就业岗位1018个，涵盖

服务、商贸、生产、制造、医疗、教育、房地产等行业，涉及物业
管理、家政服务、酒店餐饮、商品销售、电子商务、加工制造等
35个工种，进场人数1500余人（次），达成意向性协议468人。

招聘会现场，该县人社局、工会、妇联搭起政策咨询台，
为广大群众、求职者宣传社会保险、劳动保障、劳动监察、创
业就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现场共发放《安顺市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安顺市2015年产业园区用工指南》、
《平坝县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指南》，《劳动监察案列》
等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800余人（次）。

小儿斜颈须早治
安顺市妇保院儿童康复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小儿先

天性肌性斜颈的治疗，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在中心治疗
好的患儿现在已有83例，下面介绍几例典型病例。

第一位患儿彭XX，女，1月，就诊时左侧颜面大小不对
称，左侧胸锁乳突肌挛缩。B超显示左侧胸锁乳突肌中部有
15×7mm大小包块。入科后每天给予两次推拿和两次蜡疗
治疗，一个月后作B超包块完全消失，肌肉功能恢复。

第二位患儿吴XX，男，12天。家长在给患儿洗脸时无
意中发现右侧颈部有一包块，就诊时B超显示：右侧胸锁乳
突肌中上部有33×12mm大小包块。无挛缩，右侧颜面无不
对称现象。每天给予两次推拿和两次蜡疗治疗，回家后配合
姿势矫正。一个半月后复查B超显示患侧包块完全消失。
肌肉功能完全恢复。

第三位患儿杜XX，男，22天，家长在20天时发现患儿左
颈部有一包块并到我中心就诊。B超显示：患侧胸锁乳突肌
通锁骨处有29×12mm大小包块。右侧颜面有不对称现
象。入科后也给予每天推拿和蜡疗各两次治疗。一个月后
复查B超：患侧包块完全消失，肌肉功能得到恢复。

以上病例都是在中心完全治愈的，各位家长在带孩子时
要多留意孩子的头歪不歪，颈部有无包块，颜面是否有不对
称现象。早期发现有利于早期治疗，6个月前效果最佳，超过
6个月后不仅效果不好，而且胸锁乳突肌挛缩较重时还要做
手术。所以提醒各位家长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痛
苦，让宝宝更健康
成长。

咨 询 热 线 ：
15718638264

关 岭

加强计生优质服务培训
本报讯（梁颖） 3月13日，关岭召开2015年度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业务培训会。会上通报了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督查情况，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

培训会上，县卫计局、计妇中心有关业务人员就药具管
理运用、宣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临床诊断与评估、录入
系统、工作报表、档案规范填写及技术服务工作流程等注意
事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并进行了闭卷考试。

培训结束后，该局要求各乡（镇、街道）要加强领导，制定
科学的实施方案，全面开展优生科学知识宣传培训工作，切
实做好早孕和妊娠结局追踪监测工作，加强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示范站建设，充分发挥示范站辐射带动作用。

在安顺，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技艺传承人王
月圆，许多人都知道她是“贵州十大民间工艺大师”，她
还是贵州“中国民间文化接触传承人”之一。“不能让蜡
染技艺后继无人，只要愿意学我就会教，要让这门手艺
薪火相传”，王月圆常常这样说。

王月圆从事苗族蜡染技艺40余年，2007年以来，
免费为农村苗族妇女培训达3000余人（次），传授中、
小学学生蜡染文化和蜡染技艺达1万余人（次），去年
她教的两位残疾人学生王艳、罗昌颖在第五届贵州省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第一、二名。

3月12日，记者走进王月圆的蜡染工作室，她正在
给王艳和罗昌颖讲解《麒麟图》的画法。作品中的麒麟
自然灵动，栩栩如生，她画的直线线条粗细均匀笔直，
让记者不觉走进了远古时期苗家的世界。

1957年，王月圆出生在西秀区七眼桥镇小关村，
这是一个典型的苗族村寨，保存了完好的苗族传统生
态，他们文化中的精髓——蜡染绘画艺术源远流长。

“我是偶然走进蜡染艺术殿堂的，我们苗家女孩从小就
学习蜡染，只是我坚持的时间比较长，小伙伴放弃的时
候我仍然坚持在路上，我只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王
月圆便跟随妈妈、奶奶学习蜡染技艺“点蜡花”。在潜
移默化中，她深深爱上了这门手工艺术。

“结婚生子后，由于生活的奔波，曾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做蜡染，但因为有很深的情结，在别的小伙伴都放
弃之时，我又重拾了这门技艺。”回忆起这些年走过的
路，王月圆感叹道。

王月圆刻苦钻研蜡染技艺的精神被许多业内人士
称赞，曾先后多次应邀到北京、南京、成都、美国、加拿
大、法国、奥大利亚等地讲学。她凭借勤奋好学以及对
蜡染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敢于创新的个性，使作品在内
涵上突破了传统，进入了全新的领域。王月圆在多年
的创作中发现，人才培养是这门手艺得以传承和发扬
光大的重点。“蜡染的传承不是一个人的事，要让更多
的人掌握这门技艺，我们总有干不动的一天，要培养新

生力量。”
“人们常说，师傅带徒弟会留一手，你也是这样的

吗？”记者问道。“只要想学的，我都欢迎，而且不收任何
费用，毫无保留。”王月圆爽朗地说。

已经跟随王月圆学习三、四年的王艳和罗昌颖接过
话来：“刚开始学壁挂、桌布的画法，接着学衣服花样，王
老师都手把手教我们，遇到关键的地方专门提示，耐心
而毫无保留，我们的成长离不开王老师的栽培。”

去年十月，第五届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贵
阳举行，当王艳和罗昌颖接到西秀区残联通知参加比赛
的消息后，两位小女孩十分紧张，因为从未走出安顺参
加过比赛。王月圆鼓励她们，让她们打消顾虑，并亲自
讲解怎样进行比赛，在规定时间怎样做好产品等临场经
验。同时，亲自陪着两位学生到贵阳参加比赛，最后王
艳和罗昌颖不负所望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王月圆耐心、细致的教育风格，使王艳和罗昌颖成
长为一名熟练的蜡染技术人才，现在她俩在王月圆的
指导下，领取产品回家加工，每月可收入1500元以上，
这笔固定收入，让她俩十分珍惜。“收入对我们来说解
决了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了一技之长，我们
残疾人也有用武之地。我们从内心十分喜欢这门技
艺，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后我也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像王老师一样，将蜡染技艺发扬光大。”王艳说。

据了解，王月圆的“安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技
艺传承基地”是去年11月挂牌的，学生们常常利用假
期到王老师家学习蜡染技艺，在她的指点下，完成了许
多蜡染作品。

“教孩子学蜡染我从来毫无保留，只要肯学，我都
欢迎，来我这里拜师学艺的就有100多人，各种讲学、
职能培训的就更多了。这些学生，大部分现在都已出
师，我现在眼睛老花了，很精细的画有点难处理，所以
我要多带学生，把手艺传下去。”

目前，王月圆仍在东关办事处马军屯村山河小学
任教，她正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将这项民族手工技艺
传承下去，而这些都是无偿不计报酬的。在蜡染的路
上，她做得很快乐，“不能让民族文化的东西失传”是她
常常念叨的话。

让蜡染技艺“ ”下去
——走近非走近非遗传承人王月圆遗传承人王月圆

□本报记者 刘现虹 文/图

活

镇 宁 ：乡土人才“香”起来

水火无情，火灾来临时，平时不起眼的消防通道就
是一条生命通道。然而，记者近日在城区部分小区走访
时发现，许多住宅小区的消防通道却被不少居民当成了

“自留地”，用来堆放杂物，消防通道常常遭挤占和堵塞，
令人忧心。

调查：楼道堆放杂物挺普遍

3月16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凤凰社区盔甲路1号小
区、盔甲路3号小区及新太社区和谐小区、平顺小区等多
个高层居民楼，均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楼梯间杂物乱堆
乱放的现象。

在和谐小区一栋居民楼内，记者沿楼梯间徒步从底
层向高层走，发现每层楼的楼梯间内都堆放了部分杂
物。不仅有家里用的旧家具，废报纸等物品，在楼道转
弯的地方，还有人堆放煤球，楼梯间只够行人勉强通行。

随后，记者来到凤凰社区盔甲路1号小区、盔甲路3
号小区两个小区，同样发现楼道间堆满各种废旧家具及
煤球等杂物，整个楼层从1层到7层，每层都堆满杂物。

对于这些情况，部分居民都表示出了担心。“一旦楼
上起火，这些杂物不仅挡住了消防通道的出口，更是助
燃物，想跑都跑不了。”

对于楼道内堆放杂物的现象，居民们表示，目前不
少高层居民楼都没有地下室，居民家里的杂物都没有地
方存放，只好放在楼梯间内。“只是放一些东西，并不影
响通行。一旦起火的话，还是能顺利逃出去的。”采访
时，一位市民说。

社区：楼道杂物成管理难题

居民乱堆杂物，小区卫生管理员也比较头疼，据盔甲
路一社区的门卫告诉记者称，他作为社区的门卫兼卫生管
理员，曾多次清理过楼道间的杂物，一开始限时居民自行
清理，没清理完的，卫生管理员再进行清理。在开始的时
候，大家都比较配合，可是清理完没多久，堆放杂物的现象
又“死灰复燃”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后，记者来到东街办民主社区，说到通道堆放堆
积物影响出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每天都安排人
员下去巡查。由于春节期间有些人家换新家具，顾府街
夜市搬迁等因素，有的人就把坏的沙发，以及废旧物资
丢在辖区内。

那么这些堆积物如何处理呢？“先调查是谁丢的，找
到当事人，如果找得到当事人，就让他自己处理了；如果
找不到当事人，就由社区清理。请社区居民用车将废旧
物品拖到无人的地方烧毁，然后把烧毁的东西倒入垃圾
池里，这样既不占地方，也不影响环境。”工作人员说。

由于民主社区处在老城区，老居民楼也比较多，记
者在顾府街两侧的居民区看到，很多居民楼的过道也放
了很多的木板、箱子等物品。对于楼道堆积物，社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栋楼都有楼长、居民小组长，由他们
安排轮流打扫卫生。

接着，记者走访了其他几个社区，了解关于通道堆
积物如何处理的问题。

在新太社区服务中心新村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安运司属于老城区，居民楼基本上都是步梯楼，老住户

的废旧家具多。清运资金由新太社区出，清理干净以后
再交给物管管理。

而对于废旧家具的处理，新太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自去年以来，采取签订门前三包责任制，即由各
居委会、辖区居民、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居委会负责督
促落实门前三包，并组织人员巡查。一年签订一次。“我
们经常劝导居民不要随意将废旧家具放到通道上，但我
们才走，他们又继续堆放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提醒：乱堆乱放存在消防隐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
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根据相关规定，如
果由于将车辆、杂物存放等在消防通道而造成通道堵塞
引发意外，将面临行政机关的处罚，而管理不当的物业
服务公司也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除了消防部门可以有所作为，业主自身还可以从相
邻权的角度主张自己的权益。电动车放在楼道、杂物堆
放楼梯上，如果影响邻居通行，就侵犯了邻居的相邻权，
邻居可以走司法途径要求对方停止侵权。

楼梯间成“杂物间”

部分小区消防通道“堵得慌堵得慌”
□早报记者 王蓉 伍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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