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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日前，记者
从西秀区妇联了解到，由西秀区委宣传
部发起的“阻击疫情”主题蜡染作品创
作，短短几天，就收到了50多幅作品。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充分动员西秀民族民
间艺术家资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蜡
染技艺手法，将疫情防控一线的精彩瞬
间进行凝练展示，进一步拓展和强化疫
情防控工作主题宣传氛围。

记者在“婷婷蜡染”工作室看到，一
幅幅技艺娴熟、主题鲜明、饱含蜡染特色
的作品已经创作完成。安顺市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婷婷介绍，这些蜡
染作品，从创作构思到完成制作，前后用
了5天时间，内容主题灵感全部来源于
当前疫情防控最为艰苦的工作一线。大
型蜡染画《战必胜》描绘了一个最美逆行
者的背影，头顶上有一只高举的手紧握
成拳，两边装饰着苗族传统吉祥纹样。

“这幅作品着重体现抗击疫情的钢铁力
量，致敬前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祝福

他们平安健康。”《“罩”顾好自己》表现了
两只展翅高飞的吉祥鸟衔着一只口罩，
提醒大家佩戴口罩、注意防护。

杨婷婷表示，借助这些蜡染主题作
品，不仅向一线最美的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和医务人员致敬，同时也期望能通过
传统蜡染这一非遗技艺，凝聚起共同抗
击疫情的精神力量。

紫云牛场村：

蔬菜收割忙
2月23日，紫云自治县松山街道办牛场

村甜心菜种植田里，村民们正在忙着收割甜
心菜。

据了解，去年，牛场村在调优产业结构
中，种植了40亩甜心菜，今春开始采收，由于
甜心菜销往广州、深圳、香港一带，品质要求
较高，推迟收割甜心菜品质将会降低，为此，
牛场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组织
村民收割甜心菜。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2 月 21
日，市总工会、共青团安顺市委、市妇联
联合对市级335名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
慰问。第一批分别对市人民医院、市妇
幼保健院、市中医院、市疾控中心、贵航
三0二医院的119名医务人员，每位送
去价值500余元的物资。余下的将分批
发放到各县（区）医院。

据了解，此次慰问的物资有优质粮
油、鸡蛋、水果、医用口罩、土特产等，由
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到各个

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手中。
据悉，连日来，市工青妇还开展了暖

心行动“战疫情，我们在一起”活动，组织
了法律和心理咨询服务团，对全市340
位医务人员家属进行服务。采取一个志
愿者联络员、一个台账、一封感谢信、一
个服务电话、一个心理热线、一个需求清
单“六个一”的方式进行点对点的上门服
务。这些服务中有帮助上门买菜、帮助
孩子学习辅导、心理疏导等。目前已有
19个家属的需求得到解决。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慰问
市级335名一线医务人员

本报讯（记者 李丽莎） “这段时
间以来，大家一直在卡点上不间断的工
作，为守护我们的家园付出了很多，你
们辛苦了，这是我们业主的一份心意
……”2月23日，在葡华欧洲城的防疫
检测点处，整整齐齐堆了一批物资，这
些物资包含了毛巾、纯牛奶、鸡蛋等，这
些很平常的物资，表达了小区业主对奋
战在防疫一线的物业工作人员的感恩
之情。

连日来，葡华欧洲城物业工作人员
一直奋战在防疫一线，从清洁消杀到防
疫宣传，从测量体温到人员的排查登记，
他们以坚守和责任，守护业主健康。

据介绍，本次捐赠是葡华欧洲城部

分业主自发的。“看到物业人员全天24
小时轮流值班，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好
小区最后的防线，忙的时候甚至连饭都
会忘了吃，作为小区的业主，我们也想为
防疫一线的他们做点什么，于是就自发
的捐起款来。”参与此次捐款的小区业主
柴姨妈说道，此次捐款共计7850元，他
们将这些爱心捐款购买了牛奶、鸡蛋、毛
巾、肥皂等物资，送到物业工作人员手
里。

“感谢业主朋友们对我们付出的肯
定，感谢他们送来的‘温暖’和感动，疫情
尚未结束，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守护好葡
华欧洲城小区。”小区物业代表牟林中心
怀感激地说道。

疫情无情人有情 业主捐赠暖人心

业主将牛奶等物资捐赠给物业人员

人勤春来早，耕耘正当时。目前
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同时也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关岭自治县上关
镇乐安村以抓好疫情防控为前提，全
力保障春耕生产有序开展，确保防疫
和春耕两不误。

在上关镇乐安村火龙果基地里，
工人们正在剪枝、除草，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景象。村民王贵秀一大早就来到
基地为果苗打芽，她告诉记者，村里大
喇叭天天播放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过
年期间乡亲们都不走亲、不串门，现在
村里组织村民到基地务工，保障了群
众的收入。

入春以来，天气渐暖，火龙果植株
萌发了满枝的新芽，为节约养分促进
花芽分化提高产量，这些天都要将萌
发的春枝修剪掉。为不误农时，扎实
做好火龙果的春季管理，实现群众增
产增收，乐安村村支两委、驻村工作组
一方面认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群众有序开展火龙
果基地复工复产。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村
大力抓好复工复产工作。目前，村合
作社已组织村民到基地参与务工，每
天不少于30人，其中贫困户占到了
75%，而每人每天务工收入不低于100
元。”该村驻村工作组组长刘业才告诉
记者，为确保做好防控工作，每天早上
村医都会戴上口罩，带上体温枪到基
地里，在务工前和下班后给务工村民
测量体温，为避免务工人员接触，务工
时采取分散作业。

“在村合作社的火龙果基地务工，
每天都为我们测量体温。”村民彭仕英
说，到村合作社工作，很安全，每天还
有近百元的收入。

抢抓春耕生产时，加大产业发展
力度，全力为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
坚两场硬仗奠定坚实基础。“乐安村在
抓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大力抓好产业

发展，除了火龙果和芭蕉产业的日常
管理，还要做好村内早熟蔬菜的对外
输送。”乐安村驻村第一书记左丛清告

诉记者，今年乐安村又增加了芒果产
业，目前前期工作已经做好，待苗运至
村后，将立即展开种植。

2月22日，记者在紫云自治县白
石岩乡幸福园坝区甘蓝种植田里看
到，数十名村民正在甘蓝地里除草、施
肥等。

“我们复工来管护甘蓝苗一天就
有100元的劳动报酬。”在甘蓝地里施
肥的村民王二萍说，家门口就业很
方便。

“春节过后，我在这里劳作了10
余天，甘蓝长势良好，管护中我们都很
细心，生怕损伤到菜苗了。”在甘蓝地
里除草的村民雷朝琴说，从栽种到管
护，除了春节期间休息了10天，其余
时间都来甘蓝地里劳作。

在幸福园村磨侞坝组红芯红薯育
苗地里，1000余亩红芯红薯刚育种并

盖上了薄膜。同样，在白石岩乡干水
井坝区，也有不少村民在忙碌着管护
甘蓝。

白石岩乡幸福园坝区和干水井坝
区总面积3200亩，涉及幸福园村和干
水井村 8个村民组，坝区产业带动
624户2710人增收，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256户981人。

去年，白石岩乡按照紫云做强“一
县一业”和壮大蔬菜产业整体规划，把
幸福园坝区和干水井坝区以“菜+薯+
菜”的复种模式来发展红芯红薯产业
和蔬菜产业。去年冬种植了3200亩
甘蓝，现在正处关键管护时期，幸福园
和干水井两村脱贫攻坚前沿作战队正
积极组织村民管护甘蓝。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当前既是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也是春耕
备耕、复产复工的重要时间段。连日
来，镇宁自治县扁担山镇夜郎洞村立足
本村农业生产实际，既抓疫情防控不松
懈，又积极引导农户、返乡工人做好复
工复产工作，战“疫”战贫两不误，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场硬仗。

2月20日，记者走进夜郎洞村合
作社种养殖基地，李花含苞待放。“剪
枝、压枝、平土、施肥”，合作社务工的

贫困户在经过老师傅的培训、教授后，
正有条不紊地做着手上的活儿。同
时，夜郎洞村从关岭、黄果树引进的70
亩生姜种植项目也已开始平整土地，
为播种做好准备。

虽然复产不等人，但防疫不能松
懈，在劳作现场，每位务工人员进出基
地前都自觉消毒、洗手、戴好口罩，干
活时保持一定距离，另外合作社每天
定期对公共场所消毒3次，确保务工
人员每天能放心地进行农业生产。此

外，由村两委成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
网格队伍每天通过微信、电话和走进
田间地头等方式进行宣传引导，既是
疫情防控的宣传员，又是农户春耕生
产的指导员、服务员，提醒广大村民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抓住回暖的
有利时机，开展春耕备播，确保疫情防
控期间农田耕作正常开展。

在抓好春耕备耕的同时不忘农民
工务工返工。据了解，夜郎洞村共有
108名春节从外省返乡的务工人员，

针对近期工厂已陆续开工复工的情
况，夜郎洞村建立了外出复工台账，采
取网格包保的形式，“一对一”跟踪服
务。对于原务工单位已复工但无法自
驾返工的人员，村委与镇政府做好无
缝衔接，把他们送上前往浙江、福建等
地的务工免费专车；对于还没有收到
原务工单位复工通知的人员，村委定
期向他们发送附近工厂的用工招聘信
息。通过这些措施，确保大家有工可
做、有厂可返、返厂顺利。

白石岩乡：

春管正当时 坝区劳作忙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关岭乐安村：

抢时节 抓春耕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镇宁夜郎洞村：

战“疫”战贫两不误
□本报记者 伍水清

“阻击疫情”主题的蜡染作品

村民正在火龙果基地里劳作

村民正在管护甘蓝

把时间抢回来
把损失补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非遗传承人：

“用我们的手艺为抗疫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