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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镇宁自治县白马林
场小桥河工区看到，苍翠茂盛的松树林
里，一片绿油油的黄精、白芨等中药材
长势喜人。10多位村民正在林中除草，

让药材通风透光。
这里是镇宁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

基地，由贵州众鑫益民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实施种植。该公司由镇宁自治

县林业局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主营
中药材种植及销售。

“我们2020年开始在这里种中药
材，计划发展1000亩中药材，目前种有
黄精、白芨、天门冬、重楼等，总面积有
800多亩。”该公司负责人龙本洪说。

龙本洪介绍，白马林场小桥河工区
位于江龙镇和募役镇交界处、王二河水
库边上，地理环境优势十分明显，这片
林区交通便利、生态优良、海拔适宜，林
下的腐殖层土壤湿润、松软肥厚，很适
合滇红花黄精、紫花白芨、天门冬、滇重
楼的生长。

大力发展林下药材种植，是提高林
地资源开发利用率的一大途径，也是高
质量发展林下经济的一种有效模式。
近年来，镇宁自治县认真贯彻全市林下
经济发展政策，积极支持企业发展林下
产业。

据镇宁自治县林业局产业办负责
人孙芳介绍，镇宁国有白马林场小桥河
工区现有林地经营面积1492.7亩，林木
蓄积量为3.5万余立方米。该公司租用
林地1000余亩。2022年，该基地获批

镇宁自治县国有白马林场100亩林下
黄精种植项目，得到安顺市林下经济发
展示范点建设经费20万元补助，项目
已实施完成并验收通过。

“整个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以
‘公司+村集体+农户’为实施模式，
目的是通过租地和用工，带动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龙本洪说，中药材种植管护周期长，
一般3至5年才见效益，目前，公司基
地中药材处于“边种边管、边管边种”
期，栽种、施肥、除草等都需要大量
工人。

家住募役镇新华村蜜蜂岩组的熊
文高，近几年来一直在白马林场小桥河
工区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务工，他说：

“平时给公司管理基地，有栽种、除草的
活，我也跟着干，一个月能挣2000多
元，离家近还能赚钱，很好。”

中药材种出了“增收良方”，不断赋
能乡村振兴。据了解，2020年以来，该
公司已带动基地周边村民51户160人
实现就近就业，其中脱贫户15户62人，
人均实现就业增收5000元以上。

8月17日，记者在紫云自治县火花
镇龙头村看到，成片的罗汉果园里一株
株藤苗在架子上蔓延，一个个罗汉果挂
在藤蔓间，满载着丰收的希望。

“龙头村的罗汉果园，之前是紫葡
萄园，因紫葡萄种植多年后，葡萄藤逐
渐老化，出现了产量低、果实品质差的
情况。”火花镇党委书记胡伟说，为让有
限的土地资源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他
们外出调研考察发现，罗汉果和紫葡萄
一样，种植时需搭架子，把低效的紫葡
萄更换成罗汉果，只需更换果苗即可。

今年2月，火花镇从广西引进罗汉
果苗，将龙头村原有的500亩紫葡萄藤
全部铲除，种植罗汉果，经过几个月的
精心管护，一株株罗汉果藤苗爬上架，
长势喜人的罗汉果藤苗上挂满着大小

不一的果子。
“在销售上，罗汉果按个数卖，鲜果

的大、中、小销售价格分别为每个1.1
元、0.8元、0.6元不等。按照现在的罗
汉果长势情况看，9月初可以采摘，且采
摘期延续到11月中旬，预计每亩可产
18000个罗汉果。”胡伟说，罗汉果属劳
动密集型产业，从种植、管护、授粉、采
摘等全过程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所以种
植罗汉果不仅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还
促进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下一步，火花镇将结合该镇关坪、
兴合、纳座等村的紫葡萄园老化效益低
的情况，陆续更换成罗汉果产业园，逐
步建成罗汉果“生产、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现代高效农业产业，促进
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唐琪 文/
图） 8 月 18 日至 19 日，2023“糖·
SWEET”音乐节在黄果树旅游区开
演。朴树、老狼、谢天笑、汪苏泷、GA-
LA、郝云、郭顶、姜云升、王子异、马赛
克等国内知名乐队、音乐人激情开唱。
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千乐迷齐聚黄果树
共同感受这场音乐盛宴。

音乐节现场，光影炫目璀璨，音浪
震耳欲聋，乐迷们跟着激情律动的节
奏挥舞着手臂。当歌手们演唱起熟悉
的歌曲，乐迷们随着一起大合唱。强
大的歌手阵容、绚丽的舞台设计、细致
的后勤保障，让各地的乐迷感叹“不虚
此行”。

“糖·SWEET”音乐节是一场由高
人气乐队、明星助阵，拥有沉浸式交互
娱乐玩法的音乐盛宴。作为2023第
七届安顺·黄果树啤酒节的重要活动
之一，在现场除了能观看音乐演出，还
可以欣赏地戏演出、逛集市、喝啤酒、
品尝安顺特色小吃、打卡潮流创意专
区等。

未来，我市将继续通过展示“21℃
的城市 360度的人生”的城市IP，立足

资源禀赋，抓好黄果树品牌塑造，讲好
黄果树故事、宣传黄果树美景、展示黄
果树风情、打造黄果树文化IP，继续以

音乐为媒，深挖资源特色，在文旅产业、
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力，打造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增强城市品牌传播力和影响

力，推进文旅多路径融合，实现高质量
发展，让黄果树旅游区逐步实现“品牌
化”“国际化”“多元化”。

本报讯（记者 刘念 文/图） 8月
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市文联主
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
资局、市总工会，各县（区）党委（工委）、
政府（管委会）协办，安顺日报社、安顺广
播电视台支持，安顺市黄果树艺术团文
化有限公司执办的“讴歌新时代 奋进新
征程”2023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安顺赛区
市级选拔赛在安顺文化中心举行。

活动邀请省、市声乐专家担当评

委。比赛项目包括5种唱法，分别是民
族唱法、美声唱法、流行唱法、原生态唱
法和合唱。选拔赛赛程为5天，从8月
19日开始到23日结束，将有来自全市
的82名选手和12个组合参赛，角逐13
个名额晋级贵州省复赛资格。

开赛当天，现场气氛热烈，每位选
手都以十足的热情引吭高歌，歌声或慷
慨激昂，或婉约如水，不同风格的音乐
在舞台上被选手完美呈现，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

2023多彩贵州歌唱大赛
安顺赛区市级选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胡典） 8月18日，
“在21℃城市 访600年屯堡”采风活动
在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峰屯堡景区举行。

安顺市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和美
术家协会等协会成员近100人聚焦安

顺屯堡文化，用文字、镜头和画笔展现
屯堡文化的魅力风采。

活动旨在号召全市文艺家和文艺
工作者走进屯堡、走进历史，品屯堡古
寨的鲜活，忆屯堡文化的历史，积极加

入到“安顺屯堡”这张文化名片的宣传、
推广中来，助力安顺旅游发展。

活动中，文艺家们走进云山屯和本
寨，逛明朝古道、看屯堡地戏、赏屯堡文
化、览600年大明遗风，用身心感受云

峰屯堡的历史厚重与人文色彩。文艺
家们将通过各自独特的创作风格、专业
的美学视角，进一步挖掘屯堡文化的特
色亮点，为安顺屯堡旅游文化发展注入
文艺的力量。

为切实践行志愿服务精神，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西秀
区聚焦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新需求，从加强队伍建设、聚焦项目培
育、传播主流价值等方面着力，围绕基地
联用“动”起来，资金联筹“用”起来，服务
联动“乐”起来，持续完善志愿服务组织
体系，营造出“志愿服务为人人，人人争
当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加强队伍建设 扩宽志愿服务“广度”

“穆奶奶，最近生活上遇到啥困难
没？有什么需要及时和我们联系。”像往
常一样，西秀区彩虹社区楼栋长伍乔又
开始在自己管辖的楼栋里走访。

“有事就找楼栋长。”已成为彩虹社
区居民的“口头禅”。就医就学就业咨
询、水电费缴纳、下水道堵塞、钥匙丢失、
邻里纠纷……群众需求在哪里，45名靓
丽楼栋长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除了楼栋长志愿服务队伍，西秀区
还有众多志愿者在有需要的地方，用点
点微光温暖着这座城。西秀区自2019
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之一以来，全面统筹资源，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形成
了从上到下联结、从城区到社区（村居）
扩散的网状布局，做到了无遗漏全覆
盖。同时，西秀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
量，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组建特色
鲜明、覆盖广泛、活动常态的志愿服务队
伍。截至目前，西秀区共建有1支志愿
服务总队，12支区级志愿服务支队，839
支志愿服务小分队，志愿服务项目8000
余个，注册志愿者14.6万余名。

聚焦项目培育 拓展志愿服务“深度”

“我们单位成立了一支‘五老’志愿
服务队，但想要通过孵化基地得到专业
培训和更好发展，请问‘入壳’的流程和
标准是什么？”一大早，西秀区关工委工
作科负责人潘艳就带着资料到西秀区志
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进行咨询。在工作
人员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潘艳对志愿
服务项目孵化有了更深入了解。

2022年6月，西秀区在全省率先建设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围绕教
育、文化、科技、医疗、法律等与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聚焦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以及
特殊群体，培育孵化出接地气、聚人气的
志愿服务项目，按照“入壳、孵
化、出壳”的流程，指导完善志
愿服务项目80余个。

“仡佬学堂”“苗语连珠”
“快板传党音”等一系列宣讲
志愿服务项目用方言、山歌、
戏曲等多种方式送文化、送
政策、送知识、送服务；“心愿

快递”“和谐邻里”“服务百事通”等志愿
服务项目，促进群众参与乡村自治，树立
文明新风；“戏曲进校园”“花灯感党恩”
等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项目走进千家万
户，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
待……不断涌现的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项目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注
入了新活力，从满足群众普遍共性需求
和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出发，通过孵化基
地的“加持”，一系列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深入群众，成效明显，并在全国、省市获
得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称号。

传播主流价值 提升志愿服务“温度”

根据群众需求，西秀区积极探索成
立了“便民服务行业协会”，促进便民从
业人员抱团发展，实现行业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发展。同时引导便民从业
人员成立“百事通”便民志愿服务队，协
会会员化身“志愿小哥”，为辖区群众提
供精准的服务清单，点对点、面对面提供
优质高效的志愿服务。

“我们志愿者不仅可以通过自己一
技之能生活，还能免费为困难人群开展
一些志愿服务。”“百事通”便民志愿服务
队长杨志富说。

人民群众有呼声，志愿者“马上
办”。西秀区采取“自下而上、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畅通志愿服务流
程。群众根据自身需求向文明实践站

“点单”，或依托联户长为特殊群众（老
弱病残幼）“点单”，文明实践站结合实
际即时“派单”，各志愿服务队根据群众

“评单”，总结优化，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并在“云上”开设“许愿池”，开展以“实现
微心愿 点亮新希望”为主题的“微心
愿”征集活动，各文明实践所核对“心愿
单”，区文明实践中心汇总发布、寻找爱
心人士认领，统一将“心愿物资”分派到
各所、站“心愿快递员”，将物资送达许愿
人，切实满足群众“微心愿”。

在西秀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主动
请缨，服务家乡，奉献力量。他们，有的
是党员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
使命；有的是居民志愿者，主动担当、扮
靓家园；有的是退伍军人志愿者，传承雷
锋精神为家园作贡献。如今，“我志愿、
我奉献、我快乐”已成为一种文明新风
尚，日渐形成品牌效应的服务项目通过
活跃于城乡的“志愿红”，正汇聚成一股
股暖流温暖着这座城市。

汇志愿微光 让温暖如炬
——西秀区切实践行志愿服务精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胡典

志愿者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为严厉打
击缺斤短两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
益，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市场环境，近
日，市市场监管局到辖区农贸市场开展

“公平秤”设置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辖区

农贸市场，现场张贴醒目的“公平秤”海
报，放置“公平秤”，供市民使用。

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李文勇介
绍，近年来由于一些农贸市场设置的“公平
秤”不规范，造成市民不了解、使用不便等
问题，因此，市市场监管局部署全市农贸市
场“公平秤”的设置工作，通过统一购买、统
一检测合格、统一设置等工作措施，确保实

现全市86个农贸市场“公平秤”全覆盖。
“‘公平秤’设置在各农贸市场的醒

目位置，如果市民购买商品怀疑缺斤短
两，可以到农贸市场的‘公平秤’进行复
秤；同时，张贴的海报上有投诉举报方
式，市民如果怀疑遭遇‘鬼秤’，可以进行
投诉举报。”李文勇说道。

截至目前，全市“公平秤”的设置工
作已完成80%以上。同时，今年以来，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保持对“鬼秤”
的高压打击态势，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896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655家，检
查计量器具1200多台，其中不合格88
台，正在依法依规查处中。

我市86个农贸市场将设置“公平秤”

一个个罗汉果挂在藤蔓间

黄果树2023“糖·SWEET”音乐节激情开唱

“在21℃城市 访600年屯堡”采风活动举行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镇宁白马林场：

林下中药材种出致富“良方”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火花镇龙头村：

大力发展罗汉果种植促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选拔赛现场

工人正在中药材基地除草

音乐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