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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刻有花纹的石板路，走在屯堡村寨
斑驳幽深的小巷中，满目皆石头:石街、石头
屋、石头墙、石头桥、石头雕花窗……走进一
户人家，屋中摆放着花豹、蟾蜍、兔子、屯堡
嬢嬢等各种石雕工艺品，每一个精细的雕
刻，每一笔传神的描绘，构造出雕塑的各种
神态，无不体现匠人匠心工艺的灵性。

当记者惊叹于在这屯堡村寨小巷内，
竟会藏有如此栩栩如生的石雕作品时，一
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长者走进屋内一
一介绍起作品的创意和内涵，而这些作品
均由他精心打磨而成。

石雕手艺人鲍吉刚，今年60岁，西秀区
七眼桥镇新猴王村人，出生于屯堡后裔雕刻
世家，自幼跟随祖先父辈学习石雕技艺。

明洪武年间，三十万征南大军入黔，战
事平定后奉命屯田戍边，由此繁衍生息，他
们中不乏有来自江南的各类工匠，其技艺
代代相传，迄今已达六百余春秋，鲍吉刚家
族就在其中。

说起石雕，鲍吉刚眼神闪闪发光：“石
雕艺术是一项脑力加体力的活。雕刻时须
将全身之力和大脑之思全部集中于手腕，
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每天至少雕刻7个小
时以上。平时还要对各种各样的生物神态
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将对家乡的热爱、对
人文美景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都融入
于创作之中。”

过去，几十年如一日，鲍吉刚在石雕这
个行业里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判断石雕的
好坏，鲍吉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一是
料，好料很重要；第二是工艺，精雕细琢是关
键，比如最普通的花盆制作，不只需要打磨，
还需要典型技艺打点包；第三是创新，一件
好的作品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加入自己
独到的创意。每创作一件作品时，都要经过
很多道工序：构思、槌打、钻孔、细修、打磨、
清洗、抛光等环节，完成一件作品花费的时
间短则一至两天，长则两三个月不止。”

“石雕雕刻技艺的奥秘在于学会与
‘石’对话，加工不同质地的石头，要先学会
辨认石头的质地。”鲍吉刚介绍道，可通过

声音听石头硬度、密度，通过眼睛看石头是
否有水缝，根据石头颜色和花纹设计雕刻的
作品模版。如今，鲍吉刚技法上集镂、雕、刻
于一体，造型多变，形象逼真，灵气十足。

为了让雕刻走进生活，融入生活，鲍吉
刚不间断学习着，从生活中发掘艺术，再将
此融入到自己的石雕创作中。“一天我偶得
一块石头很精巧，就雕刻成一个玉米，上面
还有两条虫在爬。家里几只鸡看到了都忍
不住去啄。最后玉米石雕被一名台湾收藏
家所收藏了。”鲍吉刚说，他还经常和同行
合作，取长补短，还通过自学艺术和雕刻理
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技艺。

通过多年的传承与创新实践，鲍吉刚
雕刻技艺炉火纯青，所雕狮、虎、龙、凤等动
物栩栩如生，山水风光生动自然。在石雕
艺术上，鲍吉刚造诣颇深，不仅立意深刻，
雕刻技巧传神，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与探
索让其作品屡次获奖。曾以《金蝉戏珠》石
雕作品获省级黔中名匠一等奖，多次在省
市区级的设计大赛上获得好成绩。

“石雕展示的是人的灵感与意念，我享
受创作的过程，也会继续创作下去。”在鲍
吉刚心里，石头的敲击声和打磨声是一段
美妙音符，不应该停止。或许，这也是一代
屯堡守艺人的一种坚守石雕技艺的态度与
传承的精神。

作为屯堡石雕的区级非遗传承人，鲍
吉刚一直在为这一传统技艺的传承考虑。
在带徒弟的教学过程中，鲍吉刚不仅教技
术方法，还讲文化渊源。“教授的不仅是技
艺，还有文化、历史。在构思前，要先了解
雕刻作品的意义和背景，慢慢地，文化素养
就提高了。看多了，也学会了修身养性，心
自然就静下来了。”鲍吉刚说。

作为徒弟之一，也是区级非遗传承人，
鲍吉刚的儿子鲍安康表示，父亲对石雕的
执着，一直影响着他，从雕刻理论、理念、设
计等方面，进行着传承与创新。

鲍吉刚认为，凡事都要下苦功夫，做到老
学到老，他希望把屯堡石雕艺术传承下去，为
屯堡石雕技艺添砖加瓦是他最大的心愿。

精雕细刻让石头“活”起来
——探访屯堡石雕匠人鲍吉刚

□本报记者 王继平 李锦卫 胡典

教育是民生之本。近年来，紫云自
治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
位，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最大民
生工程，聚焦改革创新，整合教育资源，
优化管理机制建设，助推紫云教育高质
量发展。

整合教育资源 改善办学
条件

清晨，紫云第三中学校园内，书声
琅琅，书香四溢，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
活力。该校是紫云自治县委、政府优化
全县教育布局，整合教育资源，改善办
学条件，把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化方向
发展的典范。

2022年7月，紫云利用民族中等
职业学校搬迁后的校舍资源，撤并格凸
河中学、火花中学、达帮中学、水塘学校
初中部组建紫云第三中学。该中学拥
有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公寓、礼堂、食
堂和塑胶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是
紫云县城唯一的一所公立全寄宿制初
级中学。目前，全校共有学生2075人，
教师137人。

“紫云以优化教育资源为抓手，全
力推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紫云
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原校舍组建县第三
中学，做到师资、设备等教育教学资源
集中使用，实现弱校提升办强。”紫云自
治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周文科说，近年
来，紫云采取“一集中两腾换”措施，即
初中集中到县城办学，乡镇中学腾换出
来办乡镇中心寄宿制小学、乡村教学点
腾换出来办幼小一体化学校。同时，结
合各乡镇实际情况采取利用撤并的乡
镇中学校舍资源，增加乡镇中心小学学

位，把学生数较少的完全小学，以及村
小三年级以上学生集中到乡镇中心小
学寄宿就读；二年级以下学生在原校就
读，并根据服务区域幼儿情况开办幼小
一体化学校。

今年秋季学期，紫云充分利用县第
四小学场地和设施设备等教育资源，把
第四小学办成九年制学校，增加县城学
位，解决县城学校学位不足问题。

探索集团化办学 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

在紫云自治县第一小学校长赵瑛
的微信朋友圈里，常常分享紫云自治县
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紫云自治县第一小
学书吧电台教师篇、电台古诗赏析篇，
以及紫云自治县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猫
营二小分校周报、紫云自治县第一小学

“传帮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
动。据了解，赵瑛不仅是紫云自治县第
一小学校长，她还是紫云自治县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负责人。担子虽重，但她对
教育工作充满着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改革创新，
以县第一小学为试点推行集团化办学，
将22所小学纳入集团化管理，实现师
资共享、资源共享，促进共同提高。”周
文科说，其次，紫云积极探索幼、小、初、
高教师一体化办学，实现幼小、小初、初
高教学有效衔接，拓展师资延伸互补力
量，实现资源上下优化流动。此外，以
紫云民族高级中学为试点，实施“腾笼
换鸟”工程，每年淘汰5名教师，
腾出岗位用于引进高素质师
资；通过人才引进、特岗招聘等
补充高素质资源，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
据了解，紫云根据《安顺市教育局

关于探索初高中有效衔接工作的通知》
精神，结合新高考综合改革“强基计划”
要求，在紫云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建立
高中衔接初中试点，采用“2+X+3”教
育模式组织开展“粤黔育才班”，取得的
先进教学经验和取得的教育教学成果，
发挥了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探索建立小、初、高一体化发展机
制，打通各学段壁垒，建立学校教育联
盟，推动形成纵向联结的幼小初高一体
化办学模式。”周文科说，同时，他们还
积极探索高学段带低学段、高年级和低
年级的学段联盟改革，学段联盟有利于
课程、教程衔接，以及教学课程的连贯
等，探索学段联盟的核心是幼儿园与小
学、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的教学衔
接。比如，幼儿园不教书本知识，但可
以通过游戏导向等方式，让幼儿拿稳
笔，形成学习习惯的养成等。

创新管理机制 激发师资
队伍活力

近年来，紫云自治县聚焦改革创
新，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深化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通过设置课程资源开发中
心、学生健康安全中心、学生自治管理
中心、教师素养提升评估中心的“五大
中心”，以满足新时代的教育教学需求。

“结合我县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
孩子多的特点，学校通过开展健康安全

工作，来弥补留守学生的亲情缺失、家
庭教育欠缺等，促进学生勤奋好学、健
康成长。”周文科说，同时，推进管理机
制改革中，他们开展校长、教师素质和
能力大提升行动，健全职务“能上能
下”、教师“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
工作机制。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近
年来，紫云推行教育质量优先一批、老
师无记名推优一批、校长推荐一批的

“三个一批”校长选拔制。教育质量好
的优秀教师，说明该老师授课能力强，
教学基本功扎实；老师推优上来的人
选，说明该老师很有公信力；校长推荐
的人选，即是校长看中的人才，也是校
长培养的接班人。

“为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的激情，我
们从绩效分配、奖优扶弱、尊师重教、示
范引领等入手，建立了全方位的教师工
作激励机制。”周文科说，在社会各界及
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下，他们设置了

“紫城教育发展基金”，建立教育“奖优”
“扶弱”工作体系，成立紫诚教育发展基
金会。去年以来，他们发放高考、中考
等教学质量奖共466万元，对家庭困难
教师及学生进行资助、对品学兼优学子
进行奖励共45.45万元，极大地激发广
大教师的工作激情。实施教师安心、暖
心、舒心、悦心行动。截至9月19日，
已经为全县单身教师配备95套冰箱等
生活用品，共有174名教师享受格凸河
景区免门票及其他项目优惠政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紫云：

聚焦改革创新 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姚福进

（上接1版）
今 年 ，该 镇 共 发 展 粮 食 种 植

40900.75 亩 ，大 豆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2063.3 亩、辣椒 1800 亩、茄子 1200
亩、黄瓜1000亩、西红柿800亩、豇豆
800亩、折耳根4500亩、冬瓜600亩、
大葱600亩、生姜400亩等，总产值达
到4.4亿元，实现带动90万人次增收。

农旅融合是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
发展的新模式,是实现产业融合的新
手段,更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一
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旧州镇
还在乡村旅游上下足功夫。

走进旧州镇把士村，一条河流川
流而过，两岸的垂柳在秋风中轻轻摇
曳，随处可见的民宿、客栈，成为该村
有别于旁村的最大特色。

“村里环境变好了，在夏日避暑高
峰季节，忙都忙不过来，湖南、成都、重
庆等地的外地游客特别多，一个月能
有一万多的收入。”把士村四季民宿老
板黎涛刚笑着说，借助安顺凉爽的气
候、旧州古镇的名气及村里的美好生
态环境，村里的民宿生意越来越好。

与把士村的田园风光不同，位于
旧州古镇景区内的朴岚居民宿，则是
保留了屯堡民居原有的木质结构与石
墙，整体风格看起来古朴而精致，民宿
内，书吧、小庭院、小清吧等休闲娱乐

空间一应俱全。
“民宿每年的7、8月都是满房状

态。游客主要来自北上广及重庆等一
线城市，居住时间大多都在一天左
右。”民宿经理张天一介绍。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游，做热特色
乡村旅游经济。近年来，旧州镇凭借
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保存较为完
好的传统建筑、距离市区较近的地理
位置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凉爽的气
候条件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带动了民
宿产业的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镇
辖区内有超58家民宿，民宿产业已初
成规模。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旧
州通过实施‘链条延伸、产业联动、科
技兴业’等三个专项行动，不断催生产
业发展新思路，推动优势产业新发展，
通过农业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不断促进就业增收，增强群众致富内
生动力。”赵金桥说，接下来，旧州镇将
结合实际情况，立足巩固美丽宜居乡
村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丰富产业种
类，扩大产业规模，同时深挖文旅内
涵，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群众增
收致富。

聚焦乡村建设 在宜居宜
业上补短板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富，还要
实现农村美。

走进茶岭村，干净整洁的通村路
修到了家门口，微花园、微菜园里的花
草植物长势喜人；蓝天白云与白墙灰
瓦相互映衬，新建的文化广场上，村民
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拉着家常。

谁曾想到，这和谐美好的茶岭村，曾
经有着不堪回首的“脏乱差”的历史。

“以前路上到处都是各种家禽的
粪便，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让人难受。
夜晚的茶岭，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冷冷
清清……”说起曾经的茶岭村，茶岭村
村民张各妹感慨颇多。

然而，如今的茶岭村变了，变得
干净了，变得更美了，村民的素质也
提高了。

“茶岭村的美丽蜕变，得益于全村
上下同心，共同创建宜居乡村所取得
的成果。”茶岭村村支书杨勇说，茶岭
村借助打造市级特色田园乡村集成示
范村的契机，完善了基础配套设施、推
进“厕所革命”、建设污水管网，持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同时，亮化工程让夜晚的茶岭热
闹非凡，“白改黑”让乡村公路提升了
一个档次，一村七岗卫生员成为了村
里的环境“美容师”。“村里每个月都要
开展文明示范户评比，每家每户房前

屋后都打扫的干干净净，一家跟着一
家比，大家争当文明示范户。”杨勇说。

乡村要振兴，人居环境是基础。
旧州镇坚持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动员当
地村民开展村庄“四清两改四严禁”整
治行动，同时成立志愿服务队做好群
众宣传动员工作，以示范带动、建设文
明超市、积分红黑榜等形式，全力推进
宜居乡村建设工作，大力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

旧州镇也因此集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宜居小
镇、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贵州
省绿色低碳示范镇等多荣誉于一身。
2021年以来，成功打造茶岭村、浪塘
村、把士村等为市级特色田园乡村集
成示范村。

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推进
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发生
了历史性转移。

如今，一条条乡村道路四通八达，
一座座农家小院古朴雅致，一项项特
色产业生机勃勃，一张张淳朴笑脸诉
说着幸福故事……旧州，正在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切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再
上新台阶。

筑梦乡村绘新景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贵州日报讯（记者 马红梅）近日，省
委组织部、团省委组织仍在黔服务锻炼的
中组部、团中央第22批博士服务团成员7
人、第23批博士服务团成员17人，赴安顺
市、黔西南州开展2023年“桥见贵州”省情
考察活动。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博
士服务团成员先后走进位于关岭自治县的
贵州省坝陵河桥梁博物馆、坝陵河大桥、横
跨关岭和贞丰两县的北盘江大桥和位于兴
义市的马岭河大桥参观学习，详细了解贵州
桥梁的种类和建造工艺。一座座精美的桥
梁、一项项创新的技术、一个个亮眼的奖项，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贵州桥梁的恢弘壮美，并
全面了解贵州交通发展的速度和品质。

在黔西南州，博士服务团成员实地调研
了兴义市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并提
出相关发展建议。在贞丰县龙场镇对门山
村大冲茶叶种植基地，博士服务团成员结合
自身专业、经验，为当地茶产业发展“把脉问
诊”，建言献策。

考察期间，博士服务团在黔西南州召

开交流座谈会，聚焦贵州实施主战略、实现
主定位的需要，结合本次考察的收获，与黔
西南州有关部门共商推动高质量发展大
计。会上，黔西南州政府金融办、州科技局、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州生态环境局4家单位
的负责同志就金融人才引进培养难、特色农
业产业和工业产业如何提质增效、数字型产
业项目挖掘不足、工业固体废物如何提高综
合利用效能等问题，向博士服务团成员问计
求策。博士服务团成员结合自身专业优势、
工作经验以及此次考察了解的情况，对大家
提出的问题一一详细作答，竭力为推动黔西
南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这次考察活动，我们的收获很大，不仅
进一步了解了贵州桥梁的建设历程以及建成
后的重大意义，而且对安顺市、黔西南州文旅
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在这期
间大家也进一步加深了交流和联系，非常有
意义。”博士服务团成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还将继续关心支持贵州，深入调研了
解实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奋力推动贵州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智“汇”贵州“把脉问诊”促发展
——中组部、团中央在黔博士服务团赴

安顺市、黔西南州开展省情考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