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周婷） 近年来，我市立足
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医药及
旅游食品产业快速发展。2023年1至
10月，我市医药及旅游食品产业保持
两位数增长，有力支撑了全市工业经济
增长。

抓好规划编制，持续壮大“主动
力”。在明确医药及旅游食品产业为
全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的基础上，我
市以围绕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为抓手，
推动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编制完善
医药和旅游食品产业“一图三清单”。
今年 10月 20 日，我市成立了安顺市
医药及旅游食品产业工作专班，并会
同省工业发展研究院专家组，深入开
展调研工作，系统全面摸清全市医药
及旅游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底数，有序
推进《安顺市医药及旅游食品基地规
划》编制工作。

紧盯项目建设，着力提高“生产
力”。为加快打造医药及旅游食品基
地，我市聚焦“肉牛、金刺梨、中药材”三
大农业主导产业和“蜂糖李、茶叶、生态
渔业”三大农业特色产业，并有力推动

百灵扩能技改、三力制药二期项目、南
山婆生态食品产业园等加快建设，产业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据悉，目前百灵扩能技改等10个项
目已投产，南山婆食品产业园等6个项
目预计年内建成、逐步投产。

强化品牌宣传，不断提升“竞争
力”。今年以来，我市组织中央厨房、南
山婆、金尘茶和翠宏食品等企业，参加
了多场宣传推广活动，为我市食品企业
搭建共抓机遇、共享资源、共赢市场、共
谋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企业开拓
省内外市场。

同时，组织10家医药生产企业、2
家中药材种植企业、5家包装企业、2家
流通企业、2家销售企业召开全市健康
医药产销对接会，促进本地工业企业之
间互为供需配套，最大限度提高本地产
品市场占有率。

下一步，我市将把大力发展医药及
旅游食品产业作为推动全市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从政策上、要
素保障上进行重点配套，力争把医药及
旅游食品产业打造成为百亿级产业。

我市医药及旅游食品
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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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和
谐社区的居民齐聚社区活动广场，抽签
获取“幸福菜园”。

“为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
篇文章’，丰富搬迁群众的‘菜盘子’，我
们充分利用社区土地资源，建成了一个
5000平方米的蔬菜园，并把蔬菜园划分
成182份，每份约27.5平方米，实现了社
区居民每户都有1份。”格凸河镇和谐社
区党支部书记卢启瑞说，为避免居民因
菜园地块土壤肥瘦等方面分配不均而起
争执，社区采取每年抽签获取菜园的方
式，今年种植这块菜园的居民，明年可能
抽到的又是另一块菜园了。

据卢启瑞介绍，“幸福菜园”种植的
蔬菜除居民自己食用外，也可以拿到市
场去销售，增加他们的收入。

“现在翻地种上白菜、青菜、菠菜等，

1个月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植的蔬菜
了。”和谐社区居民王启明说，他分到的
是37号“幸福菜园”，计划多种植几个蔬
菜品种，实现蔬菜多样化。

“自2017年从偏远的旁如村坝东组
搬迁到和谐社区后，居住条件好了，上街
买办东西方便了，但常年买菜也是一笔
不小的开销，如今有了“幸福菜园”，用心
种好管护好菜园子，不仅能吃上新鲜蔬
菜，还节约一笔生活开支。”和谐社区居
民王珍妹说，她分到45号“幸福菜园”，让
她在这里有了归属感，生活越来越踏实。

格凸河镇党委委员潘其斌说，和谐
社区“幸福菜园”的建设，让社区居民节
省了部分生活支出，体验了自给自足的
快乐，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归属感，正如

“幸福菜园”中的“幸福”二字一样，社区
居民表示他们现在幸福感更高了。

格凸河镇和谐社区：

“幸福菜园”让搬迁群众更幸福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社区居民抽签到的社区居民抽签到的““幸福菜园幸福菜园””

“经常一个电话打来就匆匆忙忙赶
往医院……这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责
任，我和家人都理解并支持她。”作为鄢
丽娜的爱人，陈小亮已经记不清有多少
次，鄢丽娜因为一个工作电话便匆忙离
开的身影。

鄢丽娜，是平坝区人民医院ICU科
室的护士长，工作中，她尽职尽责，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得到领导和同事的
认可。

在家里，她是一位好媳妇、好母亲、
好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用爱呵护
家里的每位成员，用真心营造一个温馨、
和谐、幸福的家庭。

“舍小家顾大家”，鄢丽娜以家庭的
“小气候”温润社会的“大环境”。2023
年，鄢丽娜家庭获评安顺市第三届“文明
家庭”。

鄢丽娜和陈小亮从相识相恋到步入
婚姻殿堂，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故事，但是，他们互帮互助共筑的温暖港
湾是别人羡慕的和睦文明家庭。在平凡
日子里，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充满了爱、进
取和责任。

结婚以来，鄢丽娜一直和公婆一起
生活。在许多人眼中，婆媳关系可能是
天底下最难处理的关系，而鄢丽娜和公
婆的关系不仅处理得很好，她对公婆的

感情更如同亲生父母一样，公婆也一直
视她如己出。

采访中，公婆谈到鄢丽娜的时候，总
是一副幸福满意的笑脸。“我们的儿媳妇
非常温柔、贤惠，也很孝顺我
们，是我们生活中的贴心人。”
鄢丽娜的公公对自己的儿媳赞
赏有加。

陈小亮介绍，鄢丽娜刚参
加工作时工资低，她舍不得给

自己添置漂亮的服装，却总惦记着给
老人添新衣服，或是买点水果、零食让
老人们尝尝，而这一习惯也一直保持
到现在。

“我是自由职业，有时候难免会听到
别人的闲言碎语，但是她从来没有嫌弃
过，经常鼓励我，让我发展自己的事业更
有信心。”陈小亮说，由于自己时间相对
自由，所以，每当鄢丽娜工作期间，他都
会承担起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的责
任，不让妻子分心，让她能够专心工作，
做一名优秀的护士长。

文明家庭文明家庭

互帮互助共筑温暖港湾
——记市级文明家庭鄢丽娜家庭

□本报记者 李伟

近年来，普定县猫洞乡和谐村积极
探索小村规、小议事、小钱袋、小团队、
小评议、小行动等“六小”乡村治理模
式，促进规矩共守、决策共谋、酒席共
治、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立足“小村规”，促进“规矩共守”

“村规民约，人人遵守”……
普定县猫洞乡和谐村的文化广场

上，不时有村民们聚在一起，观看并诵
读喷绘的“村规民约”。为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提升村庄文明程度、建设幸福
家园，营造整洁清新、优美舒适、文明和
谐的人居环境，和谐村对村规民约进行
了修订，内容涉及党建引领、宜居乡村、
文明乡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五个板
块，通过文化墙的形式展现在群众面
前，在扮靓村庄的同时，也让广大干部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规范了自身行为。

立足“小议事”，助推“决策共谋”

和谐村搭建“小议事”平台，引导群
众参与决策共谋。通过开好支部主题
党日、院场板凳会、片区工作推进会，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把村民日常关心
的小事、难事摆到台面上，实行民事民
议、民事民决，通过面对面交流达到“还
权于民”的效果，切实增强村民的社会
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立足“小钱袋”，深化“酒席共治”

针对农村酒席办理攀比之风，村党
支部采取走访群众、征求意见、召开村民
会议等方式，决定办酒的“招待菜”为一
钵荤菜、一钵素菜、一钵烩菜、一钵汤，当
地人风趣地称之为“四钵宴”。并组织成
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跟踪监督，规定除
红白喜事之外的酒席一律不办，红事1
天、白事3天，每户送礼不超200元，每桌
酒席不超过150元，限定30桌以下，彩礼
规定不超6万元。此外，还成立了互助
队，村里如遇红白喜事，各互助队轮流帮
忙,完成酒席一条龙服务。

立足“小团队”，助力“建设共管”

近年来，和谐村积极探索党建引

领，群团助力“共同缔造”新途径，依托
党员队伍、共青团队伍、妇联队伍、社工
组织及各类志愿者队伍等“小团队”，通
过多方联动、多点发力，把群众力量组
织起来，把群团力量整合起来，为共同
缔造注入活力。先后组建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乡贤联谊会、红白
理事会等群众自治性组织，让每名群众
参与村庄事务管理。

立足“小评议”，展现“效果共评”

“小评议”是和谐村建立的双向评
议反馈机制，鼓励群众对村级各项事务
进行评议，形成“你服务谁、谁评价你”
的群众评议机制。

依托组织生活会、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等，对村干部履职情况、村级重要工
作和重大项目，实行党员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评议制度，让群众当“评委”、干
部来“答题”。

针对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道路硬
化、路灯安装、产业发展壮大等重要项
目建设过程中和完成后，适时开展常态
化评价，请群众代表看进展、评质量、论
实效。

每年组织一次述职评议活动，由村
“两委”干部述职，邀请村务监督委员会
和群众代表参与绩效考评，根据考评结
果对村干部进行奖惩。

……

立足“小行动”，推进“成果共享”

近年来，为发动群众参与，和谐村
坚持以“小行动”为切入口，通过“四小”
（小自治、小改造、小服务、小产业）行
动，凝聚群众力量，实现家园共建、成果
共享。

结合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在村内主
公路沿线安装太阳能路灯190余盏，栽
种绿化树木300余株，整治环境问题35
处，新建公厕3座，改造提升党群服务中
心1座，新建“儿童之家”1处，清理废弃
房屋、老旧危房40余间，清理杂木树
500余棵，丛林杂草面积100余亩，开展
志愿者服务600余人次。

如今的和谐村，环境美、产业兴、邻
里睦、人心安。

猫洞乡和谐村：

“六小”带来大变化
□王成伍

12月4日，西秀区举行2023年“12·5”国际志愿者日——“感恩有你
志愿同行”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暨“最美志愿者”风采展示活动，集中宣传志
愿服务，传递志愿服务公益正能量。 □记者 唐国栋 摄

提及安顺屯堡文化，地戏是其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它是屯堡人文精神最为
突出的一面。安顺地戏有着高亢而乡土
气息浓郁的弋阳老腔余韵，是明朝初朱
元璋“调北征南”时由军队带入安顺并发
展起来的。这种传承了600年的古老戏
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至今仍流
行于安顺民间。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奉军令调北征南，五尺道山崖两
开；离乡背井豪情壮，忠君爱国守边关
……”一锣一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
和，这段“调北征南”的唱词，安顺地戏省
级非遗传承人顾家顺已经记不清唱了多
少次，伴随这古老又年轻的唱腔，顾家顺
带着记者走进他与地戏的故事。

“地戏是屯堡人独有的一种头戴木
刻假面的传统民间戏剧。头戴面具主要
是体现敌我双方的人物区分，生动明快、
性格突出。”顾家顺说，安顺地戏所演的
30来部大戏上至商周，下至明朝，都是
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和赞美忠义、颂扬
报国的忠臣良将。在顾家顺看来，“忠、
义、仁、勇”这四个字，不仅写在戏文里，
也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

1985年出生的顾家顺，生活在西秀
区大西桥镇九溪村的屯堡村寨，爷爷是
安顺地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顾之炎，从小听着地戏长大的他，对地戏
有着特殊的感情。“上世纪90年代，逢年
过节屯堡村寨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跳地
戏，非常有趣。看着老一辈人的表演，我
非常羡慕戴着高高翎毛的主角。”顾家顺
回忆道，过去学地戏，对演员的要求非常
高。对屯堡人来说，地戏是一件神圣的
事情，只有品德兼备的年轻人，才能学地
戏。家里要是有一个会跳地戏的人，全
家人都会觉得光荣，因为这是对一家人
家风的最高认可。

“爷爷说安顺地戏是老祖宗留下的，
是屯堡人的魂，不能丢。地戏是活态的，

得好好把它传承下去。”从小跟着爷爷到
处演出的顾家顺，十岁就跟着爷爷学习
地戏的基本动作，并扮演开场的“打小
童”。后来，爷爷身体不好跳不动了，就
口授于他，于是在九溪顾家小院的天井
里，每天都可见祖孙俩的身影，一个坐着
教，一个站着学。

2005年，顾家顺正式加入九溪（四
马投唐）地戏队，2008年跟着地戏队到
处演出，并不断提高自己技艺。2013年
爷爷去世后，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让更
多孩子学习地戏，顾家顺接下了“地戏进
校园”的工作，并与朋友在九溪村开办了
少儿地戏班。顾家顺说：“自费办学不为
赚钱，我要让屯堡的娃娃们有这个意识，
地戏是屯堡文化的重中之重，要让他们
因为会跳地戏而感到骄傲。”

那是一段充实而又有意义的日子。
不论放学时间还是周末，在村里的广场、
天井、桥边，都会看见孩子们认真学着跳
地戏的场景。

2014 年大年初九，九溪儿童地戏
表演队首次亮相。“那天，40多个孩子
的认真表演，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地
把孩子们围起来，不时发出惊叹和掌
声，站在旁边的我鼻子酸了很久，对我
来说，这就是安顺地戏的传承。”顾家
顺激动地说。

2013年到现在，顾家顺一直致力于
推进安顺地戏进校园、进乡村、进景区，
积极给群众和学生普及地戏的相关知
识。“心里面有一种使命吧，祖辈传下来
的东西不能丢，我要把这面大旗给扛
上，把我所知道的地戏知识传播给大

家，让大家了解地戏，喜欢地戏。”顾家
顺说。

为团结更多人一起宣传和传承地
戏，2016年顾家顺积极组建成立了安顺
大屯堡地戏演艺团，现有专业表演人员
40余人，6支表演队。今年以来，该地戏
演艺团通过各个平台组织表演和宣传地
戏60余场次。作为团长的顾家顺带领
团队不仅前往贵州村超现场进行表演，
把地戏搬到芒果TV综艺舞台，还参加
贵州民族大联欢盛会，为全省观众带来
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地戏盛宴。

“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安顺的地戏传
播出去，以此达到宣传家乡，传播非遗文
化的目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
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地戏，就很满意
了。”顾家顺高兴地说。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12月4日，
贵州省2023年“宪法进农村”宣传活动，
走进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

活动现场，针对农村群众法治需求和
关注的热点问题，宣传人员结合实际案例
向群众解读宪法及相关涉农法律法规，引

导群众通过人民调解、行政复议、诉讼等
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做到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法治意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300余份，900余人参与。

贵州省2023年“宪法进农村”
宣传活动走进白岩镇韭黄村

顾家顺：十八年坚守，只为更好传承安顺屯堡地戏
□本报记者 胡典 文/图

顾家顺正在进行地戏教学顾家顺正在进行地戏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