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西秀区马槽社
区开展了“‘12·5’国际志愿
者日”系列活动。活动中，马
槽社区志愿者们到辖区开展
了普法宣传、文明劝导、环境
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

□记者 胡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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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智） 12月 4日，
关岭自治县教育系统以“大力弘扬宪
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主
题开展宣传活动。

期间，该县100余所中小学通过升
旗仪式、主题班会、社团活动、制作展
板、张贴宪法宣传标语、播放宪法宣传
短片、举办宪法专题讲座和手抄报比赛
等形式，同步开展宣传活动，营造了浓
厚的宪法宣传氛围。

“学校师生在规定时间收看网络
直播并同步跟读，加深了对宪法的了

解和认知，进一步加强了学生们的安
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引导学生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营造了遵纪守法的良好宣传氛围。”
该县龙潭街道中心小学副校长管安
立如是说。

据悉，关岭教育和科技局将在该县
教育系统持续开展以“争做宪法小卫
士”为主题的班（团）队活动，向孩子们
普及宪法知识，引导他们做社会主义法
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
卫者。

关岭教育系统多形式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12月 4日，冬阳暖暖。记者走进
安顺经开区宋旗镇和兴村大棚草莓
种植基地看到，一垄垄草莓长势喜
人，翠绿的嫩叶下，一颗颗小草莓正
在努力地探出头来，个个形态饱满、
色泽诱人。

“目前和兴村共有草莓种植大棚
81个，种植品种6个。基地主要采用科
学有机的种植方法，在每个大棚内放置
一个蜜蜂箱，通过蜜蜂授粉提高草莓的
口感和品质，保证消费者品尝到绿色健
康的草莓。”种植户邹汶辛说，现在草莓

“抢鲜”上市，入园采摘不收入园费，每
到周末客人很多，一天大概有三四十
人。基地草莓以线下销售为主，根据品
种，每斤单价大概是40元至60元，经
济价值非常可观。

和兴村坐落于安普大道和迎宾大
道交汇处，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全
村共有733户3135人。2019年，该村
成立了“安顺开发区红兴顺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实施“村社合一”，结合
本村实际，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草莓种植产业。2022年该村草

莓总产值达60余万元，带动村民200
余人次务工，小草莓已然成为和兴村的
致富大产业。

“和兴村曾是省类一级贫困村，当
时村里以传统农业为主，也没有村集体

经济。”驻村第一书记何孝友说，以前和
兴村发展葡萄种植，由于管护不到位而
失败，为了整合土地资源，和兴村积极
引进草莓种植能手到村发展草莓种植，
让闲置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就业务
工，实现助民增收。

和兴村村民王会就是和兴村产业
发展的受益者之一。“从草莓种植管护
到采摘，我都会来务工，一个月有2000
多元的收入，离家近还能照顾家人。”王
会说，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了，还有一
笔流转费收入。

如今的和兴村，不仅发展了草莓
种植，还发展了蛋鸡养殖、西红柿种植
等产业，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14
年的5680元增长到现在的17051元，
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1860元增长到现在的16113.13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从2014年的0元增长到
现在的 140 余万元，村集体资产从
2014 年的 100 万元增长到现在的
3000万元。

产业兴则百姓旺。下一步和兴村
将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
目标，因地制宜积极调优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走出一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新路子。

近年来，西秀区各中小学紧紧围绕
“思想道德教育”“领导班子建设”“教师
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境
建设”“活动阵地建设”“六个好”标准，
积极开展创建文明校园活动，通过师生
的共同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美丽的校
园环境，让文明之花在校园绽放。

走进安顺市第九中学，记者看到蜡
染社团的同学们正全身心投入蜡染制
作，打线稿、浸染、脱蜡……一幅幅蓝底
白画的蜡染作品逐渐成型。与此同时，
剪纸社团的同学们正沉浸在剪纸的乐
趣中，随着剪刀的一开一合，制作出一
件件精美的十二生肖作品。

安顺市第九中学党委书记鲍川平
说：“我校开设多种传统文化特色社
团，是为了引导学生们更加喜爱传统
文化，做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此外，
我校还通过编创《安顺市第九中学校
园文明礼仪三字经》、开展‘师生经典
诵读’活动等方式，提升学生对文明校
园创建的重视。接下来，我校会认真
落实‘六个好’，创文明校园，为全市的
创文工作助力！”

在宁谷镇宁谷小学五（2）班教室
里，语文老师正在与同学们交流讨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共同为班级文化布
置出谋划策。

宁谷小学开展班级文化设计与布
置展评活动，营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
温馨和谐的班级文化氛
围，强化文化润心，促进学
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学
校还成立舞蹈、书法等10
余个社团，开展各种活动
普及文明礼仪，不断丰富
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
此外，西秀区还注重教师队伍建

设。开展“为人、为师、为学”师德师风
建设主题活动，组织教师以“心怀育人
使命 涵养高尚师德”为主题进行师德
修养校本研修。组织教师扎实推进“四
有好教师”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新时
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引导教师铸
牢教育信仰和教育情操。

“在文明校园创建中，我们成立了
以‘一把手’为组长，全体校级领导、中
层干部为成员的‘文创’小组，加强组织
领导、增强创建意识、夯实创建基础，有
力有效开展创建工作。此外，还明确了
教师培养发展定位，通过“双培养”机
制，把人才培养与提高党员队伍素质、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机结合，围绕
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构建‘蓝青工
程新教师培养、青年创新型团队培养、
专业骨干型教师培养、专家骨干型教师
培养’的教师梯队建设体系，为教师专
业化成长和教科研等工作提供保障。”
安顺凤凰学校副校长胡定强说。

西秀区通过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不断丰富和拓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形式和内涵，实现五育并举全面
育人目标，提升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和综
合能力。截至目前，西秀区共创建省级
文明校园4所、市级文明校园58所、区
级文明校园93所。

12月 4日，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
沙戈村村级合作社的鱼塘里，10多名
村民忙着拉网捕鱼、装鱼上岸、称重销
售等。

“村级合作社修建了一个面积12.5
亩的鱼塘，今年初春投放了5万尾鱼
苗，喂养到现在每条有2至6斤重。最
近有客人来购买，我们就组织村民捕
鱼，以6元1斤的批发价销售一批。”沙

戈村村支书姚洪说，鱼塘里还养殖了
500只鸭子，销售后毛收入1万余元。

随后，记者在沙戈村大棚草莓园看
到，大棚内一垄垄草莓长势茂盛，绿油
油的植株上挂着红红的果子，客人提着
篮子穿梭其间采摘新鲜草莓。

“这里共有20亩大棚草莓，每亩投
入草莓苗、肥料、人工等成本5000元。
10天前开始采摘销售，客人入园采摘以

35元1斤计费。”草莓园管护员伍文凭
说，草莓的采摘期较长，管护好的话可
采摘到明年3月。预计该草莓园总产
值40万元，除去10万元成本，利润高达
30万元。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我村由村合
作社统筹发展养鱼和草莓种植产业，
部分所得用于维修公共设施，以及帮
助困难群众。”姚洪说，村合作社发展
产业起到带动作用，激发群众自主创
业增收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沙戈村还利用荒
坡地资源种植枇杷、李子、桃子等精品
水果。目前全村枇杷种植面积200多
亩，每到枇杷成熟季节，总能吸引不少
外地客人前来采摘体验，带动乡村旅
游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
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
效是基础。

记者走进沙戈村廖家寨组，村庄
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有花坛绿
木。在砖瓦砌成的景观墙、竹木编制
的围栏、手绘文化墙的装扮下，村庄显
得格外美丽。

“之前，村里的排水沟是泥沟，排水
不畅，污水横流；而今，在政府部门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硬化了排水沟，排水
通畅了，村庄也变得干净漂亮，改善了
居住环境。”沙戈村廖家寨组村民陆华

秀如是说。
“除了硬化排水沟，廖家寨组村民

无偿捐献桂花等绿化苗木50余株和
老物件 20 余件，携手改善了村庄面
貌。”沙戈村驻村第一书记柳玉说，今
年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村里对
廖家寨组进行提升改造，建成一个个

“微花园”“微菜园”“微景观”，让村庄
更加美丽。

此外，沙戈村在对该村羊寨组的
环境治理中，安装了排污管道，实现雨
污分流，建设了一个文化广场。“治理
后的村庄，污水横流的现象没有了，寨
子干净清爽了。”羊寨组村民伍少忠
说，如今文化广场不仅是村民们的休
闲活动场所，还是大家操办红白喜事
的场地。

“我村成立了文明评议小组，结合
农户的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尊老爱幼、
遵纪守法等进行文明评议。”柳玉说，此
举有效激励大家积极参与宜居乡村创
建，共建美好家园。同时，沙戈村还成
立有村民自治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老
党员、积极向上的群众代表和德高望重
的“寨老”组成，村民自治理事会发挥着
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等作用。

如今的沙戈村，业兴民富，乡村文
明，一幅美美与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徐
徐展开。

格凸河镇沙戈村：

业兴民富村庄美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村民捕鱼销售村民捕鱼销售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安顺市第九中学校园社团活动安顺市第九中学校园社团活动

文明校园

宋旗镇和兴村：

草莓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冯毓彬 李超然 文/图

种植户邹汶辛在采摘草莓种植户邹汶辛在采摘草莓

西秀区持续推进文明校园建设
□本报记者 刘念 文/图

近年来，十字乡把中药材种植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
抓手，因地制宜选择种植品种，通过示范带动，积极打造
特色增收产业。青山村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
源，优先示范带动发展三七种植，成效显著。

连日来，平坝区十字乡青山村三七种植基地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每天都有三四十人在基地采挖三七。

“大家挖仔细点，不要挖漏了。”在青山村三七种植
基地，该基地负责人马武祥大声叮嘱着。马武祥1991年
开始到云南文山接触三七种植，一种就是20多年，2019
年他返回青山村发展三七种植，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
打，成功带领村民让三七种植产业走向正轨。

“只要种得好，种出的三七品质能达到中上水平的
话，一亩地出产的三七价值可达6至8万元。”马武祥介
绍，“经过测产，我们基地亩产三七约2500斤，基地可采
挖三七面积58亩，能产70多吨，产值上百万不成问题。”
基地还能吸纳村民就业务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

“三年来，只要基地需要用工，我都会来务工。每天
固定上班8小时，有90元的工资。”青山村村民陈祖秀
说，自从村里种植三七，她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种植三七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目前
村里发展三七种植80多亩，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
题，实现了带领村民共同增收。”青山村副支书周梅介
绍，下一步，青山村将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盘活闲置土地
资源，积极引导村民共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十字乡青山村：

三七种植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李伟 文/图

村民采挖三七村民采挖三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