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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关岭自治县龙潭街道的民族
村，坐落于山，静谧于林，村中95%以上
的村民都是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
族村寨。该村以文化振兴为核心，以传
承民族文化、建设和美乡村为突破口，
在大山里吹响了一首旋律优美的苗族
芦笙曲。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里，
原先是深度贫困村，如今脱贫之后该
如何振兴村子，一直都是全村干群关
心的问题。”民族村党支部书记杨仲方
告诉记者，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总结，
村里制定了“传承文化、以文兴村”的
目标。

长期以来，民族村苗族芦笙文化氛
围浓厚，芦笙不仅成为逢年过节、婚丧
嫁娶的必备乐器，村里群众自发组建的
芦笙队围坐在院坝里吹芦笙、谈经验也
是常态。去年8月，该村苗族小伙柳飞
飞作为艺术类考生，以芦笙专业全省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圆梦贵州大学。而在
民族村，如柳飞飞一样通过芦笙圆梦大
学、改变命运的学生每年都有好几名。

“民族村既以‘民族’作为村名，更

要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上做好示范。”
杨仲方表示，芦笙文化已经成为民族村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代代相传，深入
人心。

从2021年开始，民族村就将宜居

乡村创建工作和芦笙文化相结合，党员
干部在开展院坝会、群众会时，大力宣
传人居环境整治、创建宜居乡村、传承
民族文化等内容，动员村民抓好文化传
承、打扫房前屋后、爱护环境卫生。同

时，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获得广州市
花都区财政局、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单位和企业每年10万元的资金
帮扶，用于村内“三园”打造和芦笙文化
营造。

走进民族村的杉林组，串户道路、
房前屋后、院坝内外都非常干净，木柴
杂物也堆放整齐，加上数幅描绘芦笙文
化和村子变迁的民族墙绘的点缀，为这
个苗族寨子增添了一抹亮色。

“村委购买砖块、砂石和花草等，村
民们自己动手砌花台、种花草，今年还
请了村里学习美术的孩子画了许多幅
以芦笙文化为主题的墙绘。”杉林组小
组长杨朝林说，传承民族文化不仅能让
民族文化血脉得以延续，还能提振干群
投身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杨仲方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深耕细作’苗族芦笙文化，继续在乡村
振兴工作上、宜居乡村创建中融入民族
文化元素，将苗族芦笙作为民族村以文
兴村的‘法宝’，着力去打造‘芦笙文化
特色村’，让芦笙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让
民族文化焕发光彩。”

龙潭街道民族村：

苗族芦笙声声响 乡村振兴奏新曲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芦笙文化墙绘

本报讯（记者 唐琪）“学校食堂
原材料是通过什么渠道采购的？请出
示一下食材采购清单、收支账目……”
近日，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专项
监督检查组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食堂开
展监督检查，着力发现问题并当场督
促整改。

为保障学生营养餐供给安全，安顺
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职责定位，聚焦学校食品安全领域
腐败和不正之风开展专项监督，进一步
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以精准监
督全力守护学生“盘中餐”。

针对学校食堂食材采购配送交易
量大、涉及金额高、极易滋生腐败等问
题，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联合区教
育、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专项监
督检查组，聚焦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中采
购、验收、贮存、加工、供餐等关键环节，
紧盯人、财、物三个重点，通过随机抽
查、体验式监督、明察暗访等方式，深入
全区寄宿制初级中学、中心小学、村小、
幼儿园等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全面
摸排食堂管理、食材采购、食品安全、财
务制定等环节的廉政风险点。

为提高监督质效，专项监督检查
前，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系统梳理
日常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信访举
报等反馈的问题，多维度排查分析问题
成因，形成包括侵占学生伙食费、套取
营养餐，食材变质、以陈顶新以及食堂

“账外账”等3个方面18项问题清单，照
单“问诊”。

精准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
提。专项监督检查组通过查阅台账资
料、食堂账目、会计凭证，走访座谈食堂
管理人员、师生和现场查验等方式，重
点了解学校食堂食品和原材料采购过
程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甚至利
益输送，学校教职工就餐是否与学生同
质不同价、是否存在免费吃学生餐以及
陪餐不交费现象，学校食堂是否存在违
规接待、饭菜质次价高等问题，精确发
力、靶向施策，健全完善机制，堵塞制度
漏洞。

针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和漏洞，安
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列出问题清单，
建立工作台账，督促相关职能部门逐条
逐项限时整改销号，并通过不定期开展

“回头看”形成监督闭环效应，推动问题
真改实改。并对学校食品安全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深挖细查，确保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截至目前，已对全区13
所学校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发现并督促
整改问题17个。

此外，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派
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还结合学校食
堂易发频发的“微腐败”问题，督促区教
育局职能科室充分运用大数据开展网
络监督，动态监测营养餐学校就餐人数
等数据，从源头上斩断谎报瞒报骗取补
助资金问题。

本报讯（记者 刘凤） 近日，普定
县公安局穿洞派出所深入辖区校园开
展反恐处突应急演练。

演练前，民警向广大师生讲解了防
暴盾牌、长棍、钢叉、“一键报警器”等防
护器材的使用方法、操作要领及注意事
项，并进行了演示。演练中，学校工作
人员模拟“歹徒”手持凶器强行闯入校
园，学校安保人员见状，迅速向学校及
穿洞派出所报告，并手持防暴器械进行

阻拦周旋，等待派出所的支援。待民警
赶到现场，安保人员配合民警作战，联
手制服了闯入校园的“歹徒”，成功将其
带离现场。

演练结束后，民警对学校安保人员做
了简短培训，向他们详细讲解了反恐常识
等内容，同时向广大师生发放防暴知识有
关的宣传资料，并进行现场讲解，提高安
保人员的防范意识、应变能力和师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普定县公安局穿洞派出所：

防暴演练进校园

12月11日，记者在虹山湖旅游景区看到，游客坐在景区内的观赏石上
晒太阳，该行为不文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摄

游客坐景区观赏石不文明游客坐景区观赏石不文明

时下，正是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喜
凯村脐橙成熟季节，该村脐橙园里弥漫
着果香，当地的脐橙种植户不是在脐橙
园里采摘脐橙，就是在装运脐橙去市场
销售的路上。

“我们村的脐橙香甜味美，很受消
费者青睐。今天早上，我拉了2400斤
脐橙到县城农贸市场售卖，不一会儿，
就以5元1斤的价格全部卖完。”喜凯村
村民王小芬说，卖完之后，几位客户又
预订了1500多斤，所以她下午开车再
次送货到县城。

据王小芬介绍，她种植了 30 多
亩脐橙，每亩年均采摘 3000斤，以 3
元至 5 元 1 斤的价格销售，亩产值 1
万余元。

喜凯村山高坡陡，光照好，环境
适合脐橙生长。全村 139 户，有 120
户种植脐橙，种植面积 2000 多亩。
据喜凯村村支书王志昌介绍，去年，
村里脐橙种植户种植收入多的有20
多万元，少的有 2 万元。今年脐橙
挂果情况较好，市场销售价格比去
年高，预计今年脐橙种植收入会有
所增加。

“我家种植10多亩脐橙，除了自己
采摘到马安营街上零售外，大部分以4
元 1 斤的批发价卖给进村收购的电
商。”喜凯村脐橙种植户吴英妹说，她家
年均售卖脐橙收入10余万元。

“每到脐橙成熟销售季，一方面，种

植户自己采摘装运到本地市场销售；另
一方面，我们积极联系本地电商进村收
购，拓展销售市场，让种植户的脐橙卖
得出、卖得好。”喜凯村村委会副主任吴
建美如是说。

“为打响喜凯村脐橙品牌，我们对

脐橙进行分选和精包装，并在包装盒上
图文并茂地注明脐橙的产地。”在喜凯
村收购脐橙的紫云本地电商徐敏说，近
几天来，她每天通过线上平台至少销售
100单脐橙，每单1件至5件不等，每件
5斤。

本报讯（倪纯） “现在用电很稳
定、可靠，电器设备同时运行也没问题，
这对我们企业年底备货‘冲刺’提供了
很大支持”。近日，镇宁自治县瀑乡蜡
妹民族旅游工艺品厂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镇宁自治县景宁小区银城
趣事文化产业街聚集了多家民族特色
手工艺品工厂及加工坊，随着年关将
至，订单量增加，生产用电进入高峰
期。为此，南方电网镇宁供电局高度重
视企业用电情况，倾情服务，全力满足
企业用电需求。

工作人员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服
务方式，深入企业检查配电室和用电设
备运行情况，了解客户生产用电需求，
围绕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用电问题，
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提醒客户安
全用电注意事项，并对涉及供电线路进
行巡视测温、测量负荷电压，发现缺陷
和异常立即清除；同时，积极引导客户
使用“南网在线”APP，让客户足不出户
就可办理用电报装、电费代扣、查询电
价等业务，轻松享受便捷、智能的用电
服务，增强客户的用电获得感。

南方电网镇宁供电局：

全力满足企业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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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寨乡喜凯村：

脐橙飘香采销忙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村民采摘脐橙村民采摘脐橙

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

精准监督守护学生“盘中餐”

日前，走进位于普定县马官镇的普
定县持恒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
地，一排排苗木郁郁葱葱，林下一垄垄
绿油油的黄精长势喜人，到处是生机勃
勃的景象。

从2008年培育、销售金刺梨苗开
始发展至今，该公司已发展成多元化的
苗木种植基地，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近两年来示范种植的林下黄

精更是为助推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
力。今年，该公司被授予“贵州省省级
林业龙头企业”称号，并被评为贵州省
林木种苗示范基地。

“我们现有基地约1130亩，大概有
60来个苗木品种，包括地被苗香樟、桂
花、红豆杉等，每个品种都是上万株。
目前有两个基地，一号基地以经果林苗
木为主，二号基地以黄精苗和绿化苗木

为主。”公司负责人夏学刚说。
为推动林下经济发展、提升林业特

色产业发展质效，2021年起，该公司结
合市场需求，有效利用大片苗木林地进
行黄精苗培育和黄精种植，目前已培育
黄精苗100亩，示范种植黄精150亩。

目前，正是中药材黄精种植的最佳
时间，黄精苗也迎来销售旺季。一大
早，务工的村民们就在林下黄精育苗基

地选苗、拔苗，准备销往黔东南、黔西
南、毕节等地。

“以目前的市场价格，预估1亩黄
精苗的收入在10多万元。”夏学刚说。

据介绍，黄精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
药材，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
等功效。在种植技术上，该公司采用自
然林遮阳、林下覆膜、“林下覆膜+遮阳
网”3种方式进行对比种植，研究黄精长
势和品质区别，争取找到科学的增产增
效种植技术，推动本地黄精种植产业高
质量发展。

据介绍，黄精种植3至5年后迎来
丰收季，以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每亩地
种植6000株黄精可实现5万元收益，
将黄精变为“黄金”。夏学刚表示，通过
今年的试验，公司会力争在明年或者后
年，在普定县周边发展1至2万亩林下
黄精种植。

“我们在这里务工十多年了，每年
至少有2至3万元收入。”务工工人黄德
美只要自己的庄稼地不忙，都会到基地
来务工。

产业兴，百姓富。该公司林下特色
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帮助20余人实
现稳岗就业，人均月工资达6000元，还
时常雇请周边村寨的村民务工，每天支
付每人工资 80元到 120元。近五年
来，该公司平均每年发放工资400万元
左右。

普定县持恒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林下黄精变“真金”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林下黄精育苗基地林下黄精育苗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