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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3月28日，
由平坝区农业农村局主办，平坝区茶叶
协会、贵州双木农机有限公司承办的平
坝区茶叶品牌推介暨春茶开采活动在
平坝区天龙镇高山云雾茶场举行。此
次活动以“平坝邀您上春山 采春茶 品
春韵”为主题，进行了双手采茶培训及
制茶、冲泡、采茶体验，来自全区17家茶
叶种植企业、合作社负责人，茶业经理
人、茶文化爱好者以及网络达人等百余
人参加推介活动。

“我们平坝茶的茶叶自然挺秀，汤
色清澈明亮，香气清香持久，滋味鲜醇
甘爽，欢迎大家品尝、推介平坝茶。”活
动现场，平坝区茶叶协会会长王家道热
情洋溢地向大家作茶叶品牌推介。茶
叶专家学者们热烈交流，共续茶缘、共
话茶事、共谋茶业。近年来，平坝区紧
盯茶叶富民的目标，发挥茶优势，深挖

茶内涵，提升茶品质，推动茶融合，促进
茶销售，让茶山变金山、茶园变公园、茶
区变景区。据了解，目前平坝区茶园种
植面积共3.51万亩，投产茶园面积2.2
万亩，孕育出包括“贵安”“碧架山”“海
巴塘”“禹沁”“贵安杉尖”等9个茶叶品
牌，今年预计茶叶总产量可达0.128万
吨，同比增长6.66%；茶叶产值预计可达
到1.97亿元，同比增长6.48%。

“举行此次活动以提升平坝区春茶
采摘、加工、营销的标准化、规模化、品
牌化水平为目的，充分发挥安顺平坝茶
品牌的‘名片效应’，助力安顺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王家道表示，平坝区茶
叶协会将会做好聚合、牵头作用，聚焦
茶叶精深加工、品牌创建、市场营销
等，宣传、推介好平坝茶，为推动平坝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寻求更大的合作机
遇和空间。

平坝区茶叶品牌推介暨春茶开采活动举行

近日，走进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
村，成片的油菜花与古朴自然的村寨相
依相融，风光宜人。屯堡民居错落有
致、大街小巷干净整洁、亭檐树梢灯笼
高挂；休闲小广场上，老人们在树下乘
凉拉家常；宣传栏、文化墙上，文明公约
随处可见……一股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
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

该村党支部书记汪鹏告诉记者，近
年来，吉昌村大力推进宜居乡村创建及
和美乡村建设，将禁止乱扔垃圾、乱堆
乱放、乱涂乱贴、私搭乱建、焚烧秸秆、
赌博涉黄等写进“村民文明行为守则”，

弘扬新风正气，培树文明乡风。
同时，该村摒弃滥办酒席、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倡
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孝老
爱亲、厚养薄葬等文明风俗，让移风易
俗的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坎。

通过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乡村文明新风培育，不
仅扮靓了吉昌村村容村貌的“外在美”，
也擦亮了该村崇文尚德的“内在美”。
汪鹏说：“现在村民们的陈规陋习不断
革除，村里的文明风尚也更加浓厚了。”

“近些年，大家的观念进步很大，酒
席少了，人情债轻了，家家户户的时间和
精力大都放在家庭、农活上，日子过得踏
实又舒心。”村民谈起村里的风尚变化满
口称赞。

创建宜居乡村，吉昌村以党建为引
领，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依靠广大群众，
以“一村七岗”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
村聘请保洁员为主力进行日常清扫，发
动党员、驻村人员、群众、志愿者、大学
生齐参与，常态化开展“靓丽星期五”志
愿服务活动，清理生活垃圾、沟塘污水、

畜禽粪污、房前屋后，改善房屋装饰外
貌、改变村民不良习惯，严禁秸秆和垃
圾乱烧、严禁私搭乱建、严禁乱占耕地，
全面推进治脏、治乱、治违行动，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通过积极引导，现在大家越来越
爱干净，行为习惯也越来越文明。”该村

“一村七岗”人员黄云香说。
为让文明乡风如风劲吹，吉昌村以

“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文明示范户评
选、“积德榜”评选、传统文化活动举办
等为载体，引领乡村新风尚、共建文明
家园。

村民田井余老人一家是吉昌村几
届“文明示范户”，房前屋后、楼上楼下
每天保持干净清爽、明亮洁净，参加村
里“大扫除”积极主动。“通过文明评选
活动，现在村里面逐渐形成了文明和
谐、遵纪守法、邻里和睦、互帮互助、健
康向上的良好风气。”田井余说。

多年文明乡风的不断滋养，让吉昌
村寨风、民风、家风成为一道道亮丽风
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吉昌村，获评
全市文明村。

近日，2024年西秀区护士岗位技能竞赛暨安顺市护士岗位技能竞赛选拔赛在
西秀区人民医院全科培训基地举行，来自全区各家医院及卫生院的54名护理人员
参加比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动作娴熟，将优质护理服务理念贯穿于每
个操作环节中，充分展现了护理人员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职业技能。

□记者 刘念 摄

三月下旬，西秀区黄腊乡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樱花盛放季。春风拂过，三万
株樱花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苏醒，为山野
织就粉白盛装。如画美景吸引了数万
名游客慕名前来踏青赏花，“美丽经济”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新的致富路。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走进
黄腊樱花园，仿佛踏入一个充满童话色
彩的世界。微风轻拂，朵朵烂漫樱花在
枝头摇曳，轻盈的“樱花雨”落下，一派
春日的浪漫氛围。樱花园中游人如织，
游客们或悠然漫步，欣赏满园的樱花和
沿途的美景；或是驻足拍照，举起相机
记录下这美轮美奂的瞬间；或是身着盛
装，欢快的随歌起舞；或是围坐在樱花
树下，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尽享春日的
美好时光。

广东游客江洁在繁花一隅安静的
围炉煮茶，与家人共观山樱之色，品春
茶之鲜，在花海中感受春天的气息。“我
们从网上了解到贵州有最美的樱花，就
赶着花期专程从广东汕头来到安顺赏

花，很多广东的朋友看到我分享的视频
和照片，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江洁告
诉记者，他们提前做好旅游攻略，预留
了几天时间在安顺游览5A级景区、品
特色美食，享受到了贵州景区对广州游
客免门票的“招待”，感受到了贵州人民
的热情，对旅行体验非常满意，明年还
会和亲友一起再来安顺感受这份春日
限定的美景。

黄腊樱花园位于黄腊乡东部的龙
青村，是依托黄腊乡龙青村“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的民俗风情和生态园区自然
风貌全力打造的大型樱花欣赏山地观
光旅游项目。从2012年发展至今，已
初具规模，成为一处集樱花赏景、登山
休闲、摄影写生、山间运动等为一体的
现代旅游观光目的地，让赏花游从单纯
的观光游逐渐变得更具体验感。

近年来，随着黄腊樱花园知名度的
逐年提升，游客接待量也不断攀升。为
了保障广大游客的观赏体验，黄腊乡在
园区管理、安全保障、交通指引、志愿服

务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据黄腊乡科宣
中心负责人陈志富介绍，黄腊乡政府与
公安、交警和医疗部门联合，在园区周
边设立了安全保障和医疗保障点，当地
村干部和群众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进
行环境卫生保障，为游客提供热情周到
的指引服务，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
而归。

在这片樱花的海洋中，黄腊乡不仅
绽放了春天的美丽，也书写了乡村振兴
的新篇章。黄腊乡充分利用樱花季这
一契机丰富旅游业态，推动当地旅游产
业化发展。该乡在园区道路两旁设置
了500余个摊点，热情的当地村民纷纷
拿出自家的好手艺和土特产，摆摊做起
了生意，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各
种特色小吃、手工艺品、汉服等商品琳
琅满目，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集
赏樱观景、娱乐打卡、陶冶性情等为一
体的旅游文化消费圈在绽放的樱花映
衬下悄然形成。

“网红”的赏花场景是解锁“流量”

的密码。经营户张从兵说：“为了打造
具有‘氛围感’的赏樱空间，我们在山上
搭建了帐篷营区，可以围炉煮茶、烧烤，
还在观景位打造了‘网红’打卡点，远道
而来的游客可以在此惬意休憩、品茗，
天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有3000至5000
元的收入。”

黄腊樱花园撬动“赏花经济”的同
时，也为当地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
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志富介绍，今
年的樱花赏花期间，黄腊乡预计接待游
客8至10万人次，预计实现旅游经济收
入150万元。为将赏花经济的短期盛
况变为“长期胜景”，打造“赏花+”的延
长产业链，黄腊乡正将旅游产业化作为
重要抓手，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民族文化优势，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完
善基础设施，放大产业效应，随着优质
乡村游产品的不断丰富，不断打响“黄
腊樱花园+乡村旅游”品牌，让“到此一
游”变成休闲游、度假游，进一步绽放

“美丽经济”。

西秀区黄腊乡：
三万株樱花绽放“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李磊 唐琪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连日来，紫
云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分别赴猫营、坝羊、火花、宗地、
猴场、水塘等乡镇开展春季农资市场专
项执法检查。

该大队围绕农资经营户的经营资
质、品种合法性、经营台账、包装标签合
法性和备案情况等进行重点检查，并在

执法过程中向经营户宣传农资合法经
营要求、农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合
法、规范、诚信经营，提高经营户守法经
营自觉性。

通过专项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
了农资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意识，规范
了农资市场秩序，有效保障全县春耕
备耕的有序推进。

紫云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执法检查

本报讯（杨衡 荣永康）日前，镇宁
自治县江龙镇召开“到江龙，喝茶去”主
题采茶节活动，南方电网安顺镇宁供电
局江龙供电所立即组织专业技术强、现
场实操能力强的应急保供电队伍开展
保供电工作。

据悉，为圆满完成本次保供电任务
及茶农用电需求服务工作，该局出动
应急保供电车2辆，保供电人员5人，
应急发电机1台，安排专业人员提前一
天到现场了解供电线路、电源点、现场
负荷需求等情况，片区经理对所属片

区的茶农进行走访，了解茶农用电需
求、设备运行等情况，助力江龙茶产业
发展。活动当日派遣驻点人员“24小
时”值班，提前预设抢修人员、物资、备
品备件，配备抢修车辆，确保现场供电
稳定可靠。

据悉，该局将进一步加强线路巡
视，对主要供电线路展开特巡，发现问
题及时消缺，重点保障茶叶生产企业、
茶叶种植基地、茶农等重要用户的电力
供应，助力春茶生产平稳有序，让茶叶
生产用上“便捷电”“舒心电”。

南方电网安顺镇宁供电局：

电力保障春茶生产

大西桥镇吉昌村：

移风易俗新风尚 文明之风扑面来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打扫环境卫生打扫环境卫生

本报讯（记者 唐琪） 连日来，安
顺经开区交通局积极组织志愿者，在辖
区公交站台及安顺西站等处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引导乘客有序乘坐公共汽
车，确保旅客有序进出车站，共同营造
文明和谐的公共交通环境。

在公交站台，志愿者们引导过往

乘客文明乘车，讲解乘坐公交车的注
意事项和文明行为规范，提醒乘客在
候车时保持排队秩序，主动礼让老弱
病残孕等特殊乘客，共同维护良好的
乘车秩序。

在安顺西站，志愿者们协助工作
人员进行进站引导，热情地为旅客提

供咨询服务，确保旅客能够顺利、快
速地完成进站流程，获得顺畅的旅途
体验。

此次活动得到了广大乘客和旅客
的广泛好评。乘客们纷纷表示，志愿者
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也让他们
更加愿意遵守乘车规范，共同维护良好

的公共交通乘车环境。
安顺经开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
和开展，通过多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引导广大市民树立文明出行的理念，
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公共交通
环境。

安顺经开区交通局：

交通志愿者共促文明行

本报讯（记者 胡典 唐琪） 3月27
日，由西秀区七眼桥镇主办的“我从明
朝来·屯堡讲谈”第五期文化交流活动
在安顺屯堡文化博物馆举行。本次活
动以《河里的石头滚上坡——安顺屯堡
建筑》为题带您走进安顺屯堡建筑，了
解屯堡建筑里蕴藏的文化。

“石头的路面石头墙,石头的瓦盖
石头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这
一段顺口溜，道出了屯堡建筑的石头魅
力。2007年，屯堡石头建筑技艺被评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屯堡建筑
技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文
化传统的作用下结合当时江南一带的
建筑特点，就地取材用当地石头和木材
在依山傍水之间建造了具有独特风格
的屯堡石头建筑群。

活动现场，主讲嘉宾世界华人建筑
师协会理事、贵州土木工程学会城乡遗
产保护学术委员会主任、建筑师越剑，

从“作为观察者的十年：守望故乡”“作
为践行者的十年：修复传习”“作为倡导
者的未来十年：活化共享”等三个方面
讲述多年来从事屯堡建筑的记录与修
补的故事，以及屯堡建筑里的文化底
蕴。在越剑眼中，好建筑拥有趣味与智
慧，而屯堡村寨的古建筑就有如此别样
风采。2006年，越剑作为观察者带领学
生在本寨修缮碉楼；2014年，他开始作
为践行者在云山屯发起“屯堡工作营”，
组织志愿者修复屯堡建筑；2021年，他
作为倡导者发起“乡村守护人计划”，带
领更多志愿者、村民、修补匠一起修缮
村里老屋。“我们不仅是在修复古建筑，
也在修复乡愁。”越剑说。

参加交流活动的屯堡文化爱好者
和屯堡工匠们纷纷表示，通过聆听讲
座，受益匪浅，回去后要更好地宣传屯
堡文化，保护屯堡建筑，让更多人走进
屯堡、了解屯堡、读懂屯堡。

“我从明朝来·屯堡讲谈”
第五期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气温回升，春意正浓。连日来，关
岭自治县断桥镇木城村抢农时、务农
事，组织人员积极开展中药材天门冬春
季除草、施肥等管护工作，确保天门冬

能够健康成长，为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走进位于断桥镇木城村简桃组的

天门冬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片绿意盎
然，当地农户四散田间，手持锄头正在

除草，基地负责人陈文龙则在查看天门
冬的生长情况，并对务工农户进行管护
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在春管中存在的各
类问题。

“断桥镇木城村天门冬种植基地共
种植天门冬70亩，明年就将进入采收
期。”陈文龙说，在基地建设之前，他便
来到断桥镇木城村进行实地考察，发现
这里气候、土质、水源、湿度等条件非常
适宜，是种植天门冬的天然沃土。

中药材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从种植、管护到采收，各个环节的
劳动力需求量都比较大。而木城村天
门冬种植基地的建设则给当地及周边
群众提供了大量务工机会，让他们不
出远门就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和劳动
务工收入，有效解决了部分农户的增
收难题。

“干完自家的农活就来基地里务
工，不仅离家比较近，时间上也灵活，只

要人勤快，一个月挣两三千元的工资不
是问题。”当地农户马琴便是发展中药
材产业的受益者之一，她在得知家门口
建起了天门冬种植基地后，便来到基地
参与务工，每年能增加上万元的收入。

据悉，木城村天门冬种植基地采取
“种植大户+村委+农户”的发展模式，村
委负责流转土地，种植大户负责种植和
管护，农户则通过参与务工实现增收。
该基地平均每年管护3至4次，支出务
工费用8万元左右，明年进入采收期后
还将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

陈文龙说：“能否增产丰收的关键，
除了药材自身品种品质之外，最重要的
就是日常的管护，这段时间基地就在着
重抢抓春季管护，平均每天都要组织近
10名人员除草，等除草结束后就到施
肥、灌水等环节，只有精细化的管护才
能确保药材正常生长，为明年的采收丰
产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断桥镇木城村：
趁春管护天门冬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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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天门冬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