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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修
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
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

《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
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
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条例》，做到学
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
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
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
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
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
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
《通知》强调，党纪学习教育要注重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原原本本学，
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紧
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
行研讨，推动《条例》入脑入心。要加
强警示教育，深刻剖析违纪典型案例，
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干
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要加强解

读和培训，深化《条例》理解运用。
2024年度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要把
学习贯彻《条例》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
重要内容。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实。要做好
宣传引导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

“低级红”、“高级黑”。

“锵、锵、咚、叮、咚……”镇宁环翠
街道石板村，苍劲古朴、厚重铿锵的铜
鼓声在这个小村庄悠悠回荡，经久不
绝。这便是广泛流传于镇宁自治县布
依族聚居区的民间音乐——铜鼓十二
调。2006年，镇宁布依族“铜鼓十二
调”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铜鼓是我国的一种青铜礼乐器，最
早文字记载见于《后汉书·马援传》：“援
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
铸为马式，还上之。”布依铜鼓是布依族
传统打击乐器，敲击后既有金属的闷厚
声，又有铜器的翁脆声，声音悠远、立
体、清脆。相传是布依族祖先古代百越
民族集团中的“骆越”一支部族所铸造
的。因此，铜鼓被布依族人视为传家宝
和团结鼓。

“据老人们说，很早以前铜鼓是用
在战场上，作为战鼓，鼓舞军队气势。”
铜鼓十二调省级非遗传承人伍泰安介
绍，铜鼓最初作为发声的器物，逐渐演
变为布依族重要的礼器、乐器，用于庆
典、祭祀、祈福等场合。

作为布依族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
产，直至今日，贵州不少布依族聚居区
仍延续着使用铜鼓的习俗。地处贵州
西南部的镇宁，布依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42.9％，铜鼓十二调至今流传在镇宁的
扁担山镇、环翠街道、江龙镇、六马镇等
布依族聚居区，并辐射到关岭、六枝、普
定等周边布依族地区。在民间，有属村

寨的传世铜鼓，多由族中长者或有一定
威望的人员轮流保管，如需启用或传承
铜鼓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正如
《乾隆贵州通志》“仲家……岁时击铜为
欢”记载，每逢除夕夜，各地布依族人汇
聚一堂，共商铜鼓的送、迎接交大事。
如今，每逢重要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
活动，当地群众也会敲打铜鼓，表达其
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祈愿。

布依族铜鼓作为民族和区域文化
的一部分，它始终与布依族的生活、文
化样式生息与共。“比如铜鼓上的太阳
纹、云雷纹、水波纹，就与我们布依族的
崇拜有关。”伍泰安介绍，布依族铜鼓常
与唢呐、皮鼓、大镲、芒锣等混合敲击演
奏，基本保持着古时的演奏风格，乐声
古朴厚重。

一直以来，铜鼓的传承多为一代一
代口传心授，依靠徒弟自身灵性和悟
性，也因此，传承下来的铜鼓十二调各
有不同，不同的民族村寨，铜鼓的声音
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镇宁布依族铜
鼓十二调主要以喜鹊调、散花调、祭鼓
调、祭祖调、三六九调、祭祀调、喜庆调
等组成，合称十二调。

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中，这种传
承机制也让铜鼓十二调面临后继乏人
的窘境。今年80多岁的伍泰安自小学
习铜鼓十二调，也见证了这些年铜鼓十
二调的兴衰。记者见到伍泰安时，他正
在教徒弟王周丽学习铜鼓十二调，架子
上摆放着几张写着“借借召衣召……”

的纸张，鼓槌敲击间，传承千年的鼓声
在山间飘荡，古代先民们敲响铜鼓欢庆
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
前,让人震撼。

与千年前一样的是，铜鼓之音激昂
厚重，生生不息，激人奋进；与千年前不
同的是，铜鼓之声不断融合发展、突破
创新。为了传承发展这项独门技艺，伍
泰安借用拟音词把铜鼓十二调编译成
鼓谱，打破“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的桎梏，让更多人有机会学到这项传承
千年的民族技艺，培养新生力量。

近年来，安顺及镇宁也在通过投入

资金，保护铜鼓文化，组建铜鼓表演队
展演，在“铜鼓十二调”的传统基础上，
编排铜鼓舞等多种措施对布依族“铜鼓
十二调”进行挖掘、保护，不断探索创新
传承非遗文化。如今，千年历久弥新在
安顺各大村寨中，由铜鼓衍生的铜鼓
舞、铜鼓音乐表演成为了每年布依族

“三月三”“六月六”等节日和各种活动
中的常客，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沧海桑田，岁月流转。听，悠悠鼓
声，穿越千年，响彻云霄。看，根植于布
依族群众间的铜鼓文化，历经千载，正
在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春季的夜晚，对于方芳来说很难合
眼。“客户需要的200套定根水是否备
好？明天要发的底肥都装箱了吗？用
于茶园‘以草治草’的新农资三叶草有
没有发完……”

临睡前，方芳又把次日要发货的单
子确认了一遍。作为“90后”，也是家中
的第三代新农人，方芳从父母手中接过
了安顺垦源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
源农业）的业务。近几年，随着公司经
营模式的转变，销售额有了大幅提升。

“我们不是单纯的售卖农药，而是
用技术服务来带动农资的销售。”4月1
日，方芳收好物资前往长顺县广顺镇朝
摆村做技术指导。正是辣椒移栽的关
键时节，朝摆村80多户辣椒种植户带着
种植难题前来听讲。“1亩地用定根水大
约需要10桶水的量，差不多35块钱就
可以起到防病虫害、促生根的作用，增
产的辣椒可换回更多收益。”现场，方芳
为农户答疑解惑，为他们算起经济账，
80多户农户全部当场预定了定根水。

“我们公司的员工不仅是销售员，
更要当好农技人员、讲解员。只有用专
业技术作支撑，才能真的给老百姓带去
实惠。”方芳介绍，三年间安顺市农业部
门组织了几十次农技培训，公司都会派

专人去学习，她本人也不断学习实践，
并在公司自有的“试验田”进行测试，测
试效果好的产品才大力推广。

4月2日，垦源农业的农技人员带
着无人机飞防技术来到各辣椒基地帮
助农户“做农活”。事无巨细，垦源农业
都全方位服务，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客
户。大客户黄晖的安顺市方晖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近日就定下了4000亩辣椒
的农资用量。

方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2年公
司的营业额是1463万元，2023年则为
2191万元。700多万元的增长额，得益
于走村串户的农技服务，也来源于常年
坚持使用放心农资。“我们在宣讲时总
是强调，你可以不买我的农药，但是不
能图便宜去买假的，否则失去了效益还
伤害了土地。”

去年以来，安顺市农资打假力度不
断增大，也给方芳这样真正卖放心农资
的商家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今年1至
3月，安顺市共出动农业执法人员1377
人次，检查市场主体1346个次，立案查
处案件48件，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
心肥、放心药。切实净化了农资市场，
维护了农民权益，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提供支撑。

安顺新农人卖放心农资
——春耕备耕一线见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邓钺洁

4月的黔中大地，生机勃发。走进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韭黄种植基
地，一笼笼韭黄整齐地排列，金灿灿的
韭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为大地披
上了一层金色的华服。大西桥镇韭黄
近日迎来了大丰收，农民们脸上洋溢着
喜悦，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

“今年春季批次韭黄种植规模150
亩，预计收获量将达到3万斤。这些韭
黄品质上乘，口感鲜美，深受市场青
睐。”大西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林
富表示，韭黄主要销售至粤港澳大湾
区，少量销往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带，可
为当地农民带来不错的收入。

在韭黄丰收的背后，是大西桥镇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年，
大西桥镇比起往年扩大种植规模。”吴
林富告诉记者，今年的韭黄的总种植面
积将达到1000亩，此外，预计种植山药
6000亩，冬瓜、白菜等作物也将实现间

种，这一规划的实施将有效提高土地的
综合利用效率。

近年来，大西桥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蔬菜种植，推动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还通过采摘、分
拣、清洗、包装等一体化的生产模式，
满足了农户就近务工的需求，为他们
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在推
动蔬菜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大西桥镇
还注重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通过统一
技术指导、统一种苗、统一收购等方式
发展农户自主种植，不仅确保了蔬菜的
品质一致和产量优质，也提高了农户的
种植效益。

大西桥镇目前正积极建设背靠安
顺、面向广州、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外销型蔬菜产业生产基地。此举
不仅提升了该镇在蔬菜产业领域的地
位和影响力，也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更多
实实在在的收益。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

建设辐射大湾区外销型蔬菜产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舒涵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 高智）近年来，关岭
自治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肥水变瘦”等有效做
法，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生态美、百姓富的和美乡村。

在该县2024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菠萝沟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施工
现场，一辆辆挖掘机挥“臂”忙碌作业，
工人们在一旁修建河道挡墙，各项工作
如火如荼地推进着。

“关岭2024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菠萝沟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从今
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
成河道治理1.1公里，机耕道建设1.2公
里，水保林种植16.35公顷。”该项目负

责人李家兵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项目
施工进度已近半，预计今年6月底便能
完成所有建设内容。

据了解，关岭自治县2024年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菠萝沟生态清洁小
流域项目总投资720万元，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40公
顷和机耕道、蓄水池、引水渠、沟道治
理、灌溉水渠、保土耕作、村庄绿化等，
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当地发展农业带
动经济，改善生态环境。

李家兵说：“我们实行的是周报制、
月报制，常态化跟踪项目建设，及时收
集和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项
问题，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工。”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关岭2024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菠萝沟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非遗传承·古韵新生

铜鼓十二调：

声声铜鼓韵 悠悠时代音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铜鼓十二调表演铜鼓十二调表演

本报讯（记者 刘念）清明节期间，
群众祭祀扫墓、踏青出游增多，加之春耕
生产农事活动开始，天干物燥，防火等级
不断提高。为切实做好春季森林防火工
作，我市各级各部门拧紧扣实责任链条，
积极落实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坚决预防
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

“天干物燥草又枯，掉以轻心毁山
林，火灾无情防为上，进山人员要提防
……”连日来，西秀区鸡场乡甘堡林
场，森林防火护林员每天都会拿着小
喇叭穿行在树林间，向过往行人宣传
森林防火知识，提醒大家不要烧秸秆
或带火源进山林。“整个林区，我每天
都要巡查一遍，遇到火灾隐患马上汇
报，进行及时处理。”甘堡林场森林防
火护林员老张说。

在西秀区老落坡林场，进入林区的
多个卡点全天候专人值守。白天，林区

内还有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干农活的人
或维修人员进入林区时，需要登记并接
受是否携带火源火种的检查。其他人员
一律不能进入林区。”老落坡林场卡点工
作人员介绍。

为了提高森林火灾防范措施，平坝
区国有林场通过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森林
火灾识别方法和基于视频的森林火灾智
能识别方法，利用这两种智能视频监测
实现林场森林火灾防范，充分利用自动
监测预警技术对森林火灾进行监控，结
合目标定位、辅助决策等重要技术的应
用，实现森林防火由人防到智慧化监控
防范的转变。“这套系统是360度的巡
航，全天候监测，不留死角，能够准确判
断火情发生的地点和情况，一旦发现火
情，可以及时通知各村护林员到现场，使
火情在最小的时候就得到处置，做到打
早、打小、打了。”平坝区国有林场相关负

责人说。
清明期间，为防范森林火险的发生，

有效提高森林管护工作。普定县狠抓源
头管控，在山林路口增设“防火码”，在火
牛大坡林区路口，护林员在进山路口摆
放“防火码”提示牌，并用喇叭播放森林
防火提示语音，做好森林防火准备工
作。同时，在大洼林区入口处，林区护林
员佩戴着醒目的红袖章一边引导进出车
辆和人员进行登记并扫描“防火码”，一
边发放森林防灭火知识宣传单，提醒进
山人员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

“同志，现在是火灾高发期，天干物
燥，带易燃易爆物品去坟山祭扫容易引
起火灾，会给大家的生命财产造成威
胁。”近日，紫云自治县公安局执勤民辅
警在上山各入口处，重点检查欲进入林
区祭扫群众物品携带情况，并温馨提示
山区落叶较多，山风阵阵，火灾险情较

大，切勿擅自夹带香烛、锡箔、纸钱等易
燃物品露天焚烧，还及时向群众进行森
林防火知识宣传，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
规、基本常识和救火知识。

同时，为进一步抓实森林防火安全
工作，市森防办坚持落实“早预警、早会
商、早响应、早处置”防灾救灾工作机制，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及时组织气象、林
业、森林公安、消防等部门召开相关工作
会议，分析研判森防禁火期高火险时段
森林火险形势。

今年以来，我市还充分利用赶场日、
群众祭祀等人员集会时机集中开展森林
防火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通过报刊、广
播、电视和户外视频等媒体平台集中刊
播省、市《禁火令》及森林防火常识等。
截至目前，全市共张贴《防火通告》10万
余份、张贴禁火令10万余份、悬挂横幅
万余条、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件。

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4月7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十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下简称“旅发大会”）
将于4月11日至12日在黔西南州举办。

本届旅发大会以“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为主题，设置了4大主体活动、6项配套活动。主体活动
包括开幕式、第四届全国自驾游露营俱乐部大会、贵州文化旅
游产业招商会暨多彩贵州旅游商品大赛颁奖仪式、全国旅行
商大会；配套活动设置了星辰旅游城市联盟座谈会、2024华住
集团助力贵州首届住宿业发展大会、万峰林杯文创大赛、中国
旅行社协会铁道旅游分会走进黔西南、万峰林微电影盛典暨
全国高校大学生寻美黔西南微拍大赛、大学生畅游黔西南。

大会开幕式选址黔西南州峰林布依景区，将充分展示贵
州丰富的民族文化，采用场景式非遗文化展示替代传统大型
演出，展现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在新业态产品谋划、新产品开发
所具备的新态度。大会将邀请国内知名的旅行商、渠道商等
经营主体参会，企业代表占比高达80%，贴近市场，推动与经

营主体的深入交流和合作；大会注重创新产品，助力贵州旅游
产业以市场需求为引领，提升服务水平，完善产业链条，共同
推动产业的繁荣进步。

此外，为助力贵州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展现全省独特魅
力和深厚文化底蕴，吸引全球游客前来体验。贵州精心策划了

“黄小西吃晚饭”系列旅游产品，同时搭配“支支串飞”航旅融合，
实现飞阅贵州“黄小西吃晚饭”旅游体验，并同步推出“爽游贵
州”系列旅游产品，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

据了解，自2006年以来，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连续
举办十七届。旅发大会已经成为展示贵州旅游产业发展的靓
丽名片，成为促进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是贵
州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旅游品牌的孵化器。与
往届相比，本届大会将在助推涉旅产业发展、注重涉旅企业和
经营主体、注重产品创新三方面聚焦发力，进一步提升“多彩
贵州”的品牌影响力。

（据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第十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4月11日至12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