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蒋天瑜） 连日来，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专员深入辖区
各燃气经营企业、燃气非居用户及居民
家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
守好“安全关”。

检查中，工作人员深入新天地刘老
实火锅店、星厨餐厅等重点场所餐饮燃
气及居民家中开展检查，对设施安全运
行、液化气储存、配送和安全制度落实等
方面情况和用户用气安全情况进行检
查，全面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问题，并
要求相关经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严密防范各类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经常有人上门来为我们服务，检
查我们用的燃气，同时还给我们宣传燃
气知识，让我们了解怎么样使用燃气才
安全，感觉这样的服务很贴心，我们也

很安心。”居民吕建平说。
据了解，市城镇燃气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专班办公室均设在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专班成员涉及20多家单
位，该局充分发挥专班统筹协调作用，持
续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百日行动”“打非治
违”专项整治等，重点排查“问题管网”，发
现一起整改一起，确保安全运行。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问题
气、瓶、阀、软管、管网、环境’六个容易
出现安全隐患的方面，开展大排查、全
链条整治行动，对发现的隐患问题限时
整改、举一反三，同时，将在不同层面组
织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实现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目标。”该局党
组成员、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支队长何玉尤说。

本报讯（何训敏 记 者 陈婷）
近日，安顺市汽车维修协会成立，市、
区、县共82家汽车维修行业企业首批
入会。

据了解，我市目前共有汽车维修
注册经营许可或备案机动车维修企
业263家，从业人员5600多人，承担
近75万辆汽车和特种车辆的维护保
养任务。随着近年来我市车辆的不
断增多，消费者对汽车维修质量要求
也不断提高，而汽车维修市场存在的
收费不透明、配件假冒伪劣或以次充
好等混乱无序的问题亟待解决。

市汽车维修协会是由我市行政
区域内从事汽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的
企业（业户）、事业单位和团体以及个
人联合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

体法人。新当选的会长汪良荣表示，
协会将为企业打造好会员之家这个
学习、互助、交流的工作平台，督促、
帮助维修业主遵纪守法，依法经营。
加强与职业技术院校的合作，开展
政、校、企合作共建。培养适用型工
匠人才，建立汽车维修技术培训常态
化和用工人才库，解决部分企业工种
单一，价格混乱，使用伪劣产品、资源
浪费或不能共享及用工不足问题。
协会将围绕“提高维修质量、发展维
修事业”的宗旨，帮助会员解决实际
性问题，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行业公平竞
争，提高汽车维修行业的整体服务水
平和技术能力，为汽车用户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安全的服务。

市住建局：

开展重点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4月12日，安顺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安顺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在西
秀区东街社区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共向过往群众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200余份，并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提高广大群众维护国家安
全的责任意识，营造国家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记者 罗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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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秀区“萤火之光”志愿服务团队到岩腊乡九年制学校开展送课进
乡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精选心理健康、体育运动、艺术审美、科
学实践等课程，助力孩子们在自信独立、创新思维、团结合作、交流沟通、动手
实践等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 □记者 胡典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磊） 连日来，
西秀区开展主题为“献爱心、作表率!
文明创建我们在行动”的2024年“公
务员献血月”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纷
纷加入献血队伍，用可以再生的热
血，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请问您吃早饭了吗？”“您一年之
内是否做过外科手术？”“请问您近期
接种过疫苗吗？”……采血前，血站的
工作人员对每一位献血者都耐心地询
问其健康情况。在填表、量血压、初筛
等各项准备工作合格后，西秀区行政
中心排队等候的干部职工纷纷走上采

血车挽袖献血，他们用实际行动献出
热血、传递爱心。西秀区检察院工作
人员吴卫告诉记者：“今天除献血以
外，我还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通过自己的爱心，能帮助更多
的人获得重生，非常有意义。”

此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区各家单
位的120余名志愿者参加献血活动，
其中3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53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总
量达17300毫升。据悉，自2021年以
来，西秀区已连续开展4届“公务员献
血月”活动。

西秀区开展2024年
“公务员献血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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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李小应） 党风廉政意见
回复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关口，也是
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党内监督的一种重
要方式。近年来，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制定
了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制度，进一步
明确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的受理范
围、办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内容，在干部
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职级晋升等推荐
中，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坚决防
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带病评先评
优”，着力营造良好的选人用人环境。

工作中，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在收
到相关部门的征求意见函后，由牵头部
门案件监督管理室向涉及承办部门发
送征求意见函，承办部门通过查阅历史
回复记录、不设年限全面认真梳理问题
线索及处置情况，并结合日常监督、专

项监督、审查调查、巡视巡察、政治生态
分析研判等方面的信息，综合研判，针
对被核查对象是否有在办问题线索等
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按程序报协管
或分管领导审定后，及时反馈案件监督
管理室按程序进行回复，确保党风廉政
意见回复的精准性和规范性。

同时，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充分发
挥廉政档案“数据库”功能作用，通过建
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进行动态更
新、规范管理，将党员领导干部任免、人
事档案、重要事项报告、问题线索、谈话
函询、党风廉政意见回复等情况及时纳
入廉政档案，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交
流以及评先选优提供重要依据。

今年以来，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共
出具党风廉政意见回复330人次，提出
暂缓意见15人次。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规范精准把好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

乡村博物馆，不仅让乡土文化浸润
人心，也点亮村民共富之路。近年来，
西秀区刘官乡周官村通过建设乡村博
物馆，发展研学，让乡村博物馆“研学
热”持续升温。

近日，记者走进坐落于西秀区刘
官乡周官村大山组的安顺秦发忠傩雕
文化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
回到了那个充满神秘故事的年代。在
这里，地戏面具、傩堂戏面具等静静地
诉说着它们的过往故事。地戏剧本、
坛石、扇袋、地戏服装、研究史料（书
籍、报刊）……在博物馆里焕发出了新
的光彩。

在博物馆一楼，4个年轻人正架着摄
像机，聚精会神地拍摄一排排木雕面具。

“之前只是在网络上看到，昨天到
博物馆看到实物，觉得很震撼。安顺木
雕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艺术品，更融于
生活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南京艺
术学院的学生洪新洋告诉记者，他们一
行4人主要是做课题作业，拍摄一个纪
录片，刚刚到周官村附近拍摄了外景，
马上要接着拍摄地戏表演。

据了解，安顺秦发忠傩雕文化博物
馆于2013年动工修建，2016年建成开
馆，永久性免费对外开放。截至2023
年上半年，共接待参观人数25万人次，
展馆主要藏品是安顺地戏面具、全国各
种类的傩堂戏面具以及各民族傩文化

种类的研究史料和书籍，200多本地戏
剧本和地戏演出的服饰、扇袋等藏品，
以及地戏文化纪录视频、地戏文史资料
纪录片等影像视频，是全国傩文化、贵
州傩文化、安顺地戏文化的研究交流平
台。2023年被安顺市文化局评为“十
大特色民间文化博物馆”。

近年来，安顺秦发忠傩雕文化博物
馆每年要接待约200个团队，开展学术
研学、拍摄、手工制作体验等。

“今年樱花盛开季节来的团队很
多，来进行深度研学的会住上几周甚至
几个月，来进行手工体验的也不少，研
学之余还可以到附近踏春欣赏风景。
我们的民宿都住满后，还需要将部分游
客分流到旧州镇附近的民宿居住。”秦
发忠说。

对于非遗行业而言，以往传统的手
艺传承形式多为师傅带徒弟，但由于学艺
艰苦、工资待遇低、学艺周期长，很少有年
轻人入行后依然能坚持下去。因此，为了
更好地推广和宣传安顺木雕，秦发忠一直
在探索如何开展一种更现代化、更简单的
传承传播模式，可以降低门槛，让更多人
知道安顺木雕，喜欢安顺木雕。

秦发忠介绍，目前博物馆将研学与
面具制作、民俗客栈、农家乐、地戏表演
等融为一体，成为集吃、住、游、玩于一
体的休闲之地，方便前来参观旅游的游
客静下心来了解相关的文化故事，住下

来感受田园风光，体验安顺面具制作和
彩绘，品味屯堡特色家常菜，此外，博物
馆还设有文化交流区，方便行业学科相
关专家学者的文化交流和研究安顺地
戏文化、中国傩文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新兴
的网络平台了解和学习中国傩文化和
安顺地戏文化以及木雕艺术。目前已
有上百人通过小红书关注咨询并专门
实地到访，还有很多在校的艺术学子来
拍摄毕业设计和完成论文。

“有的年轻人还将傩面具艺术进行
创新创意，设计创作了适合年轻人的文
创作品。”秦发忠说，在校大学生有的通
过短视频大赛，以傩文化、木雕艺术以
及安顺地戏为题材创作拍摄了许多短
视频精美作品；还有的组建自己的团队
对非遗文化、传统文化、木雕艺术开辟
线上讲坛、线下体验的文化活动，大大
促进了年轻人的互动性，拓展了年轻人
认知和学习中国傩文化、安顺地戏文化
的空间和舞台。

守护非遗 赓续文脉
——走进安顺秦发忠傩雕文化博物馆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李伟 文/图

南京艺术学院学生到博物馆拍摄纪录片南京艺术学院学生到博物馆拍摄纪录片

春山茶韵，茶香四溢。4月12日，
紫云自治县坝羊镇首届“采茶节”在该
镇新山村举行。来自全镇的18家茶企
及茶叶种植合作社选派的50名采茶能
手和18名手工茶制作能手，开展了一
场指尖上的采茶、制茶技能大比拼。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口令，采茶比赛
正式开始。选手们神情专注、动作连
贯，一双双巧手飞舞于茶尖之间，在各
自采摘区域的茶垄中来回穿梭，一捏、
一提、一放间，娴熟地将茶芽采摘入篓，
茶园一片热火朝天的比赛景象。

“计时结束!”裁判员一声哨响，大家
停止采摘，有序走出茶园，将各自采摘的
茶芽拿到评比处，由坝羊镇茶协评审员
按照茶芽嫩度、匀度、净度、重量等指标
进行评定，共设置金手指奖1名、银手指
奖2名、铜手镯奖3名，参与奖44名。

紧接着，手工茶制作能手们领取茶
青来到比赛地点，打开炒茶锅电源，热
锅、试温一气呵成，抓、抖、揉、捺手法娴
熟，做型、烘干、精制等工序有条不紊，
一会儿功夫，手工茶新鲜出炉。随后，
按照外观条形完整度、均匀度，沏泡品

尝口感、茶香味等指标进行评比，评出
一二三等奖进行奖励。

随后，进行了采茶节文艺表演，《踏
青采茶》《乐在茶乡不思归》《茶艺表演》
《茶山情歌》等精彩节目，展现了“生态
茶乡、幸福坝羊”的茶文化魅力。

当天的活动还吸引了不少游客到
茶园进行采摘体验、打卡、拍照、直播
等，实现了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以茶兴
产，进一步促进该镇茶旅融合发展。

据了解，坝羊镇是市级“生态茶叶
之乡”和省级“生态早春茶叶示范园

区”，全镇现有茶叶企业14家、茶叶种
植合作社8家，有9个精品茶叶加工厂
和一个大型大宗茶叶加工厂，该镇通过
发展茶产业，让群众获得土地流转费和
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目前，坝羊镇茶叶种植面积4.2万
亩。全镇各茶企、茶叶种植合作社每年支
付的人工工资共3000多万元。”坝羊镇党
委书记杨开胜表示，通过开展采茶节活动，
培育茶产业技能人才，为茶业从业人员提
供交流学习平台，培育茶文化、茶品牌推动
茶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紫云坝羊镇举办首届“采茶节”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提高维修服务水平 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安顺市汽车维修协会成立

春风十里茶飘香，美丽茶乡引客
来。4月13日，“走进一百个美丽乡村”
第39站徒步活动走进紫云自治县坝羊
镇新山村，数千名徒友漫步茶山之中，
赏茶景、采春茶、品茶香。

上午9时，活动现场人声鼎沸，来
自五湖四海的徒步爱好者齐聚一堂，当
地布依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
舞，手捧米酒，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
客人。徒友们穿着白色纪念衫，三五成
群，拍照留念。10时，随着一曲《生态
坝羊 幸福茶乡》唱响，活动逐渐拉开序
幕。在健身教练带领下，徒友们伴随欢

快的节奏律动，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
授旗仪式后，徒步正式开始。在旗手带
领下，徒友们挥舞旗帜，精神抖擞、兴致
高昂，沿着山路向茶山行进。

“我们是徒步活动的忠实粉丝，有
时间都会参加。这次我们有60多人参
加。”来自镇宁瀑乡摄影协会的徒友王
洁说，通过徒步，他们记录下了乡村美
景，感受到了乡村变化。

好山好水出好茶。从最早的地垄
茶开始，生活在坝羊镇的布依族群众，
已将当地茶文化延续了上百年。自
2009年以来，坝羊镇规划建设生态茶

叶基地4.3万亩，形成了三个绿茶种植
加工、旅游观光的特色产业示范带，坝
羊生态茶行销国内外。此次徒步活动
地点新山村正是示范带中重要的茶叶
种植区之一，该村是坝羊镇最早成立
茶叶产业专业合作社的行政村，全村
茶叶种植面积4000余亩，建有一个设
备先进的茶叶加工厂，年生产量可达
150余吨，茶产业辐射带动当地村民人
均增收3000余元。如今的新山村已
形成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茶叶产业链。

采茶体验区内，徒友穿梭于茶树

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嫩芽。观景台上，
欢快悠扬的布依语茶歌从远处飘来，当
地群众为徒友们精心准备了糍粑、茶
水，大家观景赏花、采茶品茗，尽享春日
悠闲时光。乡愁集市上，摆满了坝羊各
种特色农副产品，徒友们正饶有兴致地
选购。据了解，此次徒步活动共销售茶
叶、豆腐乳、牛肉干、特色布依粽子等共
计2万余元。

“我俩都已60多岁，经常参加徒步
活动，感受美丽乡村，体验健身快乐。”
来自镇宁的张阿姨和杜阿姨说，下一次
她们还会结伴参加。

上茶山 品茶香
——“走进一百个美丽乡村”第39站徒步活动走进紫云自治县坝羊镇新山村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