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游客采摘蓝莓

青山如黛，水果飘香。5月25日，在紫云自治县国有浪风关林场蓝莓园里，
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采摘蓝莓，体验采摘乐趣。

“今天恰逢周末，听说紫云国有浪风关林场蓝莓园开园采摘了，于是邀约几
位同事来采摘蓝莓。”广州市城市职业学校副校长、挂任紫云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校长贺江春说。

贺江春是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帮扶紫云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团队领
队，她告诉记者，帮扶团不仅要为紫云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应有贡献，还要
帮助宣传紫云、推介紫云，帮助销售紫云农特产品，把紫云景区景点、乡村
旅游目的地推介给广州的游客，吸引更多广州人来安顺紫云采摘体验、旅
游度假。

蓝莓园里，漫山都是游客，三五成群，或品尝，或采摘，尽情地品味原生态果
实的美味。“来蓝莓园采摘体验，不仅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蓝莓，还能放松心情，
感受一番乡村游。”同样在林场采摘蓝莓的安顺游客付思琴说。

据了解，紫云自治县国有浪风关林场蓝莓园面积近500亩，于2013年种植，
2016年挂果投产，是紫云种植较早的一个蓝莓园。

该林场场长王从军说，截至当天下午17时，入园采摘蓝莓的游客达8000
人，游客来自贵阳、安顺等地。

紫云自治县国有浪风关林场：

蓝莓采摘带热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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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智） 近日，关岭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走进该县
断桥镇戈尧村开展枇杷采后管护技术
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果农的枇杷管
护水平，有效解决枇杷种管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当地40余名果农参加
培训。

培训现场，农技专家围绕枇杷的
生长特性、果树剪枝、施肥和病虫害防
治等内容作详细讲解，并通过现场实
操帮助果农更加直观地学习掌握枇杷
管护技术。果农认真聆听，结合在管

护中遇到的问题积极与技术人员互动
交流。

“非常感谢农技专家到村里给我们
传授枇杷的管护知识，我要将学到的知
识运用在今后的枇杷管护中，争取来年
产量大丰收，种出精品果。”培训结束
后，当地种植农户康兴兰笑着说。

通过开展枇杷采后管护技术培
训，切实提高了果农的管护能力，使果
农们能够通过科学的种植管护技术，
实现枇杷产业提质增量，经济收入逐
步增长。

5月24日，安顺会安消防紧急救援队公益服务中心走进西秀区清华亲
子园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通过主题班会、逃生帐篷演习、消防亲子运动
会等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了全体师生应急处理能力。

□记者 陈婷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典） 为进一步
增强市民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群众应
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西
秀区消防救援大队多举措开展“防灾
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科普阵地发力，参观体验“零距
离”。发挥消防救援站、消防主题公
园、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等宣传阵地作
用，主动邀请学校团体、企事业单位
及居民群众“零距离”参观消防站，用
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消防
车的构造和用途，向群众讲解消防法
律法规、如何预防火灾、如何扑救初
期火灾、火场逃生技能等消防安全基
本常识，展示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器
材，讲解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并
鼓励参观人员参与体验，真正实现了
在体验中得到锻炼、互动中受到教
育，有效提高群众的避灾避险与自救
互救能力，筑牢生命财产安全的“防
护线”。活动累计有20余家单位、学
校参观消防站。

基层力量发力，广泛普及知识。
发动消防志愿者、基层网格员、村居
两委干部等力量，通过走街串巷、敲
门入户、摆摊设点等方式为群众科普
常见火灾隐患、家庭火灾预防、电动
车充电停放、火灾疏散逃生等消防安
全知识。深入居民家中开展消防宣
传教育时，指导居民查找家中消防安
全隐患，有效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活动共计走访60
余户，宣传群众200余人。

全面覆盖，亮屏行动助宣传。通
过户外大屏、LED电子屏、楼宇电视
高频次播放安全提示语和公益短片，
时刻提醒广大群众注意消防安全。
在酒吧、KTV及电影院等场所点唱间
隙、电影播放前播放消防公益短片及
火灾案例警示片等，提醒群众和过往
人员注意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让群众
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法制
观念，使消防安全常识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形成了“人人参与消防、人人
关注消防”的强大宣传攻势，为提高
全社会抗御火灾能力奠定了基础。

集中培训演练，消防安全入人
心。以防灾减灾周宣传活动为契机，
紧盯学校、企业、社区等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疏
散演练。期间，向大家讲解火灾发生
的主要原因、灭火的基本方法、灭火
器材的种类及工作原理、遇到火灾如
何报警、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
科普讲解了地震、火灾、溺水等方面
安全知识，提醒大家要时刻增强安全
意识，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学会简
单安全防护、自救互救措施，掌握应
急自救正确方法和逃生途径。活动
共开展10余次培训演练，共计2000
余人参加。

2024年5月初，贵州省第七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如期举行，在这场汇聚
了全省艺术教育精华的现场展演中，安
顺学院地戏队带来的原创作品《地戏》荣
获戏剧类一等奖。舞台上，地戏队员们
惊艳亮相，用安顺地戏传统的弋阳唱腔，
精彩生动的表演，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创新演绎了一出
《五虎平西》选段，获得全场观众持久的
掌声和欢呼声。

“这次展演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
学生们平时的勤学苦练，更离不开安顺
市地戏文化协会老师们的辛勤指导和付
出，体现了安顺学院在艺术教育中对本
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安顺学院体育学
院教授李翀告诉记者，安顺学院地戏队
原创作品《地戏》巧妙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的表演元素，让观众在感受古老文化韵
味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
背景下的创新与活力。

在短短几分钟精彩表演的背后，是
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带着疑问走进
安顺学院，探寻安顺地戏传承的足迹。

“咚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走
进安顺学院体育馆内，跟随鼓声伴奏，指
导老师陈国四一旁指导，十余名学生腾、
挪、转、移，忽而低声吟诵，忽而高歌呐喊，
一招一式间演绎金戈铁马，一唱一喊中透
露屯堡腔调，一个个灵动的身姿精彩呈现
了国家级非遗安顺地戏的独特魅力。

安顺学院大二学生刘冲在练习中格
外投入，在停下来的间歇，他告诉记者：

“学习安顺地戏，通过演绎革命故事，让
我感受到了屯堡人那份家国情怀，深刻
了解了这段厚重的历史文化。”刘冲表
示，地戏学习让他们逐渐明晰了奋斗的
目标，地戏带给他们的是成长、是精神品

质的提升、是不断前行的勇气，亦是团队
合作的能力。

李翀介绍，这是安顺学院的特色公
选课——安顺地戏课堂，也是安顺地戏
首次进入高校开设课堂进行教学。一直
以来，安顺学院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坚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推进地戏进校园，激发了广大学生
对非遗文化的喜爱，培养和增强了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有利于提
高同学们的艺术审美素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是主
阵地，青少年是生力军。安顺市地戏文
化协会会长曹松说，为了大力推进地戏
文化进校园，丰富校园生活，让学生亲身
感受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的魅力，增强文
化自信，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积极与安
顺学院对接交流，安顺地戏于2023年4

月正式走进安顺学院，成为公选课之一，
每周2个课时，协会成员成为地戏课的
指导老师。

作为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副会长，
跳了30多年地戏的陈国四勇担教学之
责，他说：“刚开始很多学生对安顺地戏
知之甚少，选择这门课程也是出于好
奇。开班后我们从理论知识开始教学，
逐渐到形体动作和唱腔的教学。最难
的就是语言问题，地戏的唱腔是古老声
腔——弋阳腔的遗存。不过大学生的
理解和领悟能力非常强，大家都在慢慢
进步。”

安顺地戏是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屯堡人世代相传的文化瑰宝，安顺地
戏的传承和弘扬，任重道远。一年来，安顺
学院地戏班开班教学100余人次。

黄华是安顺学院地戏班开班的第一

批学生，当被问及与安顺地戏怎样结缘
时，她笑了笑回答道：“我是偶然机会选
择了安顺地戏这堂课，刚开始是不感兴
趣的。但通过老师的耐心讲解，并且走
进天龙屯堡等屯堡村寨进行了学习调
研，感受到六百年的大明遗风和屯堡文
化的独特魅力，安顺地戏和屯堡文化背
后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安顺地戏的学习过程是漫长的，需
要我们更深层次地去体会每个历史人物
的性格特征，理解家国情怀和忠义仁勇，
把扮演的角色给‘跳活’了，那才是真正
展现出了地戏的艺术魅力。”谈到地戏的
学习，同样是地戏班第一批学生的陈佳
允有说不完的话，安顺地戏对她而言有
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好奇和喜欢，她
不仅报名了地戏班选修课，还主动争取
成为了安顺学院地戏协会会长。

安顺学院地戏班开班不久，为了让
地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安顺
学院秉承“服务地方、传承文化、和谐发
展、特色兴团”的发展思路，在安顺市地
戏文化协会的帮助下，成立了安顺学院
地戏协会，不仅让参加协会的同学们学
习到了一项本领，更让同学们在学习的
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安顺地戏背后所
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戏剧价值、社会
价值等。

看着越来越多学生喜欢并学习安顺
地戏，李翀表示，安顺学院传承弘扬地戏
文化的道路才刚开始，下一步，学院将和
安顺市地戏文化协会积极沟通配合，立
足脚跟，守正创新，不断增强屯堡文化的
传播力影响力，深入实施非遗活化传承，
在唱词和舞台表演上下功夫，积极拓宽
推广宣传安顺地戏的方式和渠道，让更
多人了解、喜欢安顺地戏。

日前，记者在虹山湖公园金牛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市民在停车场
的绿化树中间拉绳子晾晒衣服，不文明！ □本报记者 摄

曝光台

公园停车场晒衣服不文明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近日，平
坝区开展“老少同声颂党恩·携手奋进
新征程”主题宣讲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国关工
委宣讲万人计划、省关工委宣讲千人
行动、市关工委百名“五老”百校话强
国主题宣讲安排部署，筑牢青少年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活动中，来自区关工委的宣讲团
成员先后来到羊昌乡民族中学、平坝
三中、十字民族中学、天龙中学、平坝
职校等学校开展宣讲。活动现场，宣
讲团成员以“制度化保证党史学习教
育常态化长效化”为题，从《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条例》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主要框架和内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的主要任务等方面，向参加宣讲活动
的师生作系统而深入的宣讲。整场
活动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赢得师生
阵阵掌声。

通过学习，师生们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将会自觉参与到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工作中去，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刻苦学习知识，坚持理
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
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进程中放飞青青梦想。

平坝区开展
“老少同声颂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主题宣讲活动

本报讯（庹琨） 近日，南方电网
安顺紫云供电局板当供电所组织人
员走进板当中学，开展2024年“绿色
低碳·美丽中国”暨安全用电科普进
校园活动，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点滴
做起，养成良好用电习惯，共绘低碳
绿色生活。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精心准备的
PPT和动画视频，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生
动形象地向同学们介绍了安全用电的基
本常识，包括预防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方
法等内容。同时，还向同学们发放通俗

易懂的《家居节约用电常识》《安全用电
漫画读本》等宣传绘本，引导学生树立良
好的安全用电意识，让科学用电、绿色用
电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并
号召同学们争当小小宣传员，向家人和
朋友们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提倡绿色生
活方式。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践行“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做好辖区学校
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和校方建立互联互
通工作模式，助力营造健康安全、良好
有序的校园教学氛围。

南方电网安顺紫云供电局：

开展安全用电科普进校园活动

近日，在西秀区南街街道南水路
上，西秀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如火如
荼地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配合机械作
业，加快进行外墙排危、管线规整、楼梯
间修缮等改造工作。不时有行人和居
民驻足，将目光投向正在翻修的旧楼外
墙，观察着家门口的新变化。

“老旧小区经过改造，小区内的公
共空间变得整洁，大家心情清爽许
多。”南水路居民王前义告诉记者，老
旧小区改造居民们都非常支持，希望
通过改造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让居
民们住得更安心、舒心。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居民家门口的
“关键小事”，也是城市发展中的“民生大

事”。西秀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为避免高空坠物，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西秀区住建局通过前期
的问题收集整理，联同社区、施工单位
等，制定整治计划实施改造，重点对存在
安全隐患的外墙脱落建筑进行优先改
造，现阶段老旧小区楼栋外立面排危整
治范围包括南水路片区、市东片区、东街
片区等社区，涉及排危的小区60个，已
完成排危的小区9个，正在涉及排危的
小区有11个，剩余40个将陆续排危。

据了解，2024年西秀区将完成7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收尾工作，涉及
58栋建筑，改造户数1494户，改造面
积为13.41万平方米。

西 秀 区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西秀区：

开展老旧小区楼栋外立面排危整治
□本报记者 唐国栋 文/图

让遗韵焕发“新活力”
——走进安顺学院地戏队

□本报记者 胡典 文/图

安顺学院地戏队带来精彩的地戏表演安顺学院地戏队带来精彩的地戏表演

关岭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枇杷采后管护技术培训

整治现场整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