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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眼中，她是品学兼优、尊敬
师长的好学生；在父母眼中，她是乖巧
懂事、成绩优异的好女儿；在同学眼中，
她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好伙伴。她
就是安顺市第七小学六年级（1）班的陈
彦霏。

作为班里的班干部，陈彦霏从不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对于不懂的问题，她
总是带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积
极提问，向老师和同学寻求解答。“陈彦
霏同学不仅品学兼优，性格阳光，而且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作为班干部，她
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困难面前，她
有责任有担当，这充分体现了安顺市

‘新时代好少年’的风范。”班主任老师
这样评价她。

课堂外，陈彦霏积极主动和有需要
的同学组成“学习搭子”，利用课余时间
共同提高、互相帮助。在她的示范带动
下，班级里涌现了各学科“搭子”，学习
效率提升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比
之前更高了。

陈彦霏在担任班干部期间尽职尽

责，不仅胜任老师交代的班级事务，还
以身作则，带动班里同学形成良好的学
习风气。“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学习，遇到
难处解决了就行，千万不要逃避它。”陈
彥霏说。

除此之外，作为学校少先队大队
长，陈彦霏还经常参加学校大队组织
的志愿服务活动，利用空余时间去社
区看望孤寡老人，帮助他们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陪伴他们聊天解闷。她还
把每月的零花钱积攒起来，捐赠给公
益组织。

陈彦霏兴趣爱好广泛，在她心里有
一份“爱好清单”，其中阅读排在首位。

“读书给了我很多灵感，也让我的精神
世界更丰富。”从童话故事到历史读本，
从自然科学到文学知识，她都读得津津
有味。广泛的阅读不仅开阔了她的眼
界，也提高了她的写作水平。

陈彦霏曾多次获得校级、区级“三
好生”“优秀少先队员”“学习标兵”等荣
誉称号，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陈
彥霏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近日，南方电网安顺供电局输电管理二所成功更换220千伏安铝线072
杆塔。据悉，由于220千伏安铝072杆塔位于安顺铝厂旁50米处，杆塔锈蚀
严重，影响线路安全稳定运行。该局细化工作任务，开展现场管控、协调、验
收工作全过程跟进，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的困难，如期竣工。

□蔡忠生 谭镇林 撒玉平 摄

本报讯（蔡齐秀）“讲公道，不护
短，一碗水，平平端。”“有道才有德，无
道便无德；有德才有福，无德便无福，正
人先正己。”近日，在镇宁自治县全面从
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的家风家训板块
前，一位前来参观的巡察干部正阅读着
江龙镇朵卜陇村“王氏家族家规”。

近年来，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坚持
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在运用本
地查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基础上，
把廉洁文化建设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
主动深入布依族聚居地，从布依文化中
的谚语警句、家风家训、碑文实录、民
间故事中挖掘廉洁因子，不断丰富廉洁
文化载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良好
家风。

为发挥镇宁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

优势，该县纪委监委梳理出20条布依族
家风家训，筛选9条制作成簸箕画长图，
展板分别在县警示教育基地、良田镇板
袍村红色美丽村庄展陈。同时，充分拓
展廉洁家风浸润空间，推进清廉家庭与
清廉村居深度融合，结合清廉村居建设
示范点创建工作，在宁西街道谐美社
区、募役镇桐上村廉洁文化长廊内布展
本地家风家训，并把本地乡风、家风编
写创作成《布依山歌唱廉洁》在群众之
间传唱，使廉洁文化深入人心。

此外，持续加强廉洁文化宣传力
度，将布依族蜡染文化和廉洁文化相融
合，拍摄制作《清心绘廉》短视频、《布依
族家风家训簸箕画》等新媒体作品，传
递廉洁文化好声音，不断增强廉洁文化
引领力、传播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突出地域特色 传承清廉家风家训

6月12日，记者在紫云自治县猫营
镇黄鹤营村三角冲组通村公路边的黄
桃销售点看到，不少过往游客正在选购
黄桃。

“今天来黄鹤营至翠河沿线游玩，
看见路边有黄桃卖，于是停车下来品
尝，发现这里的黄桃脆甜可口，于是就

买了十多斤。”来自重庆的游客曹小洪
如是说。

黄桃种植基地里，金灿灿的黄桃挂
满枝头，游客提着篮子穿行其间采摘着
成熟的黄桃。“听朋友说，这里的黄桃成
熟了，于是就带着几个朋友来采摘体验
一下，入园自采自吃不计费，采摘带走

以8元1斤付费。”来自贵阳的游客刘万
银说。

“我家种植的黄桃，有早熟、晚熟等
几个品种，现在成熟的黄桃是早熟黄
桃，端午节期间就开始采摘销售了。”种
植户谢兵说，黄鹤营村三角冲组交通便
利，土壤、气候条件适应黄桃的生长，3

年间，他陆续引进优质黄桃苗共种植了
100多亩，今年有30余亩挂果见效。

据了解，黄鹤营村山角冲组有黄桃
种植户30余户，每户种植面积5亩至
100余亩不等，黄桃产业为种植户带来
丰厚利润的同时，还促进了当地农旅融
合发展。

猫营镇黄鹤营村：

黄桃成熟销售热
□本报记者 姚福进

近日，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大理村的百亩西红柿迎来丰收
季，走进田间地头，一排排整齐的木架分立田间，将郁郁葱葱
的西红柿藤蔓连成了片，株株藤蔓之上缀满了圆润饱满的西
红柿，放眼一望，果红叶绿，甚是喜人。

为了抢抓农时，供应市场，连日来，当地农户一早便来到
田间开始工作，将成熟的西红柿一一摘下装入背篓，随后运往
厂棚进行分拣、打包、搬运、装车……每一道流程都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近期西红柿大量上市，日采摘量达到15吨，主要销售到
广州市场。”断桥镇大理村百亩西红柿基地负责人郭朝军告诉
记者，目前该基地每天采摘和打包就需要60名左右的工人，
每人每天务工工资为100元。

近年来，大理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积极发展早熟
蔬菜产业，不断激活发展潜力，从种植管理、采摘搬运到分拣
装箱，每个环节都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让他们不
仅能够自己发展早熟蔬菜产业，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切实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大理村党支部书记李树刚表示：“早熟蔬菜历来都是村里
的主要农业产业之一，发展至今每年农户都会种植数百亩的
早熟蔬菜，所种的蔬菜种类较为丰富。今年，村里引进种植大
户，依托其稳定的销售渠道，以培育优质单品蔬菜为目标，打
造了百亩西红柿种植基地，所产出的西红柿直销广州，在原先
提篮小卖、小宗批发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步，让村里今后早熟
蔬菜产业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

断桥镇大理村：

百亩西红柿 迎夏喜丰收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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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夏时节，又是一年桃子成熟时。
近日，在普定县定南街道陈堡村梭筛水库
沿岸的果园里，一个个又大又红的梭筛桃
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正忙碌着采收
梭筛桃，抢鲜上市，现场采摘、分拣、称重、
搬运，一派丰收丰产的火热场景。

“我们早上六点半就起来采摘桃
子，四个人摘一早上有600多斤，根据
大小和品质分拣后，按照市场价3至7
元售卖，今天这600多斤桃子卖得了
1700多元钱。”陈堡村种植户吴勇笑着

说，今年的桃子长势良好，是个丰收年。
梭筛桃肉质紧密，皮薄肉脆，爽口

鲜甜，营养价值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这里的桃子，大部分都是早

上采摘，下午就卖完了，讲究的就是一
个新鲜。”种植户陈天林告诉记者，他家
种了差不多10亩，亩产有 1000斤左
右，今年的市场价比去年相对较高，目
前的收益还不错。

在陈堡村梭筛桃的临时交易市场，
不少客商前往收购梭筛桃，上午采摘、

下午运输，当天最新鲜的桃子就可以进
入周边市县水果批发市场，供商贩、市
民选购。

贵阳收购商陈香荣来陈堡村收购
梭筛桃10多年了，每次来都会收购2至
3吨，经过分级装箱后发往贵阳的批发
市场及生鲜超市。

“今天是六点钟过来的，收了1000
多斤，下午就可以拉到水城去零售。”六
盘水收购商张军说，每年都会来陈堡村
选购新鲜的桃子，这里的梭筛桃颜色红

润，口感脆甜，市场销路很好。
“我家种了20多亩，多的时候就批

发，少的时候就零售。”种植户张会说，
因为梭筛桃口感好，慕名前来购买的人
很多，平时在路边摆摊，一天可销售
200多斤桃子，收入有好几百元钱。

近年来，陈堡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梭筛桃种植，每年6月桃子成熟，都会
吸引许多商贩前来收购桃子，陈堡村的
村民们也靠种植梭筛桃走上了“甜蜜致
富路”。

定南街道陈堡村：

梭筛桃抢鲜上市
□本报记者 詹艳 鲁开伟

杨武乡家合村：

“轻轨”运输开启黄瓜采收新模式
□本报记者 詹艳 李磊 文/图

逐梦而行的少年
——记安顺市“新时代好少年”陈彦霏

□本报记者 刘念

6月11日晚，因受持续降雨影响，关岭自治县公路管理段所管养的S105
线K206+920处花江镇白泥村发生边坡塌方，导致交通阻断、道路损坏，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关岭公路管理段组织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并启动应急预案，
在塌方路段两端设置警示牌，安排专人指挥交通，并会同当地多个职能部门
对塌方点进行抢修。图为施工人员对道路进行抢修。 □记者 高智 摄

轨道车运送黄瓜轨道车运送黄瓜

西红柿采收西红柿采收

“轨道车每天能够运送近10万斤
的新鲜黄瓜，极大地提升了采摘、运输
黄瓜的效率，太方便了！”近日，在西秀
区杨武乡家合村黄瓜种植基地，种植户
赵恒向记者介绍。

记者在该黄瓜种植基地看到，一根
根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现场村民们正
在采摘、搬运、称重、打包，一派喜人的丰
收景象。与往年不同，为了抢抓黄瓜采
收的“黄金”时间，该种植基地今年投资
6万元建设了轨道车运送系统，让黄瓜
坐上了“轻轨”。

“‘轻轨’能够迅速将黄瓜从田间运
送到包装区，极大提升了黄瓜的采收效
率，还减少了人工成本。”赵恒表示。

“家合村土质肥沃，水源丰富，非常
适合种植黄瓜，今年我们基地种植了100
多亩黄瓜，长势良好。”赵恒说，基地从5
月中旬开始采收黄瓜，到现在已经采摘了
40多万斤，主要销往广东、广西一带。

黄瓜的生长周期短，一年可以种植
两季，属于“短平快”农作物，采摘期长，
且经济效益可观，已逐渐成为当地种植
户的首选。

“我们的亩产可以达到2万多斤，
一次可以采摘10多万斤。”赵恒说，基
地第一季黄瓜6月就可以采摘结束，接
着他们就要种植第二季，两季的预计产
量是400多万斤，总产值300多万元。

目前，家合村共种植黄瓜 200余
亩，黄瓜产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们
的“菜篮子”，还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同时，还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务工，
实现助民增收。

“在家门口既可以就业又可以照看
孩子，一举两得。”村民卢永琴笑着说，自
从村里发展了黄瓜种植产业，很多村民都
来基地务工，让大家的收入也增加不少。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家

合村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
农业特色产业，把黄瓜种植与群众增收
致富有机结合起来，使“短平快”蔬菜产
业成为家合村的致富产业之一，不断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