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来到镇宁自治县扁担山
镇扁担村蔬菜种植基地，只见坝区内上
百亩茄子硕大饱满，长势喜人，数十名
村民背着背篓穿梭在田间进行着采摘
工作，三轮车不停轰鸣，往返于田间小
道，将新鲜茄子运输至冷库进行分拣包
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今天采摘的这批茄子将发往贵
阳，供应学校食堂，一共20吨，单价为
1.2元每斤，共有60多个工人在田里帮
忙收茄子！”贵州惠农康达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秀标告诉记者，他
从2014年开始从事蔬菜种植业，每年
轮作不同的蔬菜品种，今年以茄子为
主，种植面积达150亩，共有长茄与圆
茄两个品种，可从5月中旬一直采摘到
12月中旬，一天可收十多吨茄子，主要
销往广州、深圳、海口、长沙、重庆等城
市，少量销往省内市场。

据扁担村村支书伍秀灿介绍，贵州
惠农康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7年11月，在扁担村流转500亩
土地发展蔬菜产业，并大力推行“土地
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

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
展模式，与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
制，农户以土地入股可获得800元每亩
的保底租金，可以采用“返租倒包”的形
式参与经营，也可以在产业基地内务
工，实现了生产投入零成本、经营管理
零风险、劳动就业零距离。

依托于家门口的蔬菜产业，扁担村
裸嘎组村民伍永团到基地务工已经有
五六年的时间，她一边采摘茄子一边笑
着说：“在蔬菜基地基本上一年四季都
有活干，一天能有100元的工钱，现做
现付，挺满意的。”伍永团告诉记者，常
年在蔬菜基地务工的村民共200多人，
分别负责田间种管收及冷库打包、分
拣、运输的各个环节。

“仅去年整年，公司就发放了200多
万元的工人工资。今年，按照每株茄子下
果80斤计算，预计茄子产量可达到720
万斤，亩产值实现3万元。”杨秀标告诉记
者，下一步，他将加大田间管护力度，通过
技术提升不断提高蔬菜品质及产量，走精
品蔬菜发展路线，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
收，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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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扁担山镇扁担村：

坝区蔬菜产业旺
□本报记者 李超然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经过一份匠心
巧妙构思，一幅精美的剪纸图案活灵活
现、跃然纸上……来到关岭自治县百合
街道同康社区，非遗剪纸传承人、贵州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剪纸艺术研究会会员杨
成红正伏案创作剪纸艺术品。

谈及与剪纸艺术的渊源，杨成红告
诉记者，出于兴趣，他自2000年便开始
学习制作剪纸，更在上学期间自学美术，
从最简单的基础绘画开始慢慢摸索，学
习构图、剪纸及装裱，经过二十多年的坚
持创作，他的剪纸作品也从简单的窗花
图案，发展到线条复杂的山水、肖像及节
庆场景等图案。

杨成红不仅钻研剪纸技法，他还将
非遗剪纸艺术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民俗活动和生活场景结合起来，创作
出了《福牛迎春》《花开富贵》《福满乾
坤》《纺织姑娘》《花树街》等作品，用手
中的剪纸诠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演
绎民族风貌。

2021年7月，为了让剪纸艺术更好
地丰富搬迁群众生活，实现非遗剪纸艺
术的代际传承，杨成红主动申请来到同

康社区担任驻社区干部，积极争取社区
“两委”的支持，在同康社区的“四点半课
堂”为留守未成年人开设剪纸课程。第
一堂剪纸课便吸引了 50 多名少年儿
童。课堂上，杨成红一边给孩子们讲解

图案背后的历史故事，一边展示剪纸技
法过程，不一会儿，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剪
纸作品跃然纸上，赢得学生们阵阵惊叹。

开课一年多来，杨成红利用周末时
间为孩子们上课，并专门建立了社区剪

纸微信群，用于分享学生剪纸作品，在线
指导交流，激发学生对剪纸的兴趣。在

“四点半课堂”，只要是杨成红的剪纸课
程，每节课少则二十人，多则四五十人。
授课期间，杨成红共义务开展非遗剪纸
教学培训60余期，培养社区学员2200
余人次，创作作品100余幅，为关岭的非
遗传承工作注入了活力。

在杨成红的带动下，同康社区的很
多孩子已经剪出简单的动物图案或

“喜”“福”字等窗花，更有2名学生的主
题剪纸作品在全县比赛中获得二等
奖。“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只要大家对
剪纸文化感兴趣，我就会一直教下去，
一直剪下去，把非遗剪纸文化发扬光
大。”杨成红说。

近日，受到汛期的影响，位于关岭自治县境内的滴水滩瀑布迎来丰水期。
□记者 卢维 摄

本报讯（记者 刘
凤） 近期，普定县
化处镇水井村在有
关部门和航空工业
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完成了包括河道治
理和环境绿化在内
的一系列改造工作，
荷花园展现出全新
的面貌。

航空工业派驻水
井村第一书记蔡定雍
向记者介绍，通过协调
航空工业及政府项目
资金，在原有的旅游设
施基础上增加了水上
商铺、观光栈道、清水
平台、多个网红打卡点
等设施。同时，化处镇
政府协调开通了县城
到水井村旅游专线，便
于游客到水井荷花园
观光旅游。

据悉，第八届水
井荷花节将于7月底
举办，荷花园的改造
将为游客们提供更好
的观赏游玩体验。在
荷花园，游客们不仅
可以沿着观光栈道穿
梭流连于荷塘之中，
近距离接触姿态万千
的荷花，还可以品尝
到当地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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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丽） 日前，关岭自治县
委巡察机构制发了《巡察整改评估工作
机制》，通过构建四方联评体系（即：县
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县委巡察
办），有效破解巡察整改评价主体单一、
整改“走过场”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巡察
整改实效。

《机制》根据联评部门职能分工，配
套制定问题整改评估参考指标体系，细
化为整改责任落实、问题整改情况、标
本兼治情况等16个大方面58项具体指
标并赋予分值，实行百分制量化评估。
根据所得分值划分为优、好、较好和一
般4个档次。

今年3月初，四方联评部门依据《机
制》统筹成立2个评估组，对十届县委第
二轮巡察涉及的36个村居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开展全方位联审量化评估。
评估组采取“一谈二访三对照”工作法，

对每个村巡察整改方案负责人进行必谈
必问；梳理汇总需现场查看整改效果的，
通过入户探访、项目走访方式赴现场核
实，验证整改进度、效果有无“水分”；同
时以对照整改方案、对照整改报告、对照
整改评估参考指标体系“三对照”方式，
逐一核查被巡察单位提供的规范文件、
台账资料、账册报表等佐证材料，确保巡
察反馈问题条条改到位、件件有着落。

评估结束后，以会议会商方式开展
审议，形成最终评分和总体评估报告，
并提交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此外，各联评部门还针对被巡察单位整
改中存在的问题和暴露出的薄弱环节
开出“药方”，协助被巡察单位明确整改
方向、理清整改思路、细化整改措施。
截至目前，此次联审量化评估共向被巡
察单位反馈问题91个，已完成整改91
个，整改率为100%。

关岭自治县纪委监委：

联审量化评估 推动巡察整改落地落实

本报讯（蔡齐秀） 近日，镇宁自治
县召开县属国有企业暨工程建设领域
警示教育大会，县属国有企业中层以上
干部共62人集中接受警示教育。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由县纪委监
委制作的警示教育片《贪途末路》。该
片聚焦工程建设、粮食购销领域关键少
数和重要岗位人员腐败案件，通过还原

“案中人”工作经历、心路历程、思想蜕
变、忏悔警示、处理结果等，深刻剖析违
纪违法问题发生的思想根源，教育警示
干部职工以案为鉴，切实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
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结合

近年来查处的有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深入剖析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严重违纪
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归纳总结
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环节及表现形
式。要求县属国有企业干部职工时刻
绷紧纪法这根弦，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划清“公”和“私”的界限，做好“义”和

“利”的选择，严守“纪”和“法”的底线，
坚决不越雷池、不踏红线，为推进清廉
国企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镇宁自治县：

县属国有企业62人参加警示教育大会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青少年的重要活
动场所，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和阵
地。近年来，平坝区积极打造新时代乡
村学校少年宫，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育人”阵地作用，全面落实“双减”
政策，推行“五育并举”，让少年儿童从乐
中学、在学中乐，在兴趣爱好的陪伴中畅
享欢乐童年，进一步丰富孩子们的校园
生活，助力农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同学们，刚才的曲目我们再练习
一遍。”在天龙镇天龙中心小学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音乐教室里，20多个孩子正
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歌唱练习。“自
2020年学校少年宫开办以来，孩子们
加入各种兴趣社团，社团活动得到了学
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天龙中心小学
教师岳娜介绍。

“学校开设有合唱、地戏、导游、绘
画、书法、朗诵、舞蹈以及篮球、足球等课
程，这些课程通常被安排在每周二、周四
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岳娜说，学校还结
合天龙屯堡本土文化，开设了地戏和“小
导游”课程，尤其是导游课程，孩子们在
体验导游职业角色的同时，还加深了对
屯堡文化的认识。“从方言的学习到景区
内景点的全方位介绍，再到定稿开讲，孩
子们发现这门课程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岳娜介绍，学校量身定制了《大明遗风天

龙屯堡——天龙中心小学校本课程》，为
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屯堡文化、爱
上屯堡文化、推介屯堡文化。

除了增强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外，平
坝区各学校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还充分
挖掘各地的特色资源，建设了以“劳动实
践”“乡村少年的科技梦”“科学普及生态
文明培育、民族文化特色活动”“非遗传
承”“道德培育活动”等为主题的课程。

在平坝区白云镇路塘民族中心小
学，布依族抵杠、竹竿舞、布依山歌、民族
刺绣等课程同样深受孩子们喜爱。

在学校开设的布依族刺绣社团课
上，课桌上摆放
着绣花针、绣线、
绣布等工具和材
料，布依族刺绣
非遗传承人姚培

英一边讲解布依族刺绣的相关知识，一
边指导大家穿针引线，结合自己的个性
化创意和想象，在绣布上制作出一幅幅
精美的刺绣作品。“我很喜欢刺绣课，从
三年级开始加入刺绣班，在老师的指导
下，除了绣过花草、动物外，还锈过‘国
家’‘团结’这样的字样。”路塘民族中心
小学六年级学生张玉春告诉记者，她在
学习刺绣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手工制作
的乐趣，同时培养了认真细心的学习态
度和习惯。

“多年来，我们努力把乡村学校少
年宫打造成为少年儿童的好去处、素质
教育的好载体、同学交流的好平台、师
生沟通的好场所、家长放心的好地方。
现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已成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实事工程和响亮品
牌。”平坝区白云镇路塘民族中心小学
校长谢家振说，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创
办，成了孩子们培养兴趣爱好的主要阵
地，每个孩子每周可以选择两个社团，
孩子们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增强了自信
心，促进了全面发展。

平坝区：

乡村少年宫点燃孩子多彩梦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学生们制作绣品学生们制作绣品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近日，武警安顺支队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
数名艺术家，开展“书画进军营”活动，丰富官兵文艺生活。

□记者 唐国栋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磊） 7月1日，西
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10余名“戎耀
西秀”退役军人志愿者到西秀区宁谷镇
看望慰问抗美援朝老兵罗有才同志。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罗有才送上慰
问金及米、面、油等慰问品，询问他的身

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静心聆听他讲
述抗美援朝战斗经历。

大家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传承好红色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在
全社会营造尊重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
氛围。

西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战士

杨成红：把非遗剪纸文化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杨成红介绍其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