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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全市2024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委员会暨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
（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成刚出席并讲话。

■ 7月11日，“打造大明屯堡国际旅游度假区 推动一流旅游城市建设”协商
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市老年大学校长刘敏参加并讲话。

入夏以来，正值旅游避暑旺季，安
顺凭借夏季平均21℃的凉爽气候优势
和条件，再次成为避暑旅游热门目的
地，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避暑休
闲，或一睹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气势，或
安然自若旅居休闲，或研学探究文化
魅力……

日前，记者走进苗岭屯堡古镇，被一
曲悠扬的乐曲声所吸引。只见在古色古
香的建筑前，清澈的溪流边，3位游客正
在用手中乐器演奏喜爱的贵州山歌。

放下手中的电吹管，来自重庆的游
客封清告诉记者：“我在网上看到宣传
安顺是21℃的城市，是一个避暑胜地，

我和朋友们今年就决定到这里来感受
一下清凉。到这里后，给我印象最深的
一是空气非常好、气温舒适，二是风景
比较美、景点比较多，三是民宿、旅游业
发展迅速，给游客带来很多便利。希望
更多人来安顺享受清凉的夏天、感受
21℃的城市。”

已经到安顺10余天的封清，对安
顺的天气、美食、民宿、人文等都赞不
绝口。与同伴每天都来到一个景点逛
逛，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回到民宿后
会自娱自乐，聚会品茶、演奏乐器、唱
歌、跳舞，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这里
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活动，
深深吸引着我们这些游客。让我们爱
上了这片土地，产生了‘来了就不想
走’的念头。这次我打算在这待上两
个半月，度过最炎热的天气才回去，明
年我们还会带着更多朋友来。”封清开
心地说道。

“避暑小乐队”的大提琴手李先生来
自湖南，这是他第一次到安顺避暑，空闲
时与家人和朋友到周边景区走走看看，
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我和老伴来这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在这古色古香的建筑里居住，感觉环境
很好，空气新鲜，安顺美食也很符合我们
的口味，周边也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景点，
我最喜欢逛屯堡村寨，很有意思。”李先
生说。

正在凉亭里乘凉的广州游客蒲长
清也忍不住为安顺点赞，她说：“安顺空
气特别好，天也特别蓝。在这里我还结
交了一帮喜欢旅行的好朋友，每天在一
起唱歌跳舞，拍拍小视频非常开心。安
顺真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气温宜人，凉爽舒适，空气清新的环
境，让避暑游客们流连忘返。

苗岭屯堡古镇的养心民宿老板吴
三君告诉记者，自4月以来，民宿就陆
续接到了暑期订单，“避暑客”多是来自
重庆、成都、湖南、广州等“火炉城市”，
连续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游客较多。目
前已经接纳50余名游客。“我们推出的
套餐是每天每人100元。同时，我们还
在服务上下功夫，为避暑游客提供饮
食、游玩咨询、娱乐活动等服务。”吴三
君说。

“避暑客”点赞安顺210C的清凉
□本报记者 胡典 文/图

享21℃的清凉

本报讯（记者 徐雪） 7月11日，全
市2024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委员会暨
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

会上，市安委办、市消安委办分别
通报了全市上半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安排；
西秀区、市水务局、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分别就上半年事故多发情况、汛期安全
度汛工作、暑期旅游安全工作作发言。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
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充分认清三季度安全生产工
作面临形势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
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和松懈心态，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而又紧、紧而
又实，抓好三季度汛期防汛减灾、暑期
旅游安全和交通、矿山、建筑施工、城镇
燃气、学校、消防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
生产工作。各县（区）要进一步落实好
属地管理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
步落实好部门监督责任并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扣紧扣实安全生
产责任链条；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
送，夯实救援基础，强化督导检查，严格
规范落实各项应急工作机制；同时，不
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发动社会各
界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形成各
负其责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全力做好三
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全市2024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委员会暨
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上接1版）

公议榜——
一次商议，激发一份干事热情

黄鹤营村，位于紫云自治县北部。
从黄鹤营村开车出发，25分钟可到

紫云县城，40分钟可到安顺市区，安紫
高速紫云北收费站就设在村口。

宽敞笔直的公路将村庄的一方小天
地与外部世界紧密连接，路通了，心通
了，发展的方向也通了。

近些年，黄鹤营村凭借便捷的交通
优势积极打造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市级
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黄鹤营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黄鹤营村
的旅游产业热了起来，村民们忙得不亦
乐乎。

暑期至，黄鹤营村乡村旅游持续升
温。有村民反映村前猫营河的拦河坝有
垃圾堆积，影响村庄生态环境，会给游客
带来不好的印象。

为解决垃圾堆积问题，村两委干部
先通过走访了解群众想法，年轻人建议
拆除拦河坝，老年人建设不拆除，因为这
是见证老一辈建设家乡的印迹。经村委
多方商讨后达成意见：将原来的拦河坝
改造成一座小拱桥。

但拱桥要怎么建？建成啥样？得进
一步公开讨论。

黄恒礼以村组为单位，召集党员、村
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开会，集中讨论建设拱
桥的可行性、资金来源、规格等实际问题。

“村里的所有事，都必须让老百姓知
晓。让他们放心了，村里的事业才能得
到支持。”黄恒礼坚信，只有村民参与决
策，看见决策过程，预见到决策效果，才
能拧成一股绳，向一处使劲。

最终，关于建桥这件事，群众反映诉
求、村干部走访调查、党支部提议、村两
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
议等流程记录，都被张贴在村里的“公议

榜”上。
黄恒礼说，黄鹤营村的传统，是有事

必议，议完必示。小到村庄环境卫生，大
到重大村务决策，都请村民投票参与、建
言献策，并最终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村庄的环境越来越好，年轻人、致
富带头人都乐意回到村里参与建设，村
里的民主理念激发群众的干事热情，为
村里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黄鹤营村驻
村第一书记何雪峰告诉记者，驻村工作
期间，黄鹤营村的开放、包容、共建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张“公议榜”，凝结着黄鹤营村群
众共同的智慧和目标。近年来，黄鹤营
村先后获得“安顺市乡村旅游示范村”

“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贵州省新时
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村庄一次又一
次的蝶变，便是在这张榜单里萌芽、酝
酿、生长。

红黑榜——
一次奉献，传递一份温暖爱心

盛夏时节，穿村而过的猫营河静静
流淌，远方山林叠翠、云烟袅袅，近处村
舍连排，一幅和美乡村生活画卷在黄鹤
营村缓缓铺开。

在黄鹤营村，随手一拍，就能获得一
张“氛围感”十足的乡村风格大片。漫步
在猫营河两岸河道上，目光所及，一步一
景。然而，除了河景风光，走进村中，张
贴着的一张张“红黑榜”，也成为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线”。

蒋应华，修建机耕道出让5分地块。
曹兴刚，出让400平方米宅基地建

设村活动广场，并捐赠3000元。
……

“‘红榜’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记载着
村庄建设过程中的一段小故事。”黄恒礼
说，村民们的善举、付出，都被记载到“红
榜”上，“红榜”见证着村庄的每一次发展
与蝶变。

记者在该村党群服务中心入口处的
一张“红黑榜”上看到，记录最多的为
2021年黄鹤营村创建“宜居乡村”时众
多村民作出的贡献。如村民王尚华，因
宜居乡村创建需要，拆除价值6000元灶
房一间；张合义，因宜居乡村创建需要，
拆除蓝皮棚100平方米，出让15平方米
院坝修建排水沟……

“有奖就有罚，设立‘黑榜’，就是给
村民一个警醒，目的是推进移风易俗，弘
扬新风正气，培育文明乡风。”黄恒礼告
诉记者，村民若有滥办酒席、不讲究房屋
环境卫生、酒驾、不孝敬父母等不文明行
为，将被列入“黑榜”名单。

“通过‘红黑榜’的设立，及时记录村
民们的付出与奉献，同时让少数不文明
行为得到监督和改正，起到引导激励作
用，唤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从

‘旁观者’，变成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
共同‘缔造者’。”张丽说。

积分榜——
一次奖励，提振一份发展精气神

“我闲时在村里捡垃圾换积分，一个
月能攒600多分，可以换回60多元的物
品，何乐而不为？”在黄鹤营村翁弄二组，
村民曹国昌手提一袋废纸壳和空塑料
瓶，往“积分超市”的电子秤一放，3.2公
斤，又添上32分。

凭积分能在“积分超市”兑换米面、粮
油、生活用品等。“2022年，我们村打造积
分兑换超市，村民实施共建的日常行为记
入积分后，10分当1元用。”黄恒礼说，村
里的“积分超市”自去年推行积分榜管理
以来，效果十分明显。很多老人说，靠着
捡废品、清理公共区域垃圾，所获积分兑
换的大米够他们家吃半年。

除了村民直接兑换，每逢月末，黄鹤
营村都要组织评议团，对每户进行打
分。评分指标包括环境卫生、乡风文明、
村规民约等。评议时间不定，人员随机，

确保每一次评分公平、公开、公正。
“村民们都很重视评分，分分必争。”

黄恒礼介绍，量化考核出的积分，按照
10分兑换1元的标准，计入每户的“积分
存折”，每月底在“积分榜”统一公示。

让“积分榜”深入人心，一开始并不
容易。黄恒礼说，为激励村民参与共建，
村委组织召开了10多次村民大会，最终
确定了积分量化指标，小到打扫卫生、评
上文明示范户，大到主动担任村级活动
志愿者，甚至家中孩子考上大学，每个项
目对应加分。

张丽认为，一张“积分榜”，让村民比
学赶超，乐此不疲，极大调动了积极性，
提振了发展精气神，起到“花小钱办大
事”的作用。

“民生榜，为群众反映真切需求提供
了平台；公议榜，让每件实事落实的过
程、每个环节明明白白；红黑榜，调动群
众的‘荣誉感’和‘荣辱观’，催生了内在
动力；积分榜，实现花小钱办大事，推动
了治理实操，明晰了闭环全程。”紫云自
治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厚学说。

如今的黄鹤营村，村庄整洁、产业兴
旺、治理有序、民风淳朴。“我们将不断完
善‘四张榜单’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让黄鹤营村基层治理新样板走深
走实。”黄恒礼对“四张榜单”发挥更大的
乡村治理效能充满期待。

“四张榜单”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子

（上接1版）
这样一来，市场龙头企业出20%的

资金，就能获得公司60%的净利润。而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带动
的社会资本和撬动的银行支持，分别达
到了改革前的20余倍和30余倍，拓宽
了资金的来源渠道，减轻了政府财政压
力，也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在联农带农助农方面，原则上地方
农投公司获得的收益以“4411”比例进
行再分配，40％用于项目区农户分红，
40%作为地方农投公司资本收益滚动用
于产业发展，10％用于村集体经济（村集
体合作社），10％用于防返贫监测对象，
确保农户有活干、有钱赚，进一步增加农
民经济收入。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政
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
农业农村。安顺创新财政涉农产业资金
投入改革工作，与之精神相契合。

去年12月，省财政厅、省乡村振兴
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财政涉农资金股权和债权投资管理
工作的通知》，该文件的出台，在体现涉
农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安顺智慧”
的同时，为安顺创新财政涉农产业资金
投入改革提供了又一政策支撑。

改革创新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勇
气，更需要扎实的举措。

——加大项目储备力度，聚焦壮大
安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积极谋划储备
一批可招商引资的SPV农业产业项目，
推动产业培育由“急用现找”向“战略储
备”转变。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面向全国
宣传推广安顺涉农创新政策优势与SPV
运作模式，紧盯全国农业龙头企业、头部
企业、500强企业和省级龙头企业开展
招商引资。目前，已引进成都、广州等地
12个社会资本方组建SPV产业公司。

——加大投后管理力度，出台《安顺
市创新财政涉农产业资金投后管理办法
（试行）》，推进SPV产业公司规范治理，
确保投资项目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建立

“五个一”机制，以“一周一调度”“一月一

督导”“一企一策”“一季度一考核”“一季
度一观摩”等举措，解决好企业难题、谋
划好项目推进、服务好产业发展，提升社
会资本方的投资信心和发展决心。同
时，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及时
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保障投资的安全
性和稳健性。

一子落，全盘活。贵州金尘茶叶有
限公司从事茶叶精深加工，是安顺创新
财政涉农产业资金投入改革的参与者和
受益者之一，解决了资金困难，壮大了发
展规模，实现一、二期产业投资3.6亿元；
贵州云湖众鑫现代渔业有限公司，是由
贵州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紫云自治
县嘉鑫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
SPV产业公司，2023年带动项目区农户
获得收益分红36万元……一个个SPV
产业公司涌现，为安顺农业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财政涉农产业资金投入改革实
施仅两年，安顺书写了一份推动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答卷”。

——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放大。目

前，通过涉农产业资金投入，带动社会资
本、撬动银行授信SPV产业公司上中下
游企业约17亿元。

——农业特色产业规模发展。通过
“内培外引”，目前全市保留并全力推进
的SPV产业公司36家。其中实施的肉
牛、金刺梨、中药材和蜂糖李、茶叶、生态
渔业等“三主三特”农业产业项目22个，
占比61.11%；3000万元以上项目21个，
占比58.33%。

——利益联结惠农更富农。截至目
前，SPV产业公司带动劳务用工23万余
人次，发放工人工资4541万元，支付土
地流转费2115万元。

《安顺市创新财政涉农资金投入助
力农业产业发展》改革经验信息，获《贵
州改革情况交流》刊载，改革创新经验得
到了省委改革办的认可和推广。

下一步，安顺将深入推进涉农产业
资金投入改革，乘势而上，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
笃行，不断擦亮促农增收、惠民富民的
底色。

（上接1版）
今年春节期间，安顺各地举行了上

百场苗族跳花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展
示了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推动了

“非遗+文旅”的融合发展，助力安顺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跳花前，要做好踩场、砍花树、栽花
树、敬迎宾酒、上花、下花、走生年牵羊、
走生年、接花树等准备工作。跳花时
节，高高的“花树”披红戴彩立于高山或
旷野场地中央，花树下设方桌置放美
酒、芦笙等物品，并以花树为中心，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王华介绍，跳花期至，苗族男女老
少身着节日盛装，背上提前准备的精美背
扇扇面,空寨结队前往花坡。女青年多背
负包袱，中裹衣饰，至花坡近处，盘麻发，
绾银链，插梳子，戴手镯，上项圈，挂耳坠，
穿短蜡彩上衣，系或麻或彩线腰带，著绣
花百褶，花坡周围银铃晃晃，十分悦耳。

笙歌如潮，苗歌苗舞是跳花节的重
头戏，花坡上响彻着悠扬的芦笙，众人围
绕花树翩翩起舞。山腰男女或坐或立，
笑语盈盈。苗族跳花节不仅是一场歌舞
盛宴，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跳花节期间，苗族同胞会提前酿好
米酒，打好糍粑，等待远方宾客的到
来。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到场祝
贺，热闹一番。人数多时，达十余万之
众，场面蔚为壮观。

苗族跳花节是苗族同胞传承文化
和相互交流的重要节日。活动中，除了
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琳琅满目的美
食，最引人注目的是苗族同胞穿着的节
日盛装，展示了精湛的刺绣、蜡染、蜡
画、银饰等技艺。

民间谚语有云：“苗人不跳花，谷子
不扬花”，通过吹笙，预兆来年有个好收
成。此外，跳花节还是苗族青年的“相
亲大会”，苗族同胞欢聚一堂，共同欢
庆，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许
多青年男女在节日中相识相知，最终步
入婚姻的殿堂。

苗族跳花节承载着苗族的文化记
忆、生活智慧、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
色，通过独特的传统活动，如舞蹈、音
乐、民族服饰展示等，强化了苗族人民
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激发
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有利于
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不仅保持了
苗族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连续性，也有利
于苗族文化的传承。

王华认为，苗族跳花节不仅是苗族
人民情感联系的纽带，也是维系民族团

结的重要基础。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
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各民族同
胞交往、交融、交流搭建了平台，既增强了
各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加深了文化认同，
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
体。同时，独特的苗族文化通过节日庆
典得以充分展示，对安顺当地社会、文化
和旅游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为安
顺建设一流旅游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一独特
的民族节庆活动吸引，前来观赏和参
与，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繁荣。今年2
月18日，安顺经开区三合苗寨举办了主
题为“龙炫民族风 多彩跳花节”的系列
活动，3万余名各族同胞和省内外游客
欢聚一堂。人们绕“花树”跳花，感受芦
笙舞、竹竿舞、板凳舞的精彩民族节目演
绎，苗族蜡染、刺绣等非遗文创展示区让
游客驻足欣赏，拦门酒、打糍粑、长桌宴
等沉浸式体验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生
动谱写各民族共生繁荣新篇章，让民族
团结进步之花在黔中大地常开长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如何保护
和传承苗族跳花节？杨志凤表示，吹芦
笙、跳芦笙舞均属于《安顺市亚鲁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范围，安
顺专家学者和文化爱好者们也注重加
强对苗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对苗族跳花
节进行保护和传承。

在安顺，苗族跳花节这一宝贵的文
化遗产如何得以更好地延续和发展？
杨志凤表示，跳花在安顺有多种传承方
式，不仅有代代相传的家庭传承，还有
集中传承，即利用农闲时节，把春节期
间返乡青年集中起来，由传承人传授吹
芦笙、跳芦笙舞技艺。安顺经开区张坪
中学、关岭自治县民族中学等学校均办
有芦笙班，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传
授吹芦笙，跳芦笙舞技艺，积极培养年轻
一代对苗族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为苗
族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繁荣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突破发展“梗阻”改出发展“质效”

（更多精彩请扫码）

苗族跳花：笙歌舞韵代代传

苗族跳花节活动现场苗族跳花节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