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磊 文/图） 7月
11日，由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组织的“大
美中国行·全国百名艺术家走进安顺，
讲好贵州故事，支持乡村振兴”系列活
动在西秀区旧州古镇开幕。开幕当天，
艺术家们来到旧州中学，举行“用诗书
画讲好中国故事研讨会”。

据介绍，“大美中国行”是中国诗书
画研究会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旨在通
过诗书画艺术作品展示祖国各地的美
丽山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开幕式上，西秀区旧州中学的师生
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示了当地
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紧接

着，书画家代表李耀林、诗人代表周道模
分别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的
心得与感悟。中国诗书画研究会与贵州
省诗人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向市文联、西秀区
部分单位赠送了书画作品，向西秀区旧
州中学赠送图书、杂志3000册。开幕式
结束后艺术家们还在校园中现场挥毫泼
墨，创作书画作品赠送给在场师生。

据了解，参加本次活动的诗书画艺
术家们，还将在安顺各地进行采风活
动，用笔墨勾绘安顺美景风光，记录安
顺人文故事，展现安顺民风民俗，通过
艺术作品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百名艺术家走进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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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头西门达尔，毛重足有
2000斤，以现在的市场价格每斤13元
计算，价值2.6万元，这还是以牛肉市场
行情不好为前提情况下的估算。”7月5

日，紫云自治县猴场镇茶山村养牛场饲
养员韦堂江指着他牛棚里的一头牛如
是说。

近年来，茶山村以村级合作社示范

养殖带动农户分散养殖方式，大力发展
养牛业，带动群众增收。

记者在茶山村村级合作社养牛棚
看到，牛棚里不仅喂养有可出栏的肉

牛，还养殖了母牛和刚生产的小牛。
“目前，合作社养殖的牛有64头，

其中可出栏的肥牛10头，育肥牛22头，
能繁母牛16头，牛犊16头。”茶山村驻
村干部程谢说。

为提升养牛专业技术能力，每遇
市、县、镇开展畜牧养殖培训方面的活
动，茶山村都要安排村级合作社饲养员
和养牛户参加，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积
累养牛知识，包括买牛、识牛、饲养、防
疫、市场销售等。

牛毛色变异是什么问题、牛食料量
下降怎么回事……韦堂江及养殖户们
逐渐掌握了一套适应本地气候环境的
养牛技术。

“合作社养牛场的牛，总产值达
150万元。”程谢说，合作社养牛数量多
的时候存栏量达150头，为给养牛提供
充足的饲料，村级合作社种植了120亩
皇竹草，并收购村民的生玉米秆用于青
储饲料加工。

据了解，通过村级合作社的示范带
动，目前该村有养牛大户20多户，养殖
户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通过流转土地
种草、收购乡亲的生玉米秆等方式，促
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猴场镇茶山村：

助农增收“牛”产业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高智） 7月 12日，
2024年省级林业技能培训（关岭花椒）
暨花椒主产区科学高效培育技术交流
研讨会在关岭自治县召开。全省各地
花椒种植企业代表、合作社代表与该县
乡镇（街道）林业站负责人、花椒种植农
户、合作社代表共计 200 余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到多位专家现场交
流分享四川青花椒高效培育技术和甘
肃陇南无刺花椒培育技术，围绕花椒产
业发展现状、发展绿色有机花椒的必要

性、花椒绿色有机生产管理技术等方
面，为参训学员讲授花椒病虫害高效防
治技术，通过现场交流互动，解答了花
椒种植管护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培训，系统学习和掌握了花椒
现代化标准化生产的新技术、新模式，
更加明确了花椒产业创新发展的思路
和途径。之后将整理和巩固此次培训
所学知识，消化所学内容，把学到的种
植方法和技术更好地运用到花椒产业
发展实践中去。

2024年省级林业技能培训（关岭花椒）暨
花椒主产区科学高效培育技术交流研讨会在关岭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凤） 日前，西秀
区蔡官镇王家庄村开展村居环境整治
活动，切实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向“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转变,着力打造和
美宜居的村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在村两委的号召下，王家庄组、侯
家庄组、龙天组三个村组共组织近百余
人参与了本次环境整治活动。村民们
带上割草机、镰刀、锄头等工具，对村组
主干道、林场周边道
路的灌木杂草进行了
修剪、转运、清理。经
过努力，共清理村内
7 条主干道近 12 公

里，及时消除了因灌木杂草生长茂密可
能引发的道路交通、森林火灾风险隐
患，为村民们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方便。

期间，村委委员还向村民普及了秸
秆禁烧等村规民约规定，倡导大家自觉
抵制滥办酒席的不良风气，并提醒家长
积极做好暑假期间儿童防溺水安全教
育工作，共同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新风。

蔡官镇王家庄村：

整治人居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文/图） 7
月13日，由平坝区羊昌乡龙海村村民
委员会主办，龙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协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心醉山水江南·约定布依盛会”暨
2024年“黔中布依第一村”龙海村第

九届“六月六”民族风情节系列活动在
羊昌河河畔举行。来自多地的布依族
同胞们穿上节日盛装，以多样的系列
活动庆祝，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
习惯。

步入村中，布依族妇女们身着盛

装，唱着轻快的山歌，手捧甘甜的米
酒，用拦门酒等仪式欢迎远方的客人。

在活动主会场开幕式上，舞蹈《好
花红》《竹枝鼓韵》《童韵芦笙》、歌曲
《依迎宾歌》《恋恋布依》、乐器表演《安
顺酒歌》等节目轮番上演，引来台下观

众拍手叫好，欢呼声、鼓掌声交织。
拦门酒、打糍粑、歌舞表演、迷你

彩虹跑、祭水仪式、赛龙舟、山歌对唱、
长桌宴……多样的活动形式丰富了现
场游客群众的游玩体验。

“体验感特别好，当地的群众很淳
朴、热情，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
动，感受不一样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来自四川遂宁
的游客杨诗雨说。

布依族是平坝区世居少数民族之
一，而龙海村则拥有“黔中布依第一
村”的美誉，是一个民居特色突出、民
俗文化浓郁、人居环境优美、民族关系
和谐的布依族特色村寨。近年来，龙
海村在坚持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家史
文化为重点、节庆文化为载体的基础
上，深挖“六月六”等节日民族文化内
涵，努力打造集布依文化展示、农耕体
验、休闲度假、康疗养生、研学写生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乡村。

此次龙海村“六月六”民族风情节
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旨在深入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民俗文化，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
化自信，进一步提升、加强民族交流，
展现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推介乡村
旅游，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龙潭街道落叶新村：

民族民间文化表演精彩纷呈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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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坝龙海村：

布依族群众欢度“六月六”

本报讯（记者 高智 文/图） 7月
12日，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系列
活动2024年“我们的节日·六月六”
民族民间文化表演在关岭自治县龙潭
街道落叶新村举行。

当天民族民间文化表演在一曲
《布依敬酒歌》中拉开了帷幕，随后《庆
丰收》《布依竹竿舞》《飞向苗乡侗寨》
《我站在高山唱》《幸福中国一起走》
《布依担酒舞》《太阳鼓》等精彩的节目
一一亮相，极具民族代表性的民歌、舞
蹈等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走进布依族村寨，观看了布
依族民族民间文化表演，切身感受到
了布依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魅力。”来
自关岭城区的冉红英说。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观众们情绪
高涨，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此刻的
美好，不少来自省内外的旅居游客也
对此次布依族“六月六”民族民间文化
表演活动点赞。

“我们是从浙江到关岭旅居的游
客，这里气候清爽宜人、群众热情好
客，特色美食更是丰富多样，今天参加
了关岭布依族‘六月六’活动，更是感

到不虚此行，明年还要再来关岭旅
居。”旅居游客范家骅说。

此次民族民间文化表演活动除了
精彩的歌舞表演之外，还举行了美食

展演、摄影家眼里的最美瞬间、布依族
特色长桌宴等活动。

饲养员查看牛群生长情况

游客品尝拦门酒

布依族特色长桌宴

安顺经开区第三届“荷你乡约·十里荷廊”
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开幕

本报讯（记者 唐琪） 7月 13日，
安顺经开区第三届“荷你乡约·十里荷
廊”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幺铺镇十里
荷廊景区开幕。活动旨在通过丰富的文
化旅游活动，进一步打造和提升安顺经
开区的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开幕式当天，系列精心策划的活
动逐一呈现，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游
客前来观光打卡。充满趣味的“沙滩
寻宝”和“鱼王争霸赛”，游客们在欢声
笑语中体验了趣味横生的互动游戏。
随后，省歌舞团带来的“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和美家园慰问演出”，以
优美的舞姿和深情的歌声，传递了民
族团结的力量。白雪公主主题巡游，

通过近距离互动，让游客仿佛走进童
话世界。

傍晚时分，游船主题活动为观众呈
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实景视听盛宴。游
船上的《在水一方》等节目，将古典与现
代相融合。随后，主舞台上的《中华龙
鼓》震撼登场，鼓声隆隆，舞影翩翩。《条
条大路通贵州》《山水贵客》等系列歌曲
接连登场，一系列高水准的文艺演出展
示了安顺独特的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魅
力。随着烟花点亮夜空，现场气氛被推
向了高潮。

据悉，安顺经开区第三届“荷你乡
约·十里荷廊”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将持
续开展至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