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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平坝区大力推动“四好
农村路”建设，持续改善提升一批老
旧农村路，着力强化管护，拓宽群众

“幸福路”，铺就乡村振兴康庄大道。
近日，记者在平坝区S310百宜

至可乐（窑上至齐伯段）修复养护工
程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正和大
型机械相互配合，紧锣密鼓地进行
清沟打磨、路肩墙支模的施工作业。

“这条路在没修建之前全部是
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今年把路修好了，对我们村销
售茶叶、桃子等农产品将带来很大
的便利，不仅节省了运输费用，老百
姓种庄稼也可以直接把农用车开到
地里，太方便了！”平坝区齐伯镇温
泉村村支书夏臣勇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工程
项目开工已有一月有余，项目建设
线路全长4.31公里，主要工程内容
涉及为路基挖方、排水沟建边坡防
护与加固等，项目整体按照四级公
路标准建设，荷载等级为一级，设计
速度为15千米/小时，预计今年9月

完工。
“目前正在施工的内容是路段

会车道加宽以及路间墙支模。现在
每天大约有20名工人、3台施工机
械同步施工，目前施工队正在进行
路段水稳层的铺设。”该项目负责人
贺伟说。

建管并重、科学管养。按照“政
府主导、行业指导、分级负责、全面
管养”的原则，平坝区持续深化公路
养护体制改革，大力推行农村公路

“路长制”，引进安顺建养公司进行
日常养护，并引导沿线企业共同参
与认养管理，将以前的突击性养护
模式转变到现在的常态化日常养护
模式。

“目前我区代管的省道和县道
主要由安顺建养公司专业化养护公
司进行日常养护，均已达到了养护
的规范化和机械化，主要是对日常
的公路破损进行及时养护并且加大
巡查力度，特别是进入夏季汛期以
来，对小型的塌方和路段破损进行
及时养护，对道路交通中断及时抢

通。”平坝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赵成亮介绍，现全区的乡道和村
道主要是以乡镇为主体进行日常养
护工作，利用赶场天，或者走村入
户、各村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向群
众广泛宣传农村公路养护的重要
性，营造爱路护路的浓厚氛围。

乡村因路而兴，村民因路而
富。随着“村村通”“入户路”连接千
家万户，“产业路”“机耕道”深入田
间地头，由“通”至“畅”再到“美”的

“四好农村路”已经成为带动乡村产
业发展、优化人居环境，助颜乡村振
兴的“加速器”。截至目前，全区养
护管理的农村公路共计1637.47公
里，其中代管省道84.268公里，县道
300.835公里，乡道376.339公里，村
道 617.375 公里，组道 258.653 公
里，桥梁57座。

“下一步，区交通运输局会持续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多元化筹集资金，社会化综合养
护，推动全区农村公路实现通村、畅
乡，助力乡村振兴。”赵成亮说。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7月 14
日，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
安顺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
族歌舞团承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美家园”慰问演出走进紫云自治
县坝羊镇五星村，为当地群众送去了一
场独具民族特色的视听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省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
身着少数民族服装有序登台亮相，舞蹈
《同心共筑中国梦》、女声独唱《好花

红》、女子群舞《锦绣蓝》、男声独唱《妹
妹是水哥是山》、器乐演奏《乡音恋歌》
《赛马》、特技表演《刀锋上的舞者》等一
个个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精彩上
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此次文艺演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用歌舞艺术的形式，
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各族群众中，宣
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增进了
民族团结，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 7月16日，市政协副主席李用奇率队到关岭自治县、镇宁自治县调研我市
生态渔业发展现状。

本报讯（记者 徐雪） 7月16日，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1至6月份，
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46个，总投资
205.3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7.89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34.89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72.85%。其中，6月份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4个，总投资43.56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亿元。

分地区看，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中，市直2个，总投资5.96亿元；西秀区
5个，总投资23.92亿元；平坝区3个，
总投资5.65亿元；普定县4个，总投资
18.58 亿元；镇宁自治县 5个，总投资
22.93 亿元；关岭自治县 9个，总投资
51.27亿元；经开区9个，总投资29.77
亿元；黄果树旅游区4个，总投资28.49
亿元。

分领域看，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9 个，总投资
42.81亿元，其中“六网会战”项目7个，
总投资37.20亿元；重大产业发展项目
36个，总投资157.54亿元，其中12个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项目2个，总投资11.26
亿元，十大工业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
78.32亿元，服务业创新发展十大工程
项目5个，总投资31.25亿元；重大民生
工程项目1个，总投资5亿元。

分“四化”看，新型工业化项目22
个，总投资99.53亿元；新型城镇化项目
12个，总投资23.36亿元；农业现代化项
目4个，总投资17.66亿元；旅游产业化
项目4个，总投资28.49亿元；其他基础
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36.31
亿元。

今年1至6月，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46个
总投资205.35亿元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依山傍水，清澈的龙青河穿村而过，
禾苗青青、荷花绽放，游人踏步桥上纵情
戏水、于河边亭子里纳凉休憩。从宽广
的稻田中看村庄，俨然一幅江南水乡的
山水画卷……这里，便是中国传统村落
——西秀区黄腊乡龙青村。

龙青村是个布依族村寨，村落在成
荫的绿树掩映下显得生机盎然，布依族
传统民居间夹杂着新式的砖混平房和小
别墅，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与气息。

“村里还保存有29栋明清、民国时
期传统建筑，大部分是民居，也有碉楼。”
该村村委会副主任韩会祥介绍，龙青村
传统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也有石木结
构和石结构两种，砖木结构建筑基本为
穿斗式悬山顶瓦屋建构，彰显了布依族
传统民居风格。

漫步村中街巷，建于明清时期的古
碉楼耸立，“攻防”护村的威势犹在；原生
产大队旧址门上“一心向党”的标语，仍
依稀可见；粮仓旧址门楣上的浮雕“五角
星”，似在向人们述说着历史过往；一栋
栋三合院或连体成排的传统民居，尽管
人去楼空、残破不一，却承载着村民几代

人的美好回忆，墙上、窗上精美的雕花也
给人以美的享受。

家里的老房子虽然已十多年不住
人，但村民罗国成还是会时常去看看，修
修补补，爱惜不已。他和老伴还把原先
院落前的小菜园利用起来，种些家人爱
吃的时令蔬菜。68岁的罗国成淡淡地
说：“这房子住过四代人，一百多年了。
住这种石木结构的房子，冬暖夏凉，要不
是年轻人修建了新房子，我更愿意在这
里住。”

村民罗娟家十多年前用两间老屋改
建了新房，旁边余下几间老瓦屋，屋顶垮
塌严重，木质梁柱、门窗一年比一年朽
坏，心痛之余，罗娟说：“我们中国传统村
落，应该好好把这些老建筑保护利用起
来，要是彻底倒塌，就太可惜了！”

“近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村
里对部分传统建筑进行屋顶翻盖、墙体修
砌、加牢加固等保护性维修。对于有村民
管护的传统建筑，就靠村民自行简单修
缮。”韩会祥说，龙青村还加大古树、古桥、
古井、河道等的保护力度，禁止砍伐、破
坏、污染等，把乡愁留住，让环境变靓。

龙青村布依族文化根植于日常生
活、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世代
相传，丰富而多样。如：布依族传统服
饰，沿袭古越人服饰的特征，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古歌，可分为万
物起源歌、礼仪风俗歌、交友恋情歌三大
类，至今仍在口耳相传；用于丧事活动和
消灾祈福的经文典籍“摩经”，堪称布依

族群体的“百科全书”，入选省级文化遗
产名录。

布依族的“六月六”节日庆祝活动非
常隆重，这天，龙青村不论布依族还是汉
族、苗族村民，都会穿上盛装，参与到节
日盛会中来，载歌载舞，欢度佳节。村民
们也过元宵节、四月八、端午、七月半、中
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但过节的活动
与形式,具有布依族民族特色。

龙青村传统饮食也十分丰富，有农
家自酿的米酒、土特产绿茶，也有“布依
八大碗”“鸡八块”、五色糯米饭、布依香
粽等，逢年过节或招待宾客，尤为丰盛。

在保护传统建筑、传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龙青村加快经济发展。

近几年来，该村着力打造500亩以
上农业产业示范性坝区，种植优质水稻、
玉米、高粱、大豆，发展辣椒、折耳根、莲
藕等特色产业和杨梅、李子、西瓜、葡萄
等精品水果产业，促进村民增收，壮大集
体经济。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20
年的8700元增长到13260元。

该村还根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推进新农村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强化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白改黑”，
建设“三微园”、旅游公厕，全覆盖安装路
灯，打造民族文化彩绘墙；整治河道并靓
化1.8公里龙青河段湿地景观，修建休闲
漫道，沿河堤种植风景树，增修凉亭、观
景长廊等休闲建筑，建成河堤小游园。
如今，杨柳依依、水光潋滟，景色宜人。

为夯实乡村旅游基础，还与邻村合
力种植樱花树，培育了5300余亩樱花
园，每到花期，赏樱游客络绎不绝。“种
出”的千亩生态田园和300亩荷花园，当
前正是禾香扑鼻、荷花摇曳的季节，让龙
青河两岸田园风光独好。

产业多了、环境靓了、景色美了、乡
风文明了，乡村发展绘出了新景。近年
来，该村还先后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贵州省文明村寨、贵州省民族团结
示范村、贵州美丽乡村推荐旅游目的地、
3A级旅游景区、安顺市宜居乡村先进
村、安顺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加强传统建筑
保护利用、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配套基础
设施，并在乡村民宿建设上下功夫，用足
用好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美食等资源，吸
引更多游客到村里来休闲避暑，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韩会
祥说。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主任会议召开
（上接1版）
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

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开展中共中央
政治局集体学习，从健全组织体系、教育
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等五
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
出部署，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不断开
创人大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推动人大机
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牢牢把
握“四个机关”职能定位，持续深化作风革
命，推动人大作风更加扎实、人大工作更
加务实，以良好的能力、过硬的本领助推
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
好政策成就好产业，好产业造福一方百

姓。普定县马场镇大坟坝村村民张青贵在“28
安心养”模式推出后，抢抓机遇，在贵州众鑫犊
盛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4头优质牛
源，成为村里第一个肉牛养殖户。“以前想养牛，
但因为没资金、没牛源、没销路，一直不敢养。”
张贵青说，得益于“28安心养”的政策，他只出
资7000多元，就能把总价37128元的4头牛带
回家，饲养 3个月后，每头牛还要奖补 5000
元。“现在我们只管把牛养好就行，根本不用担
心销路！”

王德武是镇宁自治县丁旗街道桃源村的养
牛大户，从事肉牛养殖多年，目前已养殖肉牛
50余头。随着养殖场规模的扩大，购牛资金不
足、肉牛销售困难等问题成为制约王德武发展
肉牛产业的阻碍。“28安心养”模式推出后，王
德武向牛源公司签约购买了88头肉牛。“现在
不仅有了资金和牛源，还实行订单养殖、保价收
购，养得越好赚得就越多。”如今的王德武对养
牛前景充满希望。

改革风劲好扬帆。全市通过大力宣传与
推广“28安心养”联农带农模式及相关扶持
政策，充分调动群众养牛积极性，利用农村闲
置大棚、老圈舍、老房屋等改造成牛舍养牛，
动员、支持想养牛、会养牛、有条件养牛的农
户发展家庭牧场、养殖小区，加快形成集聚效
应。安顺肉牛产业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扩群
增量，正风劲帆满，向着高质量发展不断砥砺
前进。

（上接1版）要强化要素支撑，及时协调
解决污水处理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保障设施设备正常运行。要加强水质
监测，及时发现水质问题，采取处置措
施，做到污水处理达标排放。要坚持
举一反三，健全工作机制，推动问题标

本兼治、系统施治。要压实各级河长
责任，强化河道及沿岸环境卫生日常
管护，不断提升河流生态环境治理和
保护水平。

市委有关副秘书长、市有关部门
（单位）和西秀区负责同志参加。

更多精彩请扫码

省民宗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美家园”
慰问演出走进紫云

“留住乡愁·传统村落安顺行”系列报道之十——

西秀区黄腊乡龙青村：传布依文化根脉 绘美丽乡村新景
□本报记者 吴学思 郭黎潇 李超然

平坝区：建设“四好农村路”织就乡村“幸福网”
□本报记者 桂传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