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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付宗强 李兴涛 谭镇林）
去年以来，南方电网安顺供电局在夏
云、城关、白岩等多个供电所推广了数

“智”工具包，极大减轻了基层员工的工
作负担，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分析和
处理，提升了台区线损管理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

在平坝供电局，这里举办了一场针
对各供电所台区线损工作人员及青年
员工的专项培训，深入讲解数字机器人
的应用与推广，旨在通过数字赋能供电
所，助力台区线损管理提效，促进核心
业务自主实施。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培训老师通过
生动案例分析和实操演示对来自不同
供电所的13位学员进行讲解，参训人员
深刻体会到数“智”工具包在处理大量
线损数据方面的优势。夏云供电所所
长杜悦民表示：“培训中，利用数字化工
具对线损数据进行了即时分析，当场锁
定了3户存在户变关系异常用户，这种
即时反馈和精准分析让我深感数字工
具的强大与高效。”

据了解，该局通过打造数字供电
所，提高了数据采集分析的智能化水
平，有效提升供电管理质效。

南方电网安顺供电局：

打造数字供电所 提升供电管理质效

近日，在西秀区黄腊乡嘉惠村的乡
间小道两旁，整齐划一分布着一排排竹
荪种植大棚，几名工人打着照明电筒穿
梭其中，采收竹荪。另一边，竹荪分拣、
剥壳、烘干工序有条不紊。

种植大户胡德印告诉记者：“红
托竹荪种一次可以采收两年，这一季
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今天请了好几个
工人帮忙把剩余的竹荪收完，再进行
整理和施肥，下一季的竹荪才能长得
更好。”

胡德印来到黄腊乡种植红托竹荪
已经5年，今年她来到嘉惠村种植了
80多亩红托竹荪，共有101个大棚，采
摘烘干后由收购商统一收购销往华南、
北方市场，或出口日本、泰国等国家。

“今年新鲜竹荪100元一斤，烘干的能
达到每斤350元，目前为止干竹荪产量
有1000多斤。”胡德印说。

黄腊乡农服中心工作人员李政忠
介绍，嘉惠村海拔在1300米以下，地势
平坦，湿度温度适中，十分适宜红托竹

荪的生长。依托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嘉
惠村种出的红托竹荪口感好、品质佳，
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按照一年采收三季竹荪来算，
每亩地的产值大概为24000元，一年
产值180多万元。”胡德印说，竹荪产
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村民实现了就
近务工。

村民王建妹正在大棚中施放白糖，
她告诉记者，平日里她在家务农，每到
大棚里种植、管护、采摘、烘干竹荪的时

候她就会前来帮忙干活。“每小时12元
的工钱，当天结算，不辛苦。”王建妹笑
着说。

“采收竹荪最忙的时候，大棚里
一天有五六十个工人，一年下来要发
放五六十万元的务工工资。”胡德印
说，下一步，她打算在嘉惠村村委会
的支持和黄腊乡农服中心的技术帮
扶下，进一步提升竹荪种植及管护水
平，蹚出致富路，带动更多乡亲就业
增收。

时下正值黄瓜成熟上市的季节，近
日，记者来到平坝区鼓楼街道天马村，
该村黄瓜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一大片
翠绿的黄瓜地，生机勃勃，一派喜人的
丰收景象。

基地里，村民正在进行采摘、分拣、
装筐等工作，忙碌而有序。

“种植基地总共有300亩，这段时
间黄瓜和辣椒都已经丰收上市，昨天采
摘辣椒，今天采摘黄瓜。”该种植基地负

责人张细娥说，基地已经连续4天每天
都要采摘15吨左右的黄瓜。

据了解，该基地共种了60多亩黄
瓜，80多亩辣椒，此外还有100多亩刚
种下不久的白菜。“黄瓜刚上市的时候
能卖到2元一斤，但是随着市场上黄瓜
大批量上市，价格变动也比较大，采购
商直接到基地收购，目前是按照0.9元
一斤批发给采购商。”张细娥介绍，基地
的黄瓜管护得好，亩产达到12000斤以

上，按照现在的价格出售，除去成本，每
亩地有5000多元的利润。

黄瓜种植获得不错的效益，也给周
边村民带来了更多增收致富的渠道。

“我在这边务工5年多的时间，只
要有活做就会过来做。”正在分拣黄瓜
的村民苏荣英介绍，她已经上了年纪，
外出务工不方便，这几年在基地务工，
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

除了天马村村民，还有其他村寨的

村民到基地务工。来自十字乡的村民
杨德敏说：“家里面的农活做完了，听说
天马村这边需要帮忙采摘黄瓜，就和几
个同村的一起过来务工，100元一天，
比闲在家里好。”

“目前基地每天有60多位村民务
工，天马村有30多名，还有来自十字
乡、乐平镇的村民。”张细娥介绍，基地
一整年都需要工人，每年务工人次超过
10000人次，发放务工费1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近年来，紫
云自治县坚持“人人有活干、户户有增
收”的目标，多举措推进技能培训，加强
就业指导，增强就业本领。

突出“针对性”，聚焦人才队伍建
设。将技能培训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放
在群众的就业素质培养和就业技能提
升上，建设市场急需的紧俏型技能人才
队伍，擦亮“贵州技工”品牌底色。大力
开展叉车、电工、焊工等紧缺工种的培
训，不断增强劳动力的内生动力和市场
竞争力，推动劳动力由“普工”向“技工”
转变、由农民向工人转变、由低收入人
群向高收入技能群体转变。今年已累
计组织各类培训2.04万人（次）。

突出“实用性”，聚焦培训就业衔
接。将脱贫户、易地搬迁户、返乡农民
工等群体纳为重点人群，坚持从市场需
求和群众意愿出发，把培训工作与考取
职业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双证”结
合起来，实现“无缝衔接”，以技能人才
评价引领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落实技
能提升专项行动计划，积极与贵州贵阳
市商贸学校、贵州紫云民欣学校等12家
培训机构达成培训协议，以乡镇（街道）
为推进单位，形成宣传、报名、组织、培
训、颁证及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今

年全县累计开展电工、焊工、挖掘机驾
驶等“双证”培训2124人，其中取证人
数1493人，就业率达95%以上。

突出“有效性”，聚焦议价能力提
升。依托省内技工院校、东西部劳务协
作体系等渠道资源，建立与上海龙工集
团、中集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长期劳务协
作关系，采取先集中培训、后输出就业
的方式开展“订单式”培训，做到培训与
劳动力、市场、企业、就业紧密结合，多
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开展培训。每期
学员结业前，及时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
动，确保为每个学员提供3个以上优质
高薪岗位选择。截至目前，全县推荐电
工、焊工就业1000余人，初聘人均月收
入7000元以上，熟练后月收入1万元
以上。

突出“灵活多样性”，聚焦就近就地
就业。结合县内“三种三养”特色农业
产业链发展、就业帮扶车间、重大项目
建设工地等县内农业产业项目及企业，
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脱贫户、
易地搬迁户等群体大力开展种养殖、农
特产品、手工艺品加工等“短平快”培训
1.1万人（次），为县内企业、合作社、帮扶
车间及时输送急需人才，灵活引导了部
分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紫云：

推进技能培训 增强就业本领

7 月 24 日，安顺经开区妇联、春
雷社区服务中心妇联联合开展“爱心
妈妈”关爱伴读活动暨暑期儿童安全
宣传活动，通过儿童爱眼筛查、暑期
安全宣传、读书会等活动，提升家长
参与孩子成长教育的积极性，丰富孩
子的暑假生活。 □记者 卢维 摄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近日，由平
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主题为

“相约盛夏·屯乡平坝”的“平坝区2024
年群众文艺展示季系列活动”在天龙屯
堡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通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
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发掘文艺人才。

活动现场，伴随着京剧锣鼓声起，
在华韵京剧团京剧联唱中此次文艺展
示季系列活动正式开启。舞台上，演员
们精神饱满、扮相靓丽、唱功深厚，将戏

曲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舞台
下，一些戏曲爱好者跟着锣鼓节拍哼唱
起来，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掌声、喝彩
声连成一片，大家拿起手机记录下活动
的精彩瞬间，与亲朋分享。

据悉，此次展示季系列活动共有戏

曲展演（7月20日）、声乐、器乐展演（7
月27日）、广场舞展演（8月3日）、第三
届文化少儿艺术展演（8月10日）以及
屯堡文化宣传月活动等文化展演内容，
还组织各乡镇（街道）将文创、旅游商
品、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进行展示。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安顺经开区
幺铺镇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
舒适的旅居环境，吸引全国各地“候鸟
式”避暑游客的到来。

“民宿开业将近两个月，现在基本
上住满了。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有，四
川、湖南等省份的游客来得最多，绝大
多数都是来避暑的，住的时间比较长，
最短的一个星期，长的两三个月。我们
也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好的服务，让客人
住得舒适、吃得舒心、玩得开心。”幺铺
镇某民宿负责人张永碧说，住店的客人
都说贵州的天气好，很凉爽，特色美食
种类丰富，住了几天之后都不想离开，
都想在这里长住。

今年初，张永碧跟家人商量后，投
资300余万元，打造了以深度体验优质
旅居产品为主的高端民宿，并积极推广
民宿“管家式”“定制化”服务，让越来越
多的客人愿意“为一间房，赴一座城”。

“候鸟式”避暑旅居已成为近年来
流行的避暑方式之一。连日来，一批批
游客纷纷来到安顺经开区幺铺镇，租住
当地的民宿或酒店，享受清凉舒适的夏
日生活。

从重庆一路南下，56岁的旅居游
客刘芳来到幺铺镇，对这里的旅游体验
赞不绝口。“幺铺镇气候凉爽、景色宜
人，非常适合旅居。”刘芳说，她已连续
2年到幺铺镇避暑旅居，每次都要住1
个月以上。和往年不同，今年她还邀约
了5位朋友一起到幺铺镇避暑旅居。

来自广东的游客黄先生也很喜欢
安顺。“安顺对外地游客有很多优惠，在
几个主要的景点玩一玩后，看到幺铺镇
民宿很好，就先在这里休整14天再出
去玩，这个暑假就准备在这里度过。”黄
先生说。

随着“候鸟式”避暑旅居的兴起，越
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到安顺度过一个

清凉愉快的夏天。幺铺镇抢抓机遇，通
过引进社会资本、聘请民宿建设专业团
队等措施，规划建设了一批精品民宿，
壮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体，进一步

推进民宿产业品质化、集群化发展，推
动民宿产业链不断延伸，大力发展十里
荷廊、牛蹄关、你家院子等特色避暑民
宿，让避暑旅居为乡村发展赋能。

“这些图案多是牡丹、蝴蝶、喜鹊、
凤凰……历史悠久的屯堡服饰，凭借
一袭明朝蓝的凤阳汉装、一套梅花管
簪、一棵丝头系腰、一双尖头绣花鞋传
承了600多年。”在平坝区天龙镇兴旺
村，区级屯堡服饰传承人胡启珍正在
自己的工坊中向客人介绍新制作出来
的屯堡服饰，图案精美、色彩艳丽、风
格独特的屯堡服饰吸引了众多顾客的
目光。

“我是地地道道的屯堡人，从小就喜
欢屯堡服饰，一直跟着婆婆学习制作屯
堡服饰，就这样传承了这门手艺。”胡启

珍告诉记者，屯堡服饰以青、蓝色为主，
屯堡男人服饰大多是短襟和长衫大襟，
屯堡妇女则始终保持着长袍大袖尖头绣
花鞋的明代遗风，系“丝头腰带”，后吊长
长丝绦，还会在袖口、衣襟处镶嵌精美的
图案和美丽的花边，也叫“凤阳汉装”。

“这种衣服袖口仅到手肘处，妇女们
总会在袖口、领口和斜襟处用五色的彩
线绣上花纹滚边，使得服饰更好看。”胡
启珍说，学习制作屯堡服饰30多年了，
她不仅成功传承了这门技艺，还成立了
自己的工坊。

“现在我们也会根据一些时尚元素

来设计，增加一些图案、花纹，随着时代
的发展，色彩鲜艳的布料更能吸引年轻
客人。”胡启珍说，她的工坊制作的屯堡
服饰价格相对实惠，质量良好，深受广大
顾客的青睐。

对于屯堡人来说，屯堡服饰不仅仅
是一件衣服，还是一种文化内涵的体
现。600多年来，他们乡音未改，服饰未
变，屯堡服饰早已成为了屯堡人守望故
乡，传承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

“屯堡服饰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明代
江南服饰的缩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胡启珍笑着说，虽然是

600年前的式样，但时至今日，仍然别具
美感。

为了更好的传承屯堡服饰，胡启珍
还在她的工坊中积极开展相关课程，吸
纳有兴趣的村民来学习。

“屯堡服饰承载着屯堡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用一针一线描绘着屯堡
的历史、传说、故事和生活，目前我有
6 个徒弟跟着学习制作屯堡服饰，希
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胡启珍说，作
为屯堡服饰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将
屯堡服饰蕴含的文化传承下去，并发
扬光大。

屯堡服饰传承人胡启珍：用心制作 延续传承
□本报记者 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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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经开区幺铺镇：

“候鸟式”避暑旅居火出圈
□本报记者 罗野 文/图

连日来，关岭自治县上关镇卫生院开展2024年“中医药文化服务月”宣传义诊
活动，为前来参加义诊的群众把脉问诊、测量血压，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疑问，并
给予诊疗建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优质的中医特色诊疗服务。

□记者 高智 摄

平坝区举办2024年群众文艺展示季系列活动

鼓楼街道天马村：

黄 瓜 丰 产 助 农 增 收
□本报记者 李伟 实习记者 严财财

黄腊乡嘉惠村：

红托竹荪拓宽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超然

你家院子精品民宿你家院子精品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