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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五彩的灯光顺着古朴的
屋檐，洒在发亮的青石板路上，潺潺流
水一路欢歌穿过街巷。夜晚的安顺古
城历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火焰蓝”和“消防橙”穿梭在人群中，显
得格外亮眼。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始建于明
代时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是
能够真实反映安顺历史风貌和格局特
色的集中连片地段，具有较高的历史文
化价值。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多达151
处，占全市历史建筑的近九成，其中包
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和市级及
以下文物保护单位8处。街区内房屋建
筑以木质结构为主，耐火等级低，建筑
密度大，防火压力大。

“这里的房子都是木头的，而且距
离很近。随着来安顺避暑旅游的游客
越来越多，真要起了火那就麻烦了！”王
先生一家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经
营小吃店，受旅游热潮影响，店里的生
意日益红火，可随着人流量的剧增，消
防安全隐患也渐渐凸显。

为织密消防安全网，守护一方平安，
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内，一支全新
的消防力量——古城消防站，应运而生。

“古城消防站于今年年初成立，依
托古建筑进行了装修改造，焕然一新。
新的消防站配备了先进的消防设备和
装备，包括电动四轮消防车、电动摩托
车、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等，为灭火
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古城消防
站站长周光荣介绍，消防站现有队员8
名，由西秀区消防救援大队统一调派管

理。队员们不仅具备丰富的消防知识
和实战经验，更对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
区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投入到工作中。

古城消防站承担着安顺古城历史文
化街区内及站周边范围内的古建筑、老
旧小区、学校等初期火灾扑救工作。一
旦发生火灾，消防站能够迅速出动，准确
到达现场，实现火灾的“打小、灭早”目
标。同时，古城消防站每日会对安顺古
城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消防检查、设置执
勤点位、夜间防火巡查，消除火灾隐患。

市民郭丽说：“我们经常到这游玩
和吃小吃，每次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感觉很心安。”

周光荣告诉记者，对于安顺古城历
史文化街区，古城消防站还立足消防安
全持续创新思路、探索方法，结合古城特
色，通过制作古风宣传展板、悬挂古风宣
传标语、播放古风消防宣传视频等形式，
将消防知识与古城文化相结合，让游客
和居民在欣赏古城美景的同时，也能身
临其境了解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此外，为预防火灾事故发生，西秀
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安顺市联通公司、
古城物业管理公司，用智慧消防让防火
工作向前一步走。目前，为28家木质结
构商铺安装了“智慧消防”及简易喷淋
设施，共计安装50余处智慧感烟报警探
测器、28个远程断电空开、80余个简易
喷淋头，进一步提高了木结构商铺抵御
初起火灾的能力。

深夜的安顺古城，“火焰蓝”和“消
防橙”的身影还在巡逻……

安顺古城：

织密消防安全网
□本报记者 胡典 罗野

“这里山好水好风景好，既有花
海，又有大桥，特别适合前来体验乡村
休闲旅游。”游客郑顺琴刚到关岭自治
县普利乡马马崖村，便被一幅幅如画
美景所吸引。

今年以来，普利乡以辖区“中国传
统村落”马马崖村厚重的文化内涵、丰
富的民族特色、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载
体，依托与正在建设中的“世界第一高
桥”花江峡谷大桥毗邻的地理优势，抢
抓“桥旅融合”新机遇，加大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着力打造集观光

打卡、民族风情、农事体验等元素为一
体的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

“马马崖村地处在建的‘世界第
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下方，可以
直接远眺大桥，加上国家级传统古村
落的资源禀赋，具备‘桥旅融合’得天
独厚的优势。”普利乡副乡长周鹏说，
为进一步推进“桥旅融合”进程，普利
乡在马马崖村种植了大量三角梅、木
瓜树、枫香树和鹅掌楸等树种和太阳
花、薰衣草、万寿菊等花种，形成树绕
村庄、鲜花成海的美景，为村子增绿

又增“颜”。
马马崖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制定“村级组织、乡村治理、产业发
展、补强基础”的发展规划，有效整合
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乡村振兴示范
点创建资金等各项资金近200万元，用
于修建沟渠、改造景观、美化庭院等基
础设施提档升级，持续优化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村容村貌，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乡村发展新局面。

“以‘桥旅融合’为导向，持续推
进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差异化、多元化

和可持续发展是马马崖村结合自身
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周鹏表示，下一步，普
利乡将以“游古村、观大桥、赏花海”
为乡村旅游新亮点，不断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入驻，在马马
崖村开发建设星空露营基地、悬崖酒
店、民族大舞台、飞行起降平台、热气
球、漫游基地等旅游项目，实现以

“桥”为媒、以文促旅、以旅惠民的发
展目标，让当地群众真真切切端上

“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初秋的阿宝塘青山环绕、碧波荡
漾，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放眼望去，一幅
水清岸绿的生态画卷跃入眼帘。

坐落于普定县白岩镇中心社区讲
义寨阿宝塘边上的阿妹山庄，紧抓
21℃的城市避暑游优势，发展旅居产
业，每年夏季，客房供不应求，吸引了省
外大批游客前来旅居避暑。

“今年我们一共有10人来到这里
避暑，这里的天气挺好，住宿条件不错，
价格合适，老板热情好客，这个夏天在
这里过得很舒服。”来自湖南邵阳的游
客说。

阿妹山庄于2005年营运以来，一
直致力于餐饮行业，直到2016年，嗅到
安顺避暑游市场商机，开始利用多余的
房间打造吃、住一体化的农家民宿。

“每年夏天开始至中秋，我们的客
房基本都是满的，游客大多以家庭和自
行组团为主，好些是通过以往的客人介
绍而来。”阿妹山庄负责人赵俊告诉记
者，很多客人来没有房源，我们就会推
荐到村里的其他民宿，跟农户形成联
动，为客人提供吃住“一站式”服务。

随着游客量的增加，民宿在讲义寨
逐渐兴起，各个民宿之间也形成了资源
共享与优势互补，让游客享受到优质的

服务和舒适的体验。
“栖居庭院”民宿小院里，老板黄

仕友摆弄着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整
个小院一派生机盎然，也显得格外清
新别致。

据黄仕友介绍，自己以前的职业是
园艺师，一次在云南丽江旅游时发现当
地民宿非常火热，住起来也特别舒适，

当时就萌生了回乡建设民宿的想法，去
年就用自住房屋的第一层和第三层装
修成了民宿，并将花草种进小院，自己
的想法也变成了现实。

69岁的湖北游客周国银，去年来
到“栖居庭院”避暑后，优美的自然环
境、凉爽的气候条件以及热情好客的老
板为他们一家提供了舒适的旅居体验，

今年又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这里旅居
避暑。“住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很温馨，也很舒心。”周国银说。

白岩镇中心社区民宿的兴起，盘活
了农户闲置资源，激活农村经济的新模
式，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
化，让农家小院变成增收园，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李磊）近年来，西秀
区蔡官镇把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改
善水环境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采取
有力措施，加强河流、水库、古井等水源
地巡查监管工作，切实守护好一方清泉。

“以前小河边上有很多垃圾，河岸
上也杂草丛生。”家住果者河旁边的村
民李秀琼，目睹了家乡小河的变化，感
触颇深。

今年，蔡官镇共投入资金 2 万余
元，对各条河道岸线进行清障除杂、河
道疏挖、河道漂浮物清理、阻水设施清
除。目前共整治河道、沟渠 10.79 公
里，各级人员共巡河 70
余次，整治岸线长度16.5
公里、清除弃土弃渣580
余立方米、清理河道塑料
垃圾 15 立方米，有效保

障了全镇各河道的整洁通畅、水体的
干净卫生。

同时，该镇还采取全面动员，广泛
宣传、全员上阵，全域包保、以点带面，
逐河整治等一系列措施，各村两委、一
村七岗人员、志愿者定期巡河，对河道
生活垃圾及漂浮物开展地毯式清理，确
保了水域的干净整洁。

蔡官镇水务站负责人彭雪松表示，
下一步，蔡官镇将做深做细流域共治工
作，持续加强水域“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等问题查处力度，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西秀区蔡官镇：

生态水系综合整治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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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唐琪） 8月27日，安
顺经开区娄湖学校揭牌成立。

安顺经开区娄湖学校位于西航办
事处，属安顺经开区新增九年一贯制
公办学校。据悉，该校占地超 36000
平方米，规划班级42个，涵盖小学24
个班与初中18个班，预计能为安顺两
城区提供义务教育学位 2100个。揭
牌成立后，该校将于9月1日开学，除
原有小学部外，初中部将迎来首批七
年级新生。

安顺经开区作为我市主城区之一，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坚持高标准管
理、高品质设施、高素质师资、高质量育
人。近年来，该区积极推动基础教育全
面发展，持续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
学、校长职级制、小初高衔接等多项改
革工作。安顺经开区娄湖学校的成立，
为区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注入活力，
进一步承载主城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
统筹推进安顺经开区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助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安顺经开区
新增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白岩镇中心社区：

让“闲”资源变“活”资产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普利乡马马崖村：

“桥旅融合”助乡村发展
□本报记者 高智 唐琪

本报讯（记者 罗野） 8月28日晚，
由市文化馆、市网联会、市新联会主办
的2024年“避暑安顺城 虹湖音乐季”
系列活动在虹山湖公园举办。

此次活动以“乐动心弦 奇妙尤
你”为主题，表演者大多数为小朋友及
学生。现场钢琴演奏、朗诵、歌曲等演
出轮番上演，舞台上，灯光闪烁，表演者
们认真专注，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童

趣而又不失艺术品味的演出。
“演出很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从湖南来避暑的游客陈林说。
“在虹山湖举办这样的活动真是太

好了，这里空气好，环境好，露天大舞台
很亲民。”市民李杰说。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丰富百姓精神
文化生活，真正做到把舞台让给群众、
把话筒交给群众。

虹湖音乐季 市民大舞台

初秋时节，丰收的旋律响起。在安
顺经开区的乡间，迎来了葡萄的丰收季，
采摘游成为游客们时下的热门之选。

走进幺铺镇安湖村精品葡萄采摘
园，空气中弥漫着果实成熟的香气。阳
光玫瑰、葡之梦、浪漫红颜……各种葡萄
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透着诱人的光泽。

游客们穿梭在藤蔓之间，手提挎篮，
细心挑选心仪的葡萄，享受着采摘的乐
趣。游客莫英来自重庆，近几年，每到夏
季都会到安顺旅居几个月，寻找安顺好
吃、好玩的地方，成为她在安顺旅居生活
的一部分。“葡萄很好吃！口感甘醇，甜
中带着果味，去年吃过后就念念不忘，今
年又来亲自采摘，买回民宿请前来避暑
的朋友们一起尝尝！”莫英说。

2020年以来，安湖村因地制宜，依
托幺铺镇十里荷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美
好生活集成示范带，流转土地30余亩，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式建设标准化连
体大棚，大力发展精品葡萄种植，通过不
断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旅融合，促进产
业增效、村民增收。

“葡萄园坚持品质至上，引进优良品
种，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保持葡萄品
质。同时，以优选的方式控制产量，每亩
产果不高于3000斤，果子的口感受到了
市场认可。”安顺经开区安达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人、安湖村精品葡萄采摘
园负责人安化文告诉记者，“我们发展农
旅融合，将葡萄园打造成一个集采摘、观
光、旅游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葡萄销

售以游客自行采摘为主，还为20多名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目前，安湖村种植的葡萄有阳光玫
瑰、葡之梦、浪漫红颜、维多利亚等多个
品种，葡萄供不应求。其中一级果每斤
售价为30元，普通果每斤售价为10至
20元不等，甜蜜事业带动了一方经济发
展。安化文表示：“下一步，葡萄园将深
耕品质提升，并积极探索更加多元化的
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拓展线上、线下市

场，力争将更多优质的葡萄销往全国各
地，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走进宋旗镇白果村，村民韩荣江的
葡萄采摘园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
满枝头，颗颗果实饱满，透着诱人的色
泽。夏黑、温克、阳光玫瑰等多个优质品
种竞相成熟，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前来采摘。

放眼望去，100余亩的葡萄园绿意
盎然，连片大棚整齐排列在乡间田野。
自2021年起，韩荣江在白果村种植葡萄
以来，通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进
一步拓宽了葡萄的销售渠道，吸引了更
多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生活。

游客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绿叶间，仔
细挑选，将一串串果肉饱满的葡萄轻轻
剪下。来自吉林松原的旅居游客王晶
说：“我到安顺旅居已经住了一个多月，
这里气候宜人，感觉很舒服。采摘葡萄
很有意思，还特别新鲜。”

游客的到来，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
增收渠道。安湖、白果两地村民的腰包
也鼓了起来。他们或成为葡萄园的管理
人员，或参与采摘、包装等工作，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

在安顺经开区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葡萄的香甜将继续弥漫。韩荣江表
示，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市
场、创新经营模式，将继续深化农文旅
融合，打造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
旅游项目，让更多人品尝到优质的葡
萄，与乡亲们携手将农文旅融合的画
卷越绘越美。

安顺经开区：

“葡”香满园 游人“萄”醉
□本报记者 唐琪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伟） 8 月 29日，
2024年安顺市高素质农机操作手第一
期开班典礼在安顺市农业科学院举行，
来自全市50名学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时间为8月29日至9月12
日，理论授课6天，实训9天，共计15天，
142个学时。培训内容分为综合素养、专
业技能、能力拓展三类，课程内容分为理
论培训和实操实训2个部分。培训旨在
让学员熟练掌握农业机械操作与使用

维护等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适应
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与作业服务管理
的专业农机手，为我市农业机械化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

据悉，学员在完成规定的培训课时
和内容后，由安顺市农业科学院联合第
三方（农用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协助
市县农机中心组织学员考试，考试合格
者，颁发拖拉机驾驶证、联合收获机驾
驶证（G2、S）双证。

2024年安顺市高素质农机操作手
培训班开班

旅居的游客旅居的游客

葡萄挂满枝头葡萄挂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