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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由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送戏下乡活动走进该县白石岩乡。活动中，演出团队精心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传统戏曲、歌舞表演、诗歌朗诵等，精彩表演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记者 姚福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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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秋，走进位于镇宁自治县环翠街
道的龙滩村，青山环抱，白云悠悠，座座
民居鳞次栉比，条条村道干净整洁。在
好气候、好环境、好资源的加持下，该村
农户发展起了民宿产业，并在今年7月
迎来了第一批避暑游客。

“这里的自然环境好、乡村风光美，加
上凉爽的气候，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
方。”来自江西的游客李德永经朋友介绍，
今年来到龙滩村避暑，一住就是1个月。

龙滩村距离镇宁县城约5公里，植
被丰富、空气优良、气候宜人、民风淳
朴。近年来随着交通越发便捷，外出务
工、经商的村民越来越多，闲置的民居也

渐渐多了起来，加上该村距离黄果树大
瀑布、龙宫等景区较近，发展民宿产业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此，龙滩村村委积极鼓励村民将
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以避暑旅居为发
展方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让更多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走上“致
富路”。

“龙滩村依托交通区位、生态环境等
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民宿+旅居’发展新
模式，并把诚信待客、文明待客纳入村规民
约，全面推动全村民宿产业从无到有，提档
升级。”龙滩村党支部书记陈世泽说，目前，
龙滩村已规范建设民宿10家，正在改造的

普通民宿有40家，预计至2025年，能够满
足300余名游客到村避暑旅居。

近年来，龙滩村以党建为引领，加大
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先后
荣获“安顺市‘美丽家园·美丽庭院’示范
村”“安顺市创建宜居乡村先进村”“贵州
省景观优美森林村寨”“贵州省森林村
寨”等荣誉。

陈世泽表示，龙滩村将持续推进“民

宿+旅居”发展模式，依托区位优势明显、
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不
断推动民宿向高端化、特色化、精品化迈
进，并着手组建村级山歌队、舞蹈队等表
演团队为游客带来文化展演，让更多的
旅居游客走进龙滩、留在龙滩、爱上龙
滩。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推动乡村旅游，让村子火起来，让村民富
起来。

环翠街道龙滩村：

“民宿+旅居”开启乡村旅游新模式
□本报记者 高智

本报讯（记者 刘凤） 连日来，市
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2024年“全国药
品安全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开展科普宣传。9月4日，该局在
安顺市人民医院门诊广场组织开展“两
品一械”科普知识和防范药物滥用等内
容的科普宣传活动，该院药剂科、设备
科、皮肤科等相关人员参与宣传活动，
为现场群众讲解药品安全等知识并发
放宣传手册及折页。据统计，现场共发
放相关宣传资料1500余册。

开展公益培训。9月5日，该局组
织县（区）市场监管局、疾控中心及疫苗
接种单位集中参加疫苗监管能力建设
与前沿研究技术公益培训。

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进校园活
动。9月6日，该局联合普定县市场监

管局到普定县第四小学开展以“安全用
药，预防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科普宣讲，
为同学们讲解安全用药、禁毒等相关知
识，并发放防范药物滥用知识手册，有
效提高了学生的防毒拒毒意识。

开展药品安全知识进企业活动。9
月6日，该局联合普定县市场监管局到
贵州安顺西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对药
物警戒相关人员进行药物警戒相关法
规的培训，并对企业药物警戒工作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帮助企业开展
落实药物警戒相关工作。

本次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宣传活
动，宣传范围广，覆盖普通群众、医护
人员、学生及药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
宣传内容丰富，有效共促共建药品安
全防线。

本报讯（王进） 针对通信线路“寄
挂”电线杆带来的潜在安全隐患问题，
近期，南方电网普定供电局携手属地

“四大通信”运营商，建立“1+4”行业联
动工作机制，共同整治安全隐患，遏制
安全事故事件的发生。

该局与中国联通普定县分公司联
动，落实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工作安排，商定隐患排查治理

和隐患预防工作举措，强化通信作业人
员电力安全知识培训，进一步提升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从源头上
遏制新增安全隐患。

“1+4”行业联动隐患治理工作机制，
明确了各单位网格联系人和工作职责，通
过“共建、共商、共管”，对“寄挂”线路导致
的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排查整治，提升“涉
电”公共安全隐患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绿意满山岗，红椒缀其间。连日
来，西秀区鸡场乡各处，火红的辣椒迎
来了最后的采摘高峰期，众多头戴遮阳
帽、身背竹篓的村民穿梭在辣椒种植基
地采摘鲜红的辣椒，田间地头弥漫着丰
收的喜悦，在广袤田间奏响了一支乡村
振兴“椒”响曲。

近年来，西秀区鸡场乡把辣椒产业
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采取

“企业+合作社+农户”订单种植模式，
形成集育苗、种植、技术指导、收购、销
售为一体的辣椒产业链，帮助当地群众
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在鸡场乡新合村的辣椒种植基地
里，种植大户付习贵正忙着指导村民采
摘辣椒。他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64
亩辣椒，品种为满天星52和雷神，市场
价格为2至3元每斤，主要销往遵义、重
庆、云南市场。除自己种植辣椒以外，付
习贵2018年成立了安顺市西秀区鸡场
乡新合瑞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利用政
府建成的育苗大棚基地统一育苗、供苗，
与农户开展订单合作，为农户提供辣椒
苗和技术指导，并负责保底收购，示范带
动当地及周边农户种植辣椒。

“今年合作社一共带动了200多户
农户共种植辣椒1000多亩，目前收购
了100万斤左右，全部为订单式收购。”
付习贵说，每年只要辣椒达到标准，都
会跟村民全部收购，村民只管种下去好
好管护，没有销售的后顾之忧。

辣椒采收繁忙有序，烘干工序热火

朝天。位于鸡场乡的安顺市秀丽山红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红彤彤的辣椒如
同一座“小山”，烘干生产线正在加工收
购来的辣椒，在烘干机器的马力全开
下，鲜椒迎来了风味和形态的转变，整
个车间椒香四溢。

据安顺市秀丽山红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兰介绍，该公司于2021年被
引进鸡场乡，是一家集辣椒示范种植、农

资统一投放、辣椒订单收购、技术指导服
务的辣椒企业，为鸡场乡及周边辣椒种
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今年公司在紫
云、镇宁以及西秀区鸡场乡、双堡镇等地
发放了8000余亩辣椒苗，辣椒收购价格
在3至4元每斤，整个采摘季预计可以收
1800吨朝天椒。”张兰说。

今年，鸡场乡辣椒面积约3500亩，
分布于新合村、联兴村等地，共有4家

合作社和1家公司一同发展辣椒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按照每亩2000斤
的产量，今年全乡辣椒产量约700万
斤，预计产值2000多万元。”鸡场乡农
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烁说，
辣椒已经成为鸡场乡的支柱产业之一，
下一步，鸡场乡将加大对辣椒育苗、移
栽及管护的技术支持，通过企业、合作
社不断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 李磊） 近日，西秀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兵校长”到西秀区
民族中学开展以“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
的新生国防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兵校长”以“特色武器在我国军事
发展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为主
题，通过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图片、
模型，完整呈现了我国特色武器从早期
56式冲锋枪到如今东风41等国之重器
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现了我国国防建设
由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由站起来迈向
强起来的壮丽篇章。同学们全神贯注

地聆听，积极互动，踊跃提问。
“听了‘兵校长’的国防教育课，认识

和了解到了我们国家国防事业发展的成
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油然
而生。”七年级（7）班帅国梁同学说。

据悉，目前西秀区共聘任19名优秀
现役、退役军人在城区23所中小学担任

“兵校长”，并定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教育宣传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全
区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
意识，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和爱
国情怀。

西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兵校长”助力开学季国防知识教育

本报讯（本报记者） 9月11日，西
秀区倾力打造的《读书郎》课本剧走上

“虹湖音乐季”舞台。
据了解，《读书郎》这首全国人民

从小唱到大的儿歌是由著名音乐家宋
杨根据安顺西秀区汪家山的苗族芦笙
音调与歌词改编创作而成。朗朗上口

的旋律以及脍炙人口的歌词生动展现
了孩子快快乐乐上学的情景，充满着
活泼与朝气。这首百唱不厌的经典儿
歌不仅唱遍了全国，也唱到了海外，陪
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人“读书立志、读书爱国”的美
好情怀。

《读书郎》课本剧走上“虹湖音乐季”舞台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是不可缺少的美
食和送礼佳品。连日来，位于普定县水井
村的黔农本味食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积
极生产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原藕粉蜂蜜月
饼，以满足市场需求。

走进该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小小的
面团经过包馅、挤压、上麻、烤制、包装等
多道工序后，一个个香喷喷的月饼就新鲜
出炉。

“公司生产的月饼里添加了水井村生
产的纯天然高原藕粉，主打就是新鲜健
康，而且月饼是纯手工制作，月饼口味主
要有原味火腿、鲜花火腿、荞麦火腿、洗
沙、荞麦洗沙。”该公司总经理杨从海说。

“为了保证月饼的品质和口感，公司
聘请了国内百年老企业具有20年烘焙工
作经验的师傅作为生产总监，全程参与到

月饼生产加工全过程。”该公司生产总监
张轩告诉记者，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员工培
训、原料采购筛选，保障食品安全。

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也让工人们开
心不已。当下为月饼生产季，该公司为附
近村民们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村民们
实现家门口上班。“这个厂开在家门口很
好，让我们大家既有班上，还可以照顾家
里，工资待遇也不错。”水井村村民李幺妹
高兴地说。

“公司从8月初就开始调试设备和实
验配方，8月中旬开始生产。每天有32人
上班，一天大约能产25000枚月饼。”杨从
海表示，为了让广大市民品尝到独具特色
的高原藕粉蜂蜜月饼，公司通过“线上+线
下”渠道、航空工业帮扶以及经销商合作
等多种方式进行销售。

黔农本味食品有限公司：

本土特色月饼生产忙
□本报记者 刘凤 文/图

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2024年
“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南方电网普定供电局：

“1+4”行业联动整治“寄挂”线路安全隐患

西秀区鸡场乡：

奏响乡村振兴“椒”响曲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村民采摘辣椒村民采摘辣椒

近年来，农行关岭支行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精准度，增强牛养殖产业金融服
务力度，为“关岭牛”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金融动能。

为了解“关岭牛”养殖大户和普通
养殖农户在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
题，农行关岭支行积极与政府部门协作
沟通，通过走访调查，充分调研分析，专
门针对县域内涉及“关岭牛”饲养、生

产、加工等经营过程中采购物资、支付
生产经营费用等合理资金需求，推出了

“关岭牛”惠农贷信贷产品，通过精准金
融服务助推“关岭牛”产业发展。

“多亏了农行的贷款资金支持，我
们的养殖合作社才能办得这么好。”关
岭自治县花江镇中寨村悦民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郭富明感激地说。

早年间的郭富明也从事过“关岭

牛”养殖，但由于养殖规模小、效益低，
郭富明便选择了外出务工。偶然间郭
富明了解到政府对“关岭牛”养殖的扶
持政策，于是，本就有养殖经验的他选
择回到家乡，并与朋友成立了合作社，
再次从事起养殖业。

瞄准“关岭牛”发展的契机，并在充
分了解农行信贷产品的优势后，郭富明
通过农行关岭支行工作人员的帮助，申

请了贷款资金，扩大了养殖场规模。
“农行的贷款办理简单、放款快、利

率低，我们的负担小了，发展产业的信
心更足了。”郭富明说。

据悉，今年以来，农行关岭支行不断
加大“关岭牛”办贷力度，通过“关岭牛”
专属贷款、富民贷等持续提升融资获得
感，截至8月末，该行肉牛贷款户增加了
100户，贷款新增投放1900余万元。

农行关岭支行：

金融活水为“关岭牛”产业注入新动能
□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