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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总目标，踏上新征程。
市委五届八次全会胜利召开后，全会精神迅速传遍

了黔中大地，大家纷纷表示，市委五届八次全会聚焦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研究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指导
性和操作性的改革举措，一定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
面落实，勇改革、作示范，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安顺
篇章作出贡献。

“全会对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标
准市场体系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下步工作指明了方
向。”西秀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露颖说，将聚焦
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
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
策扶持力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
设，强化企业诚信经营意识，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同
时，将持续强化监管，守牢市场安全底线，注重“三品一
特”安全，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监管无死
角、责任无盲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平坝区主城区，同时也是全区新型城镇化主战
场，安平街道改革基础好、氛围浓。对此，平坝区委常
委、安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先锋表示，将围绕城市更新
和管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等城市
更新行动，提升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加强城市管理精
细化、智能化水平，强化街道内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升
网格化管理效能，提高城市管理服务质量，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新安平。

“要自觉担负起重大改革使命，大胆‘闯’、主动‘试’、
抓紧‘干’。”普定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云兵说，
将把公路建设作为推进实施“改善民生、跨越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坚持建设与养护并重、修路与兴业并举、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行的建设理念和“内畅外通、安普同城
一体”定位，科学规划、优化布局、攻坚克难，全力推进“交
通运输+产业发展+惠及民生+美丽新村+乡村旅游”联动
发展，高质量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服”协调发展，
不断提升公路建设和交通运输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

镇宁自治县宁西街道党建办工作人员齐维笑说，作
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将带头学懂弄通全会精神，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服务群众的过程
中，总结经验，不断强化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力，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旺盛的干劲、更加扎实的工作，推进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全会提出，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此，关
岭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杨艳表示，将依托国家、省、市科技特派
力量，推动基层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水平，加快推进水稻、玉米、大豆等重点项目和
优质品种的实施，持续加大引导和培训力度，提升新品种、新技术的知晓率，积极
推动示范成果，全面做好测产工作，切实提供成效对比，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服务
产业提质增效，让更多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紫云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投资促进局）主任（局长）赵明说，将持续在助企纾困及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以“五个通办”为抓手，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
服务的“企业之家”，聚焦“四贵四心”核心要义，践行“贵人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一对
一跟踪辅导，提供一站式、更高效贴心的服务，持续增强企业对紫云“贵人服务·紫为您
办”营商环境品牌的认同感，吸纳更多优质企业来紫云投资，安心发展、安心生产。

安顺经开区群团工作部副部长于颖表示，将持续做好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统战工作，切实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问题、难题，并发挥民主党派和民营
企业的优势，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动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优势
力量开展助力行动，精细挖掘乡村发展潜力，建设好乡村振兴集成示范带，助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近年来，黄果树旅游区白水镇借助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与凉爽气候，通过扮
靓乡村人居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等举措，积极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如何立
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黄果树旅游区白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筠表
示，将继续立足坝陵河大桥、峡谷风光、滴水滩瀑布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乡
村旅游，积极引进民宿项目的同时，鼓励当地群众利用自家房屋修建民宿，推动民
宿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带动当地枇杷等精品水果销售，形成集旅游、观光和特色水
果采摘于一体的旅游产业，进一步促进桥旅、体旅、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
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
断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人民生活水平连续迈上新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增加民生投入 夯实民生之基

聚焦产业发展前沿领域，面向数字
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建设等重点行业，推出医药卫生、
专精特新、先进制造、新能源等行业专场
招聘会；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展区
域性专场招聘会……

9月1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
动“职引未来—2024年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活动将持

续至11月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千家

万户。
75年来，从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着

力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到改革开放后实
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就业
总量大幅增加，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就
业优先战略贯穿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我国就业空间不断拓展，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
分的就业。 （下转2版）

9月18日，记者来到第十届安顺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主会场所在地黄果树游客服务中心，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数十名工人正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确保按时完成主会场搭建。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4.8亿元，规划总用地
面积1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库
和室外附属工程。项目规划总停车位1593个，
其中地面停车位272个，地下停车位1321个。

记者在主会场施工现场看到，主会场的基
础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展览区的建设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主题装饰工作也在加紧布置
中。此外，主会场舞台即将开始搭建，规划观
众席大约500个，届时将为参会嘉宾提供良好
的观展体验。

“接下来，我们将完成最后800平方米的场
地硬化和幕墙的收尾安装，在20号前将场地移
交给会场布置团队。现场的材料清理工作也
在加速进行，确保场地整洁和安全。”中交二航
局黄果树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现场生产主管周
谱章说。

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社会事业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樊曦 王优玲 魏弘毅

第十届安顺旅发大会主会场建设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罗含瑶 文/图

旅发大会主会场初见雏形旅发大会主会场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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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清晨，来到普定县猴场乡仙马
村，57岁的普定县苗族“阿江”传承人杨
太芬正吹奏着“阿江”，侧耳倾听，曲调神
奇美妙、荡气回肠，仿佛在述说着普屯坝
上苗族迁徙、繁衍生息的生动故事。

苗族“阿江”是苗族最古老的乐器，
伴随着铜器的产生而产生，发展于元
朝。“阿江”是苗语称呼，汉语称“口弦”或

“口弹琴”，是流传在贵州普定县补郎、猫
洞、猴场、坪上四个民族乡苗族人民特有
的乐器。2007年，苗族“阿江”被公布为
第二批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江’演奏技巧都是家族一辈一
辈传承下来的，母亲传给了我们兄妹，现
在我又把这项技艺传给我儿子、女儿及
孙女，我们通过家族代代相传的方式，让

‘阿江’演奏技艺一直延续下去。”杨太
芬说道。

普定县猴场乡仙马村科技副主任杨
跃学向记者介绍，“阿江”发音可以根据

演奏者的心情而定，用气流的轻、重、缓、
急对声音和音调进行控制，一般只能吹
奏低音曲调，在低音曲调中，民歌曲调、
芦笙曲调、唢呐曲调等，也可以吹奏出
来。在我们周围的苗族地区，苗族先民
们利用祖先发明的口弦作为传递信号的
工具之一，在历史变迁中，又成为苗族青
年表达情爱的乐器。

在仙马民族文化陈列馆，苗族“阿
江”被精心地保存起来，杨跃学拿出一支
收藏“阿江”边展示边向记者介绍。

“‘阿江’由琴片和琴鞘组成，琴片用
纯黄铜制作而成，有长有短，一般长约
10厘米，厚0.2厘米，形状呈宝剑型，中
间有一条振动片，轻弹琴片尖，振动片会
发出悦耳的声音。琴鞘是圆筒形，直径
为1厘米，长度比琴片长2至3厘米，选
用质地坚硬精细的木料或精竹制作，琴
鞘刻满花、鸟、虫、鱼、山川、河流等图案，
还缀有银铃和红樱。”杨跃学说。

据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时间的流
逝，老一代口弹琴艺人锐减，现在能系统
掌握“阿江”古曲调的民间老艺人所剩无
几。目前，在该地区的大多数中、青年只
能掌握几段简单曲调。

“学会演奏‘阿江’不难，但要学精却
是很不容易。”猴场乡人大副主席文兴科
告诉记者，“阿江”演奏技艺都是老一代
艺人手把手现场教授，无文字记载、没有
乐谱，导致了很多曲调失传。

为了保护和延续苗族“阿江”非遗文
化传承，2006年至2007年两年间，受猴
场乡邀请，杨太芬曾在仙马小学专门传
授过两年苗族“阿江”，期间，共教授学生
五十余人。

“苗族‘阿江’传承任重而道远。”说
起苗族“阿江”的传承与发展，文兴科坦
言，目前，苗族“阿江”面临“青黄不接”
的尴尬局面，老一代艺人锐减，年轻人
大多外出务工，又不愿学习和传承。去

年，我们积极引荐杨太芬申请作为普定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希望能够守住猴场乡苗族“阿江”传
承的“根”。

针对苗族“阿江”下一步的传承，文
兴科表示，猴场乡正多措并举，以建立
文化展览馆、培养传承人等方式，大力
保护乡域内以仙马村为主的“阿江”文
化传承，力争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苗族

“阿江”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体会苗族“阿
江”文化魅力，成为非遗文化传承的中
坚力量。

普定县猴场乡：

守护苗族“阿江”文化传承之根
□本报记者 鲁开伟

近日，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政务中心
5楼会议室举办的一场规划成果汇报会，
让格凸河镇人大主席廖德勇印象深刻。

会上，一份跨越千里的图纸徐徐展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分局
为紫云自治县格凸河、坝羊、宗地、白石岩
四个乡镇编制的镇村规划成果揭晓。

今年初，廖德勇和同事精心策划的
价值1200万元的生态养鸡项目即将在
格凸河镇落地。

然而，当大家满怀期待时，项目原
定落地区域的一块林地却因土地性质
问题，迫使项目不得不易地重建，未能
如愿落户格凸河镇。

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国土空间
规划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导致
招引项目和民生建设在用地方面出现
了较为突出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廖德勇积极奔
走，不断向上级汇报，希望尽快推进格
凸河乡镇和村庄的规划编制工作，以缓
解产业和民生用地的矛盾。

但紫云自治县的乡镇和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全

县共有13个乡镇（街道）、162个行政
村，其中10个乡镇需要单独编制总体规
划。县里的技术力量不足、规划经费有
限，导致乡镇级总体规划几乎未启动，
已启动的村庄规划进展也相当缓慢。

一方面，乡镇急需解决用地矛盾；
另一方面，全县乡镇和村庄规划编制工
作推进缓慢。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一次调研为这一困境带来了转机——
今年3月，冯恒文从广州市南沙区

到紫云挂职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在一次调研中，他了解到格凸河镇项目
易地的情况。

“经过多个乡镇的调研，我发现，由于原
有规划编制质量不高，项目和用地之间的矛
盾普遍存在。”这次调研促使刚上任的冯恒
文决定将全县乡镇规划编制作为首要任务。

技术力量和规划经费从何而来？
冯恒文首先想到的是寻求南沙区

的支持。
他与其他帮扶干部一起，积极与南沙

区自然资源部门和规划机构沟通对接。
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两地主要领

导的关注。 （下转2版）

一份跨越千里的规划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聂娜 范力 杜延卿

中秋时节的平坝
区夏云镇小河湾村，红
瓦白墙的房屋、干净整
洁的院落、潺潺流动的
溪水、宽阔整洁的公
路，构成一幅美丽的乡
村田园生态画卷。不
少游人借着晴好天气
前来打卡，尽享美丽好
时光。

□记者 卢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