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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智 文/图） 日
前，关岭自治县应急局、县公安局等多
家部门单位联合开展2024年国际减灾
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
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地震、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基本常识，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
有效措施，让市民更加深入地了解防灾
减灾的重要性，有效提升群众的灾害风
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发放环保袋等宣传物料
3000余件。

关岭开展2024年国际减灾日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磊） 近日，省文
化和旅游厅发布《贵州省文化和旅游
厅关于公布贵州省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评估定级名单的通知》，西秀区辖
区内10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荣获
三级及以上评级，其中马槽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荣获特级站，南街街道
综合文化站荣获一级站，旧州镇综合
文化站、北街街道综合文化站荣获二
级站。

近年来，西秀区以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切实完善各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基础设施配备，

强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结合传统节庆和地方特色举办丰
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深入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多措并举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不断推动全区文化事业持续取得
新进展。

据悉，下一步西秀区将进一步努力
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打造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促进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着力增进人民文化福祉，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

贵州省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名单出炉
西秀区10个文化站上榜

本报讯（记者 胡典）近日，我市多
地消防部门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消防产品科普宣传活动。

“怎么辨别灭火器的真伪，最简单
的方式就是扫描瓶身上的二维码，扫码
后会直接进入到中国产品信息网，从而
查询是否为合格产品……”活动现场，
消防宣传员们通过细致讲解，向现场群
众讲授识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方法
和技巧，以及如何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
合安全标准的消防器材。消防宣传员
们还向群众发放消防宣传手册和单页，
提醒群众积极了解消防产品知识，自觉

抵制购买和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邀请现场群众参与
消防知识有奖问答，引导广大群众在
休闲娱乐之余关注消防、了解消防、参
与消防，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了良好的
宣传氛围。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辨别真
伪消防产品的能力。下一步，安顺消防
部门将持续保持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的高压态势，采取更多喜闻乐见的形
式，科普消防产品真假鉴别方法，强化
使用领域消防产品的监管，维护广大群
众的切身利益。

安顺消防部门开展消防产品
科普宣传活动

眼下，正值柑橘大量上市的时节。
在平坝区十字乡九甲村，漫山遍野的
柑橘林一望无际，成熟的柑橘挂满枝
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现场一片欢声

笑语。
“今年主要种植了石楠、特早熟、红

美人等几个品种，9月底陆续成熟上市，
采摘时间持续到明年1月，因为品种口

感、产量不同，柑橘的价格也不同，售价
在2至10元不等，目前主要销往贵阳、清
镇、安顺等地。”九甲村柑橘种植基地负
责人杨胜学说。

2017年，在外务工的杨胜学为了更
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他和妻子辞
去工作，回到家乡开始种植柑橘。“村里
年轻人多数在外务工，闲下来的土地、荒
坡就无人耕种，我们从一开始的十几亩，
到今年流转了近200亩土地。今年挂果
数量和质量都很不错，亩产能达5000斤
左右。”杨胜学说。

为了保证柑橘的口感和产量，今年,
杨胜学专门向广西种植柑橘经验丰富的
专家请教施肥等种植技术，通过将油饼
和猪粪、鸡粪等动物粪便按照科学配比
并精准施肥，今年的柑橘口感和产量得
到了很大提升。

随着柑橘种植基地面积增加，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每一年基
地的管理、采摘等用工需求，就可以为村
里的闲置劳动力提供60多个就业岗位，
发放务工工资近10万元。

“除了种植柑橘，这几年基地一直在
探索柑橘树下套种马铃薯、红薯以及中
药材等林下种植模式，通过‘以短养长’，
实现增产增收。去年，马铃薯丰产，中药
材前胡也正值花期，长势不错。”杨胜学
笑着说。

近年来，九甲村因地制宜，围绕山
地做文章，积极探索推广适合发展的种
植业，通过向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项
目支持等方式，引导有种植经验的脱贫
户返乡创业，大力发展山地农业，促进
农业产业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
推乡村振兴。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十字乡九甲村：

种出好柑橘 映红致富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工人正在采摘成熟的柑橘工人正在采摘成熟的柑橘

1932年4月，时任右江革命委员
会主席的黄举平根据红二十一师党
委和右江特委在东兰县西山召开联
席会议的决定，率领一批干部化装成
小商贩，从西山出发，到广西天峨、乐
业、凤山及贵州望谟、紫云、罗甸等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革命活动。6
月，黄举平在广西天峨县林佑屯召集
有关干部开会，成立中共黔桂边委
员会（简称黔桂边委）和黔桂边革命
委员会，负责领导广西的凤山、天峨、
南丹、凌云、乐业及贵州的紫云、册
亨、贞丰、望谟、罗甸等地的革命活
动。从此，紫云、镇宁、关岭等安顺边
区融入了红水河流域的革命斗争洪
流之中。

1934年7月，中共地下组织毕节
支部书记林青、委员秦天真、缪正元
及部分“草原社”成员熊蕴竹等先后
转移来到安顺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共
产党的宗旨和抗日主张，教育培养革
命积极分子。1935年2月，在前期进
步团体活动和发展党员的基础上，成
立中共安顺县地下支部。中共安顺
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历经十五
年之久，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共安顺县地下支
部时期（1935 年 2 月——1935 年 4
月）。1935年1月，党中央批准成立

“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任书记，秦
天真、邓止戈为委员。1935年2月，
在前期进步团体活动和发展党员的
基础上，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指导
下，中共安顺县地下支部，谢速航任
书记，龙文任组织委员，陈汉民任宣
传委员。

第二阶段为中共安顺县工委时
期（1935 年 4月——1939 年 3月）。
1935年4月，为统一领导安顺各县的
革命活动，支持和配合红军长征，中
共贵州省工委决定，将中共安顺县支
部改为中共安顺县工委，隶属于中共
贵州省工委，负责指导安顺、镇宁、紫
云、关岭、普定、郎岱等县的革命活动
以及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第三阶段为中共安紫边区领导
小组时期（1939 年 3月——1949 年
11月）。1939年3月底，根据斗争形
势的发展，安顺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

中共安（顺）紫（云）边区领导小组，由
朱桂林、刘英泰、张恒兹组成，朱桂林
为负责人。同年秋，得到中共贵州省
工委负责人秦天真批准。从此，中共
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承接中共安顺县
工委的职责，对安顺的革命斗争进行
统一领导。

安顺地下党组织成立后，面临两
项重大使命。一是发展党员，扩大党
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二是配合长征
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开展工作。安
顺地下党组织始终牢记使命，初心不
改，积极工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巧取密电码：1935年，中央红军
代表杨涛在贵阳时，曾向秦天真布置
收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地图、军用密
电码、通讯代号和飞机与地面联络信
号的任务，使红军能准确掌握敌情，
利用敌军通讯联络手段，在行军中避
免轰炸，减少伤亡。为此，省工委和
县工委积极配合行动，秦天真赶到郎
岱岩脚，找到打入敌一〇三师任参谋
长的黄大陆和在电台工作的缪正元；
邓止戈接通知后也赶到岩脚。经秘
密研究后，由黄大陆和杨逸民分别从
参谋处拿出敌作战地图、通讯代号和
飞机联络信号。密电码则由秦天真
和缪正元连夜复制一份。秦天真带
着这些绝密材料经普定返回安顺，在
北门外，由事先约好的谢速航接应，
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关卡，终于将材料
安全送出。

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1935年6
月，地下党在关岭策动国民党一二一
师警卫连两个排起义，公开打出“中
共黔西游击纵队第七支队”的旗号，
由丁沛生任游击队队长，王芸生（地
下党员）任指导员，辗转于盘县、郎
岱、贞丰、安南（晴隆）一带，与敌人周
旋，队伍曾发展到500余人。

支持配合抗战工作：安顺地下
党组织成立后，领导建立了“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关岭“师生读书
会”、平坝“朝气青年社”、“安顺大学
生协进会”等团体，组织开展抗日宣
传、抵制日货、七七献金等活动，配
合安顺国民党当局开展抗战三周年
纪念大会和“路奠”抗日英烈戴安澜
将军等。

本报讯（记者 胡典 实习记者 陈思雯
文/图） 10月18日，由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
局主办，安顺市屯堡文化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承办的安顺秋冬季“屯堡地戏路演”系列活动
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安顺武庙迎来首
场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接下来，上演的节目是隋唐演义的片段
……”晚上8时，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主持人在向观众介绍完表演曲目的背景故事
和表演角色后，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声，地
戏表演者身着地戏服饰，头顶面具，面罩青
纱，背插小旗，手持兵器，他们或唱或吼，或舞
或斗，将历史故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精彩而生动的表演、独具魅力的唱腔，赢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或录像。

“小时候在安顺过年看过地戏表演，时隔
多年，从江苏再次回到安顺后看到地戏表演，
感到非常惊喜。”游客周女士说，回去后会向
亲朋好友介绍这一非遗文化，也希望在更多
地方能看到安顺的特色文化展演。

安顺市大屯堡地戏演艺团团长、安顺地
戏省级非遗传承人顾家顺说：“今天我们唱的
四个片段都来自《四马投唐》，为更好宣传和
传承地戏，我们组建了安顺大屯堡地戏演艺
团，并到全国各地演出，让地戏走进城市，让
更多游客看到地戏、了解地戏、喜欢地戏，达
到宣传家乡、传播非遗文化的目的。”

安顺地戏亮相古城、武庙，不仅仅是一场
艺术的展演，更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尝试，为
安顺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次‘屯堡地戏路演’是今年秋冬季推
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今天是首场表演，后续还
有8场表演，将于每周五晚上8时在安顺古城
历史文化街区人流量较大的三个区域和安顺
武庙内依次进行表演。”安顺市屯堡文化风景
名胜区管理处综合科科长黄剑告诉记者，此次

“屯堡地戏路演”旨在展示安顺地戏的独特魅
力，提升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关
注，促进地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推动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将地戏带到城市的
大街小巷，助力安顺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黔中故事天天读

安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安顺秋冬季“屯堡地戏路演”系列活动迎来首场展演

““屯堡地戏路演屯堡地戏路演””现场现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本报讯（记者 唐琪）近日，安顺经
开区纪检监察工委立案查处了一起村
级“小微工程”领域的违纪违规案，以
监督保障项目工程款及时、足额发放
到位。

针对近年来村级“小微工程”领域
出现的腐败易发多发问题，安顺经开区
纪检监察工委将村级“小微工程”建设
作为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整合“室组
地”力量，成立了3个专项监督检查组，
集中力量对项目集中、资金密集、举报
频发的行政村开展专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聚焦乡村振兴领域
的村级道路、农田灌溉、绿化亮化等工
程项目，重点查处村级干部违规干预插
手项目建设、招投标不规范、克扣、拖欠

工程款和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通
过调取相关台账资料、实地察看、走访
群众等方式，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循线深挖。

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检查组围绕项
目审批、发包、建设、财务管理等方面，
共对34个村（居）“小微工程”开展监督
检查，涉及项目26个，发现并推动整改
问题11个，处置相关问题线索9件，立
案4起4人。

此外，安顺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在
全区71个村（居）探索建立镇（办）纪委
不定期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
的“双监督”模式，紧盯村级“小微工程”
建设“事前、事中、事后”等关键环节，开
展贴身、实时“监控”。

走进贵州省粤黔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简称
粤黔通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域，紫云的红芯红
薯、大米、土鸡蛋等产品琳琅满目。

该公司负责人蔡敬棠是广州人，却说着一
口流利的紫云话。提起销售紫云农产品的事，
蔡敬棠娓娓道来。

2021年，紫云与广州市南沙区开启东西部
协作结对帮扶后，蔡敬棠受广州市南沙区东西
部协作工作组的邀请来到紫云，驻扎了下来，在
紫云成立了销售本地农产品为主的粤黔通
公司。

4年来，蔡敬棠深入到紫云的农贸市场、乡
镇村寨农户家中，收购绿色生态的土特产，并与
紫云农特产品种养殖户和农产品经营者密切联
系，帮助把紫云的农特产品销售到广州、深圳等
地，让大城市的市民品尝到紫云优质的农产品。

“瞧，这是我今天早上在紫云农贸市场拍摄
的本地花猪肉和小黄牛肉视频，刚发到广州市

的一个社区微信群里面，就有多位社区居民下
单了，我根据订单情况采购后及时邮递给下单
的居民。”蔡敬棠打开手机微信说，公司安排有
专人深入到紫云各农贸市场，发现优质的农产
品就拍摄视频和图片发到各个微信群，有需要
的市民就会下单订购。另一方面，公司与紫云
的多家农产品种养殖户、农产品经营个体户和
企业对接，把紫云的红芯红薯、大米、花猪肉、土
鸡等绿色农产品推销出去。“我们只是扮演了

‘搬运工’的角色，让紫云大山里的农产品走出
去，卖个好价钱，带动更多群众持续增收。”蔡敬
棠说。

近年来，紫云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产业，红芯红薯、大米、薏仁米、紫松
茸、生态猪、放养鸡等农产品品质优良。为让种
植户、养殖户生产的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多
赚钱，紫云依托东西部协作搭建的消费帮扶平
台，引进广东农产品销售经营商入驻紫云，助推
紫云农产品“出山入海”。

“为达到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目的，我们在
采购紫云农特产品时，以高于本地市场价的标
准收购紫云农产品。”蔡敬棠介绍，4年来，公司
持续在紫云采购农产品销售到广州、深圳等
地，平均每月销售额在30万元以上。

安顺经开区：

开展村级“小微工程”领域专项整治

贵州省粤黔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让紫云农产品“出山入海”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蔡敬棠展示该公司运销的紫云农产品蔡敬棠展示该公司运销的紫云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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