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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记者来到位于西秀区五
里屯小区外市政道路旁新增设的公共停
车位，市民王定为将车停到新增设的停
车位后，下车购买生活用品。

“今年，我们在五里屯小区外的道路
一侧新增设了28个停车位，一方面能够
方便附近住户购物时停车，另一方面也
有效解决了该路段的停车乱象。”市住建
局城市建设科工作人员王娇介绍。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安顺经开区的
娄湖生态停车场，据王娇介绍，娄湖生态
停车场紧邻学校、娄湖生态公园及住宅
区，在 2023 年建设 120个停车位基础
上，今年新建了220个停车位，以满足周
边市民的停车需求，后续还会新增智慧
停车、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

娄湖生态停车场采用了海绵理念进
行设计和建设，停车场设置透水地面、下

沉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海绵设施，
降雨时能将周边山体雨水、城市道路雨
水引入场地，通过海绵设施进行收集净
化后再自然
渗透补充地
下水，超标雨
水溢流后再
排进市政管
网，是名副其

实的“海绵型”停车场。
为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难题，提升市

民出行体验，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公共
停车位建设，通过“小泊位”转动“大民
生”。今年，市委、市政府将新增公共停
车位1200个纳入“十件民生实事”，截至
目前完成了1327个车位的建设工作，其
中西秀区建设停车位242个、平坝区建
设停车位171个、普定县建设停车位120
个、镇宁自治县建设停车位164个、关岭
自治县建设停车位50个、紫云自治县建
设停车位120个、安顺经开区建设停车
位260个、黄果树旅游区建设停车位200
个，超额完成“十件民生实事”计划建设
目标。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公共停车位
16552个。

“为了做好 2024 年公共停车位建
设工作，我们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且及
时和交警部门沟通对接，合理规划车
辆停放位置，每月对各县区工作进行
统筹调度，抓好新增停车位的建设工
作，8 月底完成了计划新增车位建设
工作。”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科长黄小
松说。

本报讯（郑丽） 今年4月以来，关
岭自治县纪委监委持续聚焦“校园餐”领
域突出问题深化专项整治，坚决守牢校
园食品安全底线，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制定专项监督方案。系统梳理
2020年以来涉及“校园餐”领域的信访
举报、问题线索、案件办理等情况，聚焦
突出问题，归类细化形成监督检查清单
4类16项，明确监督重点和具体任务，
着力提升监督质效。

具体工作中，深化运用片区协作、
“室地”联动工作机制，成立4个监督检
查小组，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询问、查阅
资料等方式，开展靶向监督，深入查找

“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背后的“责风
腐”。同时，督促县教育局对全县86所
中小学校开展全面清查，切实找准行业
系统领域突出问题。

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县纪委
监委及时组织力量跟进核查，通过现场
反馈、制发问题清单等方式，督促责任
单位限时整改销号。针对县教育局清
查发现的问题，县纪委监委通过会商研
判、督促提醒等方式，督促县教育局将
问题逐一“过筛”，分类分项制定整改措
施，确保整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出
成效。

将“查改治”一体推进贯穿于整治过
程。县纪委监委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督
促县教育局组织全县中小学、幼儿园管
理员、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食品加工流程培训；
制定完善《关岭自治县学校食材采购配
送询价定价制度》《关岭自治县学校食材
食品加工管理制度》等5项制度机制；推
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个。

关岭自治县纪委监委：

开展“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刘念） 10月18
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市关工委、
市老科协主办的“保护生态环境·共
筑美丽家园”科学及科学家精神宣
讲活动在安顺市第五小学教育集团

举行。活动特邀中国老科协科学报
告团成员、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
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孙莹作宣讲。

孙莹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
例，通过与同学们交流互动，向大家

揭示了当前地球面临的环境问题，
传递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鼓
励同学们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做起，关心环保、践行绿色生活
方式。

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走进西秀区

20世纪20年代，外有帝国主义
侵略，内有军阀黑暗统治，连年混战，
政治腐败、文化腐朽、社会问题丛生。
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和马克
思主义逐步传入安顺的过程中，一批
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志同道合者，
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读
书结社，学习和宣传新文化，宣传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开展对时局的讨
论等。

在此大背景下，进步刊物如雨后
春笋般涌出。这一时期，安顺出现许
多学术、文化团体及其成员开展宣传、
表达进步主张的报刊，绝大多数是党
的地下组织秘密创建和指导的。抗战
初期，中共地下党最先在安顺创办了
《晓鸡声半月刊》《安顺三日刊》《三乙
周刊》等提倡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进
步刊物，播撒下安顺早期抗战的革命
火种，点燃了抗日救国红色火焰。

《晓鸡声半月刊》：“雄鸡
一叫天下白”

1933年，中共安顺地下组织首任
支部书记谢速航在安顺邮局当检信
生，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读到了蒋光
慈的《纪念碑》、鲁迅的《徬徨》《呐喊》
等，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开始
学习写作。随着抗日运动的不断高
涨，早年到外地求学的青年，相继返回
安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提倡新文
化。在这种进步思潮的影响下，谢速
航与几十个青年文艺爱好者创办了

“晓鸡声文艺社”，并出版《晓鸡声半月
刊》，寓意为“雄鸡一叫天下白”。每半
个月出一期，印刷费由社员的会费及
社会人士资助。办刊初期，以发表社
员的文学作品为主。但因文艺社成员
的身份比较复杂，从讨论办刊宗旨起
就发生激烈的争论，有主张搞无产阶
级文学的，也有一部分倾向国民党统
治的社员则主张搞“三民主义”文学，
经争论最终确定刊物的宗旨为：“提倡
新文化，反帝反封建”。

该刊物通过有关人士邹凤逸带进
了黔军第一师，打入该师的地下党员
缪正元看到后，认为刊物比较进步，打
算通过“晓鸡声文艺社”来开展党的活
动。之后，缪正元加入了“晓鸡声文艺
社”，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提出文艺社应
改造，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
不应受“三民主义文艺”影响，要改造
文艺社。经过商量，重新办刊，叫做
《安顺文艺半月刊》，刊登一些锋芒毕
露的文章，黄大陆、林青等同志看后，
认为这种做法是自我暴露，于是刊物
停办。后通过缪正元、邹凤逸的联系，

“晓鸡声文学研究会”与贵阳文学研究
会合并，改为“贵阳文学研究会安顺分
会”。“文研会”出版《文研生活》内部刊
物，工作重点转为先进的社会科学
研究。

《安顺三日刊》：“思想的
变声”

《安顺三日刊》是驻安黔军第一师
秘书处胡促庵于1933年创办的报纸，
设有《新芽》副刊。最初，报纸多只刊
登一些描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文
章。1934年贵州省地下党组织派省

“九人工委”成员李余生到安顺帮助开
展工作。其到安顺后，通过安顺县商
会的关系，打进了《安顺三日刊》编辑
部，参加了编辑工作，后来还担任了总
编。为改造该报，李余生聘请中共安

顺地下组织首任支部书记谢速航等担
任副刊编辑，邀请进步人士经常供稿，
介绍鲁迅、丁玲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大
力宣传抗日救亡，促使报纸的风格和
倾向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安顺进步
力量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大大
增强了报纸的思想性、进步性。

《安顺三日刊》的“思想变声”，是
我党把宣传工作作为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武装群众的开路先锋，牢牢把握
宣传工作的思想理念、方针原则、政策
策略、阵地队伍建设等，与反动势力进
行艰苦卓绝的思想舆论斗争的真实写
照，也是在敌人内部搞宣传、用敌人的
资源发出自己声音的生动实践。
1937年底，全面抗战进入高潮。在安
顺当地，人们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毁家纾难，要与民族共存亡”的
口号，但随着国内重要城市的相继沦
陷，时有出现“亡国论”的声音，这在一
定程度上动摇了全国军民的信心，安
顺的人民也颇受影响。面对如此局
面，安顺党组织立足于安顺实际，极力
贯彻党中央指示，做好舆论宣传和群
众思想工作。以《安顺三日刊》《晓鸡
声半月刊》等刊物为载体宣传我党的
抗日主张和先进思想，团结动员人民
群众，奠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
础，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发挥报刊开
启民智的作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
章，以不同方式参战、援战、抗战。

《三乙周刊》：“同学少年
救国志”

1934年，湖北崇阳起义失败后，
参加起义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
王芸生，到各地寻找党组织，开展革命
活动。当年11月来到安顺，与先期潜
入安顺的缪正元取得联系后，深入安
顺中学等学校调查摸排情况，发现安
顺中学初三级乙班（即“三乙班”）李运
亨、傅文华等几个进步青年，就以“拜
把子”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

“三乙读书会”，创办《三乙周刊》。
创刊初期，缪正元为《三乙周刊》

创刊号设计了封面，还引用《国际歌》
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
天！”作为封面的题词。王芸生写了献
词，献词中写到“鲜红的太阳，冉冉地
从东方升起，远远的天机，展现了灿烂
的彩云！”暗示神州大地上诞生的中国
共产党，寄希望于青年群体，认为从实
际中引导青年群体奋发有为，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可以
为中国的前途打开新的纪元。《三乙周
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传播先进思
想，敢于直陈现实问题、直言民族之
痛，积极关注现实议题，成为吸引进步
青年的阵地，一批批青年在这里与党
的地下组织产生交集联系，走上革命
道路。

安顺各种进步刊物的创办，立足
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读者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帮助人们认
识到旧的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局限性和
不足，从而引导人们向新的思想和文
化转变，在启发民智、群众教育等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在此过程
中，不仅提升了群众的文化水平，也团
结动员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宣传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革命
思想，鼓舞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搭
起了桥梁和纽带，有效地吸引、教育、
培养了一批批爱国进步青年。

黔中故事天天读

笔尖亦剑锋
——安顺市早期创办进步刊物摘述

金秋十月，硕果满枝。近日，伴随着
清爽的秋风，安顺各地的金刺梨相继成
熟，迎来了丰收季，位于西秀区双堡镇军
马村许官组的国良种植养殖场，一派“硕
果香满园”好“丰”景。

走进安顺市西秀区国良种植养殖
场，漫山的金刺梨披上了一层黄褐色的
外衣，缀满枝头的金刺梨宛如颗颗珍珠，
农场负责人胡国良和妻子组织工人正在
采收金刺梨果，丰收的喜悦在他们的脸
上流露。

“今天请了70多人来帮忙采收金刺
梨，估计能采摘1万多斤，装车后全部送
往春归保健公司。”胡国良介绍道，今年虽
然在开花前期遭受冰雹袭击，金刺梨收成
有所减少，但预计总产量不会低于15万
斤，并且单价也不低。而他口中的春归保
健公司，就是位于我市普定县的金刺梨深
加工企业春归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2011年流转100多亩荒山种植金刺
梨以来，胡国良家的金刺梨种植基地已
扩大到200余亩，随着种植管理技术的
提升，基地金刺梨挂果率逐年提高，近几
年平均亩产量在1300斤左右。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工除草、
实施科学管护，保证果子的口感与质量。”
话音刚落，胡国良随手摘下一颗递给记者
品尝，果真脆甜可口、汁多化渣、清香味
美。他说：“以前主要是卖鲜果，销路太
窄，每年都愁卖不完。近几年来，安顺的
金刺梨加工企业逐渐增多，销路宽广，让

我们种植金刺梨农户的信心倍增。”
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就业。每逢金刺

梨管护期和采摘季，附近的村民都会相
约到国良种植养殖场帮着除草、施肥和
采收金刺梨，50多岁的李发英就是其中
一员。

“从他家开始种植金刺梨以来，我们
每年都会来基地务工，大部分都是‘常
客’了。平均每个人一天能采摘两三百
斤金刺梨，一天工钱100元，一年下来，
都能在这里挣到3000多元的收入，还是

很不错的。”戴着手套的李发英边摘果子
边说。

小小金刺梨成为了致富“金果果”，
绿了荒山富了民，成了点“绿”成“金”的
好产业。“气候正常，管理得当，一年可以

收获20多万斤鲜果，总产值在100万元
左右。”胡国良说。如今，其金刺梨种植
基地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务工约
3000人次，发放务工工资30万元左右，
带动了群众增收。

安顺市西秀区国良种植养殖场：

金刺梨缀满枝头 绿了荒山富了民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10月18日，紫云自治县“近视防控杯”暨第十届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在该县第三中学举办。
□记者 姚福进 摄

一被执行人未履行
判决义务

被限制高消费
近日，记者从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获悉，

被执行人安顺市恒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因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未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被限制
高消费。

据悉，申请执行人安顺市万邦置业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安顺市恒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经由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作出（2023）黔0402民初10053号民事
判决书，主要内容为：1、由被执行人安顺市恒瑞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租金及管
理费共计310022元及违约金；2、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承担案件受理费
3683元。

因被执行人安顺市恒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向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安顺
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依法立
案执行。2024年10月，被执行人安顺市恒瑞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因未履行完毕生效文书确定
的义务，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安顺市
恒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限制其高消费。

缓解城市停车难题 提升市民出行体验

今年我市新增公共停车位1327个
□本报记者 徐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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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台

果农利用运输车将金刺梨运至山下

娄湖生态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