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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西秀区杨武乡民族新村的安顺市富美
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在一楼的厂房内，注塑机等机
械发出轰鸣，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经过加工、
切割等工序，一个个塑料制品被生产出来。

据了解，今年以来，杨武乡引进企业，丰富业态，
提供多样化就业岗位，让辖区群众“离土不离乡、就业
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安顺市富美达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就是引进的企业之一。

该公司经理吴小海介绍：“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塑
料制品，包括日用杂品、家居用品等。公司吸纳周边
村寨100多个劳动力就近务工，部分产品可以让工人
带回家里制作，务工方式比较灵活。实行计时薪酬和
计件薪酬，工人月收入在3000元至4000多元。”

正在注塑机旁分拣洗衣机过滤网的刘宝珍在富
美达公司工作2个月了，“机器都是全自动化的，我主
要负责分拣、组装产品。工作不太累，而且离家近。
每个月有4000元收入。”刘宝珍开心地说，如今她家
一家三口都在公司上班，收入都不错。

从生产车间出来，记者跟随吴小海的脚步来到该
公司的产品展示厅，看到货架上，牙签盒、粘毛器、水
果盘、鞋架等产品琳琅满目。

吴小海说：“我们公司有100多个产品品种，销往
全国各地。目前我们在西秀区杨武乡和黄腊乡都有
加工点，每个加工点每个月发放工资10多万元。接
下来，我们会不断提升企业效益，带动当地更多群众
增收。”

清扫牛舍、喂料蓄水、铡草清粪
……10月21日一大早，普定县马场镇

大坟坝村养殖户张青贵像往常一样在
牛舍里忙个不停，看着几头悠闲吃草

的牛儿，张青贵心里乐开了花。
“我家选购了4头牛来养，已经喂养

4个多月了，现在这些牛儿长势也不错，
年底就出售。”张青贵说，今年普定县推
出了“28安心养”，在了解情况后，他积
极响应政府政策，果断购买4头牛来饲
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个政策非常好，我家购买的4
头牛总价是 37128 元，我自己出资
6000多元，剩余部分是在当地银行贷
的款，政府每头牛奖补5000元，4头
牛就可以补2万元，相当于我们自己
出资17000多元，就可以轻松把牛儿
带回家。”张青贵说，这些牛经过半年
的饲养后，每头牛可以长到 1200 多
斤，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每斤 13元来
算，一头牛可以卖到15000多元，他家
4头可以卖6万多元，除去成本能赚3
万多元。

据了解，“28安心养”模式是参照
按揭贷款购房方式设立的肉牛订单养
殖联农带农模式，养殖户自己出20%

首付款项，从银行按揭80%贷款，利率
不超过4%，由当地相关公司负责提供
优质牛源，带动农户养殖肉牛，最主要
的是解决了养殖户想发展养殖产业缺
乏资金的困境。

在大坟坝村，通过“28安心养”模式
发展肉牛养殖的不止一家，王家昌也是
其中之一。“有专门的公司负责提供优
质牛源、技术指导，我们就能养好牛。”
王家昌说，他家也是通过“28安心养”模
式购买了4头肉牛来养殖，不仅在政策
上得到了优惠，还是订单养殖、保价回
收，再也不怕养出的牛没有地方卖。

“我们马场镇就有一个牛超市，农
户在牛超市选购好牛后，有专门的技术
人员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为养殖户养殖
肉牛保驾护航，实现安心养牛。”马场镇
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尚伟说，政策支持，
资金保障，农户参与，订单销售，大坟坝
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不断引导村民们
通过“28安心养”模式发展肉牛养殖，不
断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马场镇大坟坝村：

“28安心养”拓宽群众致富路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安顺市富美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家门口工厂”让群众“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陈婷婷 詹艳 文/图

王若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
安顺市西秀区）。幼年原名大伦，小
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
王度、雷音，参加革命深入敌后化名
黄敬斋。少年时代的王若飞十分向
往奋战疆场的生活，从《木兰辞》万里
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诗句，取度若
飞三字，改名王度，字若飞，以表达他
少年时代的情怀与抱负，是中国共产
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是著名的“四八”烈士，是

“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是贵州省八
大党史人物之一。这看似普通的一
句话，是王若飞的座右铭，更是他革
命、奋斗、光辉的一生，是他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真实写照。

东瀛岛寻理、欧罗巴取火。少年
时期，王若飞就在舅父黄干夫、黄齐
生的影响下阅读了《民报》《革命军》
等进步书刊，接触了进步思想。1918
年3月，王若飞随黄齐生东渡日本，进
入明治大学求学。阅读了关于俄国十
月革命的资料，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
义。1919年10月，王若飞远渡重洋、
前往法国，成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
的一员。在法国期间，王若飞先后到
圣夏门钢铁厂等工厂做工，实地了解
法国的工人运动、亲身体验工人的生
产生活，在做工期间仍克服困难继续
坚持读书且笔耕不辍，不仅深入学习
了法语而且陆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文献，在
政治上、思想上逐步实现了蜕变。

1922年夏秋，王若飞加入法国共
产党，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1923年春，根据党的决定，王若
飞前往苏联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系统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并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
1925年4月，根据党的指示，王若飞
回到国内、来到上海参加党中央的工
作。经过在欧洲的5年多时间，王若
飞已经由一名单纯的革命青年成长
为一名初具理论水平和革命斗争经
验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4月回
国后，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委
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
委常委等职。

草原上播火、铁窗内斗争。1928
年6月至7月，王若飞先后参加了在
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此后，王若飞作为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苏联学
习、工作了3年多。1931年6月，党
决定派王若飞回国到西北地区的绥
远、宁夏等地开展工作。8月底，中共
西北特别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
记。9月底，王若飞一路南下抵达了
当时绥远省的省会归绥（今呼和浩
特）。11月21日晚，王若飞不幸在包

头被捕。在此后约5年半中，王若飞
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却没有丝毫动摇
立场或丧失斗志，而是在狱中同国民
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在写与妻子的家书中，说道：“培
之，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
痛，集中精力进行战斗，继续努力完
成党的事业，永远跟着党走，要坚持
真理，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要用
生命来卫护党的团结，捍卫党的利
益。培之，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
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
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永远不倒，
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
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来迎
接我们的胜利吧！”

延河畔淬炼、山城中交锋。1937
年8月，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出
狱不久的王若飞抵达党中央所在地
——延安。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陕
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中共中
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
会书记等职。在延安期间，王若飞参
与了创办理论刊物、动员群众抗战、
制定土地政策、建设民主政权等多项
工作，写下了《今天如何实现蒙汉联
合抗日》等诸多重要文章，参与起草
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等重要文件，还曾到华北地区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并积极参
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初，党中央决定派林伯
渠、王若飞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
判，王若飞由此开始直接参与同国民
党的谈判工作。从1944年夏起，王
若飞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政治、文
化等多方面的斗争，反专制独裁、争
和平民主。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的王若飞多次和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在谈判桌前
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政治交锋。
1945年10月10日，王若飞作为中共
代表之一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
要》（即双十协定）上郑重签字。1946
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王
若飞出席政协的会议并参加了政治
组的工作，团结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坚
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1月底，政治
协商会议闭幕后，王若飞通过参加政
协综合小组会议，同国民党围绕国民
大会等问题继续交锋，留下了“为中
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
迫鸣不平”的正义之音。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坐飞
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
工作，在机场给前往送行的周恩来留
下了有据可查的人生最后一句话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途中，飞
机遇雨迷航，终在山西境内的黑茶山
坠毁，王若飞不幸遇难。万里赴戎
机、关山度若飞，他为人民而死、虽死
犹荣。

黔中故事天天读

王若飞：

践行“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为民情怀

本报讯（记者 胡典 实习记者 陈思雯
文/图） 10月22日，由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主办的“屯堡·家国六百年”艺术作品展在安顺
市博物馆展出，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了解和欣
赏屯堡文化的平台，让大家更深入感受到屯堡
文化的独特魅力。

精彩的安顺地戏、幽深的石头巷子、漂亮
的凤阳汉装、美丽的田园风光……在作品展现
场，一件件艺术作品将屯堡建筑、屯堡服饰、屯
堡美食、屯堡银饰、屯堡风俗、地戏等元素以摄
影、绘画、剪纸等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巧妙地
展现出来，再精心包装成图片呈现，为市民游
客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安顺学院学生刘程程站在一幅屯堡建筑
的绘画作品前仔细欣赏，他说：“我是本地人，
但是对屯堡文化了解不多，通过这次作品展不
仅加深了对屯堡文化的了解，还对屯堡服饰、
建筑等产生了兴趣，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类似
活动，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

“展出的艺术作品，均是对屯堡文化的一
种写实和艺术再现，让大家在光影与构图相依
的图片中，感受到一份浓浓的家国情怀，欢迎
大家前来观展！”市博物馆馆长张凌告诉记者，
下一步将进行对外交流巡展，让“屯堡·家国六
百年”艺术作品展走出安顺、走出贵州，让更多
的人知道屯堡文化，了解屯堡文化，爱上屯堡
文化。

据悉，此次展览将长期在安顺市博物馆进
行展出，每日开放时间为9:00—17:00。

“屯堡·家国六百年”艺术作品展
在市博物馆展出

观众在参观展览观众在参观展览

牛超市里的优质牛源

“家门口”上班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