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熊可吟/校对：陈璐/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要 闻 3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 卢维） 10月23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市
委宣讲团在安顺经开区进行宣讲。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唐
佐英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唐佐英从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
《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宣讲。
报告会指出，安顺经开区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
紧紧围绕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更好推
进安顺经开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报告会上，与会同志认真聆听并仔
细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报告会主
题鲜明、站位高远、内容丰富，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深入学习贯彻好全会
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顺篇章贡
献力量。

又讯(记者 刘凤） 近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
团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进行宣讲。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书
记、局长赵玥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赵玥围绕深刻认识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

报告会指出，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干

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化理论学习，全面推动全会精神
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落地落实，立足安
顺实际，全力推动安顺生态文明建设高
质量发展。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主题
鲜明、内涵丰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为切实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
顺篇章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念） 10月23日
上午，由市纪委监委机关、团市委主办
的2024年安顺市年轻干部廉洁教育巡
回宣讲活动教育系统专场在安顺市第
二高级中学举行。

此次宣讲活动以“清廉贵州·安顺
青年说：学论述·明党纪”为主题，旨在
加强对教育系统年轻干部的思想教育，
提升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活动现场，由 2022 年、2023 年、
2024 年安顺赛区中产生的“清廉贵
州·青廉宣讲团”获奖选手组成的宣讲
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生动的事

例、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感悟，分别宣
讲了题为《年轻干部切莫跌倒在“起跑
线”上》《竹节坚韧 廉心不摧 拒腐防
变守初心》《医者“廉”心，青年何为》
《青年干部既要“年轻有为”，也要“有
所不为”》《难以掩饰的“双面人生”》的
报告。

此次宣讲活动得到了教育系统广
大年轻干部及年轻教师的积极响应和
参与。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宣讲，
深受启发和鼓舞，将立足本职岗位，不
断学习进步，为推动我市教育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留住乡愁·传统村落安顺行”系列报道之十七——

黄果树镇募龙村：

深山藏幽境 古村寄乡愁
□本报记者 李伟 陈婷婷 詹艳

（上接1版）
八年来，普定积极推进热蒸汽余热

循环利用，有效取缔低效、分散的小型
工业锅炉，从而大大降低粉尘、二氧化
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善
环境质量，创建绿色园区，建立“工业固
废资源、电厂蒸汽余热资源、低品位矿
——新型建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
环模式，优化能源结构，实现清洁低碳
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创新之路。

突出完善机制高位推动 热
蒸汽供给保障稳定

9月30日，盘江普定2×66万千瓦
燃煤发电项目1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普定再添一处热蒸汽热源点，该项目机
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为用热企业提供蒸
汽量达252万吨。

作为全国首台套以燃烧无烟煤为主
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该项目选定
机组具有高参数、高效率、高节水和超超
临界、超低能耗、超低排放的“三高三超”
特点，其具备了技术先进、工程条件优
越、固废综合利用率高、集中供热和保供
能力强的优势，同比同容量超临界机组
年节约标煤约10%，每年可实现节约标
煤约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3万吨，
有利于助推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和“双

碳”目标的实现。
为有效利用热蒸汽资源，去年，普定

县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
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发《普定县热蒸汽
资源供应及闲置管道资产盘活试点工作
方案》，立足热蒸汽关联产业布局，加强
顶层设计，强化供电、供水、排水等规划
有效衔接，完善功能配置，实现规划编制
效能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

同时，带队到镇宁、六枝实地考察，
通过与企业座谈、洽商共同发展等，研究
出“区域协同、优势互补、互连互通、共同
发展”的路子，将热蒸汽管道向六枝木岗
工业园区、镇宁化工园区延伸，切实实现
同兄弟县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
模式。

截至目前，安顺电厂作为热蒸汽热
源点，每小时能供给300℃的热蒸汽400
吨，预计年供汽288万吨；9月底建成并
网的盘江普定电厂2台66万千瓦机组每
小时能供给300℃的热蒸汽350吨。

突出聚焦优势招商引资 热
蒸汽产业可持续发展

走进安顺远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机
器轰鸣声不绝于耳，生产井然有序，在源
源不断的热蒸汽持续供能下，锂盐经过
几十道工序加工提炼，制作成电池级碳
酸锂，厂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生产场景。

安顺远景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锂盐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主要生产高纯碳酸锂、高纯氢氧化锂
等。2019年，该公司成立之初，相关负
责人便考察了多地，最后选择落户普定，
这是因为普定经开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热
蒸汽资源优势。

“公司在生产中有一道热解工序需
要持续高温加热，采用传统加热方式，生
产1吨需要400元，而采用热蒸汽，1吨
仅需168元，节约了1倍多的加热成本，
这不仅满足了我们的生产需求，而且更
加环保。”该公司副总经理刘学文说。

近年来，普定县用足热蒸汽资源优
势，按照“招龙头、引上游、接下游、带配
套、促集群”思路，围绕新能源电池及材
料、生态特色食品、健康医药、纸制品、纺
织、建材等热蒸汽用量较大行业，动态谋
划储备招商项目进行招商，引进优质项
目落地普定经开区，推动热蒸汽产业可
持续发展。

顺着时间之轴回望，利用热能企业，
在普定工业领域逐年增多。目前，普定
经开区用汽企业19家，2023年消耗热蒸
汽15万吨，热蒸汽关联产业集群见雏
形；正在建设拟用汽企业5家，今年以来
共引进热蒸汽关联企业4家，这些企业
接通运营将加大热蒸汽使用量的提升，
推动热蒸汽产业可持续发展。

突出构建循环利用体系 推
动产业低碳绿色发展

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工程之
一，位于普定县马官镇的国能安顺发电
有限公司于1996年4月18日开工建设，
1999年一期两台30万机组全部建成投
产。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
二期两台30万机组电厂开工建设，成为
当时贵州省首座超百万火力发电厂。

在该厂发电机组旁，两条连接着机
组的大型管道，以该电厂为起点，一直向
外延伸至普定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为
园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热蒸汽。

近年来，普定县通过煤电余热转化，
积极谋划绿色热力航空食品园区，增强
热蒸汽关联产业孵化功能，有效推动春
归科技、苗干妈、韭汇食品等自主研发，
实现成果合作共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减少锅炉建设240个，节约土
地约1680平方米，园区热蒸汽关联产业
实现年产值10亿元以上。

据统计，园区企业使用电厂热蒸汽
后，每年可节约14万吨标准煤，每年可
减少36.6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200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能源互补转变，为保护大气环
境，推动低碳发展作出贡献。

普定：

“三个突出”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上接1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
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
方向。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副
书记、省长李炳军来安调研座谈时的讲
话精神，坚决扛起安顺旅游突破发展的
历史使命，抢抓历史性机遇、用好世界级
资源、对标世界级标准，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在全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上当
先锋、打头阵。要聚焦重点发力，整体提
升黄果树旅游区、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
区建设管理水平和屯堡文化保护开发利

用水平，推动安顺旅游业发展实现大突
破。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市级统筹，学
习有益经验，深化改革创新，项目化推进
重点工作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全面
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工
作动员部署会精神，坚决扛牢全面建立
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工作政
治责任，准确把握目标任务抓好工作落
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改革开放闯新路

市委宣讲团到安顺经开区、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宣讲

2024年安顺市年轻干部廉洁教育
巡回宣讲活动教育系统专场举行

贵州日报讯（记者 鲁毅） 10 月
22 日，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
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贵州长征
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启动正式
运营活动在贵阳市举行。即日起，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
正式面向公众运营。

据了解，“红飘带”自2023年10月
22 日启动试运营至今，合计演出超
8300场，接待省内外入园游客100万人
次、观演游客近8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
色旅游的经典之作、必到之地。

“红飘带”内容设计上以“高昂的旗
帜，不绝的队伍”为主旨，由全域行浸数
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多
彩飞越》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红飘带·
伟大征程》整体以无名英雄、血火洗礼、
伟大转折、砥砺征途、胜利丰碑以及新时
代新长征六个篇章组成，集合AI虚拟交
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

实技术、三维声场等最新科技手段，结合
场馆空间和影像的变化，数字化全景视
角呈现红军长征经典场景，让观众可身
临其境地体验领悟长征伟大征程。《红飘
带·多彩飞越》则是贵州首个8K电影级
巨型LED球幕飞行影院的首演剧目，可
以让观众犹如亲身飞行于多彩贵州壮美
山河之上，让观众在飞行影院全方位、全
视角、全景领略贵州大美风光。

启动活动上，“红飘带”总导演、总
设计王志鸥对红飘带文化科技融合创
新成果进行了解读；军人、学生、教师等
各界代表讲述对“红飘带”的观后感。

目前，“红飘带”已荣获“2023中国
旅游产业影响力十大案例”“贵州省文
旅融合创新示范项目”“第六届‘绽放
杯’5G应用征集大赛贵州赛区一等奖
和特色奖”“2023年省级旅游科技示范
园区”等10余项殊荣，涵盖建筑工程、科
技创新、展演宣推等多个领域。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正式运营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去
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贵州
深入学习领会并依托丰富多彩的文化
资源，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
实践地。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贵
州重磅发布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大
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
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
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
全省文化工作者勇立时代潮头，投身多
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全面提升思想引
领力、舆论影响力、文明塑造力、文化竞
争力，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持续推出更多具有贵州特色、全国知名
的文化精品、文化品牌，以高质量文化
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激发文化活力，彰显文化自信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
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
源。”高擎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黔贵大
地上的文脉华章气象盛大、生机盎然。

在乡村，贵州大力挖掘民族文化，
一批如“村BA”“村超”“村T”“村晚”

“村马”等“村”字头文体活动，引起国内
外各界关注，这些活动因根植乡村文化
基因而从“爆红”走向“长红”，彰显文化
自信。

今年国庆期间，第一届贵州“村超”
“一带一路”国际友谊赛暨贵州——粤港
澳大湾区“村超”足球友谊赛正式开启，
吸引了多支海内外足球队同台竞技，除
了精彩比赛，当地群众身着民族盛装欢
迎，比赛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民
族服饰等非遗元素轮番上场，在观众面
前刮起最“炫”民族风，吸引49.89万游客

走进榕江。
10月13日，“美丽毕节”国庆节主题

摄影展、美术展在毕节市新型城市公共
文化空间举办，吸引不少当地群众前来
观看。毕节市民胡枫表示，通过展览对
本地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贵州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广
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贵州着眼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
全部免费开放。

传承文化基因，赓续文化根脉

今年初，贵州省博物馆《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向
公众开放，系统展示贵州30万年历史文
化。作为贵州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重点项目之一，该展精心筹备近3
年，展出3500余件（套）贵州省博物馆馆
藏文物精品，截至7月底，该展吸引100
万人次观展。

站在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囤的三
十六步天梯，跟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
看贵州——走进遵义”联合采访活动来
到贵州的台湾青年赖翊凡感慨：“这是我
们中华民族历史重要的一部分，亲眼看
到、亲自走过后，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了民族的根和魂。”

去年，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获得“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出土文物清理及
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陆续建立完善的
资料库和数据库，为之后的考古报告编
纂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贵州以“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
文脉 谱写时代华章”为主题，开展赛
龙舟、传统医药非遗体验、非遗普法宣

传等114场文化活动，集中展示了我省
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方面的成果。

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等4家单位
获得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
集体，是全国获奖单位最多的省份之一。

10月22日，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
馆（红飘带）在试运行一年后正式运营。
落户贵阳的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
（红飘带）和落地遵义的《伟大转折》剧目
是贵州用数字语言向世界讲述长征故
事，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一大成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丰收。国庆期间，“红飘带”每天演出9
至 11 场，场场爆满，日均接待游客超
9000人次。《伟大转折》剧目吸引观众21
万人次。

丰富文化供给，提升文化获得感

9月15日，黔剧经典老戏《秦娘美》
新编再登台一票难求，观众张龙意犹未
尽地说，从黔剧中看到了贵州文艺的高
创作水平。

今年春节，一曲《上春山》在春晚唱
响，不仅让贵州赚足了热度，也拉开了贵
州文艺作品“出圈”序幕。这一年，贵州
文艺从文学、电影到电视剧、纪录片，从
戏剧、演艺到美术、民间文艺，百花齐放、
竞相争艳。

由贵州拍摄或联合拍摄的电视剧
《大道薪火》《丁宝桢》《沸腾的群山》
《春风化雨》《走进大西南》等5部作品
相继在央视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以
及各大卫视黄金时段和网络平台热
播，反响良好。

歌曲《永远是一家》《因为有光》等唱
响元宵晚会、中宣部全民阅读大会等，
《大山的小孩》入选中宣部《童声里的中
国》全国推广曲目；第六届中国西部交响

乐周在贵州成功举办，12支西部交响乐
团在贵州奏响时代华章。

第 34届“飞天奖”、第 28届“星光
奖”颁奖台上，《万桥飞架——山水间的
人类奇迹》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
奖；电视剧《丁宝桢》《大道薪火》获“飞天
奖”优秀电视剧提名。

在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25部获奖作品中贵州占2席，牧
之作品《盘江魂》获诗歌奖，姚瑶凭借作
品《“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
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获报告
文学奖，该作品还与图书《乒乓响亮》同
时入选2024年“中国好书”。

“新时代·唱响多彩贵州”歌曲征
集活动共收到有效稿件 405件；12个
项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实现获得扶
持项目数量历史性突破；舞剧《天蝉地
傩》等文艺作品多次登上全国展示平
台；京剧《阳明悟道》3次进京展演，全
国巡演超40场，冯冠博斩获梅花奖、白
玉兰主角奖等奖项；歌剧、话剧、影视
剧创作场景火热，贵州省文艺精品创
作扶持重点项目，原创歌剧《王阳明》
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舞台完成首轮3场
演出，好评如潮；72件美术作品入选第
十四届全国美术展，成为继第十三届
全国美展贵州取得入选53件作品历史
突破后的又一突破。

与此同时，贵州文化以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10多项贵州剧目展演、美术
展、非遗展、中秋主题文化活动，赴意大
利、瑞典、荷兰、华盛顿、澳大利亚、罗马
尼亚等海外地区，传递浓厚的中华情谊
与贵州特色。在今夏举行的第22届美
国华盛顿“中国文化节”上，贵州组团亮
相得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盛赞：贵州
在中美人文交流方面走在了前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发挥特色文化优势 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

多彩文化奏华美乐章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在黄果树旅游区黄果树镇，山水绝
唱的大山深处藏匿着一个古老的村庄
——募龙村。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拥
有大自然的静谧，蓝天白云下，群山环
绕、依山傍水、风景如画，在这片环境
中，募龙村犹如一颗明珠享受着山山水
水的滋养。

金秋十月，汽车沿紫黄公路进入募
龙村地界，再沿着河岸蜿蜒崎岖的山间
公路不断前行，驶出沿河公路，继续环
山而上，不一会儿，便来到募龙村村民
委员会。

走进募龙村，宽阔平坦的乡村道路
干净整洁，民居错落有致，家家户户房
前屋后绿意盎然。募龙村有3个自然村
寨，4个村民小组，共250户1071人，是
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寨，居住着布依
族和苗族，其中布依族占85%，苗族占
15%。“募龙”是布依语，意指“龙在水
井”里。2014年11月，募龙村被列入第
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募龙村选址很讲究，村民居所讲
究靠山不近山，临水不傍水。村落为南
北坐向，左右有大山‘关拦’，前有郎宫
河环抱。”募龙村村支书王仁超介绍，募
龙村民居石屋均沿着山势自上而下修
建，石屋层层叠叠、布局井然有序，形成
纵向走势，横向一条乡村主路穿村而
过，多条支巷道将各家各户相连，形成
片状的布局结构。

募龙村很久以前有古道穿村，为
村民外出交流提供了交通保障，但随
着时代变迁，古道逐渐被新修的道路
取代。此外，募龙村还有两处古坉墙
和三口古井。古坉墙约建于 250 年
前，分别在一二组的“猫坉山”上和三
四组的“坉科雷”山顶上，古墙围绕山
顶，均为当时的村民用于防备战争匪
乱。全村的三口古井，一口在一组的
东面，另一口在二组的西南方，第三口
在三组的东边路边，古井水源充沛，除
供人畜饮用外，还能为周围的田地提
供生产用水。

漫步募龙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村中的百余棵古榕树，这些古榕树在每
个村民小组都有分布，树龄长的有500

多年。除了古榕树之外，还有金丝楠、
小叶紫檀、水冬瓜等。在募龙村文化广
场，一棵巨大的古榕树，静静地伫立其
中，由于树冠繁茂，遮蔽了大半个广场。

王仁超说，每年大年初二，全村人
都会到广场的古榕树下商讨村寨发展
的事宜，非常热闹。

穿过募龙村文化广场，来到募龙村
一栋古民居前，老屋依旧活力四射，房
屋建造属于石木结构，还有村民居住，
房子的基石非常讲究，窗为雕花窗，进
耳房的上方横板上有雕龙画凤图案。

“现在村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并不
多，有一些因年久失修已经无人居住，
目前还有5处民国时期的建筑，保存基
本完好。”王仁超介绍。

走进村民韦登秀的制衣坊，衣架上
摆放着一排排颜色鲜艳、款式各异的布
依族服饰。

“这些服装有男款，也有女款，都是
我自己买布来裁剪制作的。”韦登秀介
绍，大多数布依族女性都会制作布依族
服饰，她也是从小跟着长辈学习，才掌
握了这门手艺。

“赶集的时候会将服装拿到集市上
去卖，价格根据服装用料和工艺不同而
不一样，贵的上千元，便宜的三五百
元。”韦登秀说，除了在集市上卖衣服，
她还通过抖音平台发布自己制作、展示
民族服饰的视频，吸引了不少粉丝购
买，一年下来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目前，我们村有4户人家专门制作
少数民族服饰，依靠这门手艺，他们实
现了增收致富。”王仁超说。

如今的募龙村，村寨里里外外焕然
一新，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群众的精神
面貌都散发着生机与活力，一幅美丽宜
居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