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普定县农机
中心到该县水井村开展
水稻机收减损测产工
作 。 经 测 产 ，亩 产 达
512 公斤，机收减损率
在2%以内，实现减损增
效。图为测产现场。

□记者 鲁开伟 摄

3.普定县农机中心开展水稻机收减损测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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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是格凸河景区观赏
“格凸神光”的最佳时节。图
为 10 月 28 日游客争相拍照
赏景。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记者 高智 文/图） 日前，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团到关岭
自治县中医医院开展“穗顺同心 健康
同行”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

活动现场，来自广州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针灸科、外科、儿科、消化内科等多
个学科的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
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通过“望、闻、问、
切”中医四诊，认真细致地为群众诊疗，
并结合就诊群众的生活习惯讲解中医
调理和预防保健养生知识，宣
讲中医药文化，帮助群众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据了解，此次“穗顺同心
健康同行”义诊活动共计接诊
群众100余人次。通过义诊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群众得到高效、优
质的中医诊疗服务和健康指导，也进一
步弘扬了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增强了群
众对传统中医药的认识。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西部协
作对口帮扶关岭自治县中医医院，每年
都会定期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院开展
医疗帮扶，通过教学查房、现场施教、开
展义诊等多种形式对医院进行医疗方
面的指导。”关岭自治县中医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马艳辉说。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团
到关岭开展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 胡典 文/图）“功成不朽”“飞虹”“花
江桥”……10月28日，走进安顺武庙，“花江铁索桥摩崖
石刻拓片展”在此展出，一幅幅精美的拓片，让观众“桥”
见历史，感受中华民族石刻书法文化的魅力。

该拓片展由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安顺文庙
管理处、黔西南州博物馆承办。本次展览展出拓片25件
（套），展期两个月。

据悉，花江铁索桥位于安顺以西关岭自治县与贞丰
县交界处的北盘江上，古为黔滇交通之要枢。花江铁索
桥自清代以来多次维修改造，这些维修改造通过摩崖石
刻、石碑石刻记录下来，完整反映了花江铁索桥的历史，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科学研究、贵州的桥文化遗存
保护和传承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982年2月，被
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安顺文庙管理处负责人谢开然告诉记者：“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重视。
拓片是一种记录文物形状和纹理的方法，可以让人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文物的魅力和历史价值。为提高公众对于
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安顺文庙管理处与黔西南
州博物馆联合在安顺武庙举办‘花江铁索桥摩崖石刻拓
片展’，旨在通过展出这些珍贵的摩崖石刻拓片，让尘封
的历史走进人们的生活，让优秀的文化遗存得到保护与
传承。”

窒息年代——人类文明史不堪直
视的“至暗时刻”；

惊心动魄——故宫瑰宝烽火南迁
中的“典守精神”；

绝地反击——恐惧最终战胜了绝
望的“思想洗礼”；

在今天的安顺市档案馆，较为完
整地保存着一组故宫文物南迁安顺华
严洞时期的纸质档案，记录的是故宫
国宝藏入安顺华严洞后，1942年为了
军需物资的运输等，需要在华严洞周
边修建公路，附近村民减收或免收土
地征收补偿，支援国家建设，这份特殊
的档案就是安顺人口笔相传的《国宝
档案》，国难时期安顺人民舍家撇业共
克时艰的家国情怀，记录在一张张泛
黄的档案卷宗里，组成了故宫文物南
迁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忆，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时荣获中国最震撼网民70
件“镇馆之宝”。

历史是人类生命故事的汇编，
在历史研究中人类情感的代入，更
能帮助读者深潜到时间维度还原历
史全貌。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后，在故宫文物赴安顺之前的短短半
年时间，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
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往
往是文物国宝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
脚就遭到轰炸。得不到了就毁灭，赤
裸裸、血淋淋的野兽行径，再次证实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动的侵略
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抱着“亡其国、灭
其种”意图，掠夺、侵占、施暴、屠戮

只是这场战争的表现形式，而将中
华文明从世界民族和历史长河中抹
去才是其最终目的。护航国之瑰
宝、守护民族文化，当安顺人民定下
了守护故宫国宝的决心，就要将血
肉之躯融入到青黛群山中，与岚横
山峦化为一道道坚固的石长城抵御
敌寇来犯，还要时时提防承受敌人
战机成群呼啸来袭，既然已舍生取
义、以身许国，舍家撇业却又何妨！
另一方面，来自萧墙之内的隐患亦
是卧榻边上的现实威胁。目前有
关安顺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对当时
境内匪患人数并无精确计数，多提
及安顺贼匪之患自清末开始成形，
至民国盗匪猖獗，我们可以从解放
后剿匪斗争期间的统计数据侧面
窥探当时情况，1950 年初，境内共
有大小土匪185股，34000余人，在
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依然历时两
年，通过组织大小战斗940余次，牺
牲干部、战士585人，才打掉匪患这
一毒瘤恶疮，此时留下故宫国宝就
是要时时刻刻处处与穷凶恶极的
强盗周旋甚至以命相搏，这种提心
吊胆、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安顺人
民整整扛了七年，所以说故宫南迁
国宝在安顺得以基本完整保存，是
安顺人民创造的人类保护文化遗
产的伟大奇迹，也是安顺人民谱写
的一曲文化抗战壮歌，承载着深刻
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
忆，也凝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
民族文化精神。

黔中故事天天读

山坳里的故宫（二）
——安顺人民守护故宫国宝的生死抉择

眼下，正值秋季蔬菜丰收的时
节。走进平坝区天龙镇兴旺村芦车坝
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白菜叶片肥厚、
翠绿鲜嫩，宛如铺在地面上的绿色绸
缎。田地里，种植户和工人们正忙着
收割、装筐、搬运、装车等一系列作业，
他们手法娴熟、动作麻利，呈现出一派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早上8点就来地里收割白菜，已
经收了半车，再过几小时这片白菜就
能收割完。”兴旺村种植户王光富说，
村里的白菜都是以地块为单位卖给收
购商，谈好价格后，雇请工人收割并装
车，这种销售方式减少了对白菜的破
坏，收购商出售也能卖个好价格。

近年来，兴旺村依托农业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科学推广绿色蔬菜种植，形成了
特色产业，为蔬菜增产和农民增收打
下了坚实基础。

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兴旺村

的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我家今年种了8亩白菜，长势很

好，今年蔬菜价格不错，预计有3万多
元的收入。”王光富说，每年8月收完
夏季蔬菜就开始种植白菜，从播种到
收获，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看着白菜实
现丰收，他心里特别高兴。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据了解，兴旺村着力发展绿色蔬菜产
业，将其作为促进群众增收、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举措，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依靠“菜篮子”鼓起“钱袋子”。目前，
兴旺村有200多户村民种植蔬菜，种
植面积4500余亩。

兴旺村驻村第一书记任波说：
“兴旺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和气候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产业，采
取错季种植、错时移栽、错峰上市，不
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效益，使蔬菜
种植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

走进安顺武庙 赏拓片观历史

天龙镇兴旺村：

白菜喜丰收“蔬”通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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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将收割的白菜装车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 连日来，西
秀区双堡镇抢抓当前有利时节，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废旧地膜回收专项行动，促
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来到双堡镇大坝村田间地头，农服
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组织村民对废弃农膜
进行集中回收，在完成分离、打捆后，土
壤中的废弃农膜被逐一清理，所过之处
干净平整。

“以前残膜留在地里，被风吹得到处
都是，不仅影响人居环境，还破坏土壤结

构，影响来年庄稼产量。这几年，我在春
播前和秋收后都会第一时间对残膜进行
回收，再进行秋翻，为来年丰收打好基
础。”大坝村村民王兴全说。

近年来，双堡镇持续开展残膜回收工
作，通过现场会、广播等多渠道向农户宣传
农用残膜回收政策和污染防治等内容，不
断提高农户对废旧农膜污染危害的认识，
营造群众主动参与残膜回收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双堡镇已回收残膜200
余吨。

西秀区双堡镇：

开展废旧地膜回收专项行动

市民参观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