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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典 实习记者 陈
思雯） 11月22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消防科普“嘉年华”在安顺古城历史文
化街区举行。

此次消防科普“嘉年华”活动由
市消防救援支队策划组织，紧紧围绕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开展，以“游文
化古城，话消防安全”为主题，采取地
图打卡的形式，市民群众通过传统的
趣味游戏、先进的VR火灾仿真体验
等方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活动现
场集知识展示、技能学习、互动体验
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消防安全知识答
题、消防器材装备展示、消防救援技
能学习、水带保龄球比赛、模拟火场

逃生等13个学习体验板块，为市民
们打造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消防知识
盛宴。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家庭逃
生路线图、家庭消防安全评估表等消
防宣传资料5000余份，吸引了超过
2000人次的市民参与，并送出网红消
防小熊、消防车模型、抱枕、帆布包、钥
匙扣等多种带有消防元素的文创
礼品。

在互动游戏环节获得消防小礼品
的安顺学院学生宋先玉说：“这个活动
非常有意义，一边参与游戏一边学习
消防知识，学会了灭火器、逃生面罩的
使用方法，还能得到纪念品，很开心。”

市消防救援支队：

一场别开生面的
消防科普“嘉年华”

本报讯（记者 罗野） 11月9日
至19日，西秀区华西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组织辖区各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主题宣传活动。

在华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
指导下，各村、社区通过召开“院坝会”、

入户宣传、集中宣传等方式，积极组织
群众参与移风易俗活动，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讲解移风易俗相关政策。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辖区群众
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3000余份，让
群众深入了解传统习俗的演变，弘扬
现代文明新风。

西秀区华西街道：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典） 11月 21日
至22日，由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的拓
片制作体验活动在安顺市博物馆举行，
让市民亲身体验拓片制作的乐趣，感受
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提升对文化遗产
的保护意识。

据了解，拓片制作是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
和艺术价值。通过巧妙的手工技艺，可
以让拓片呈现出独特的凹凸立体感，经
过精心制作和装裱后，其艺术价值和观
赏性得到提升，进而增强吸引力。

体验活动现场，安顺学院博物馆馆
长吕燕平向大家介绍了活动背景、目的

及拓片制作的历史意义后，专业拓片制
作老师开始进行现场教学，演示拓片制
作的各个步骤，包括石碑选择、清洁、上
纸、捶打、上墨、晾干等拓片制作及装裱
内容。最后由参与者自主选择喜欢的
石碑或石刻进行拓片制作，大家还互相
交流心得，分享经验。

“活动的举办，能够让学生和市民
亲身体验拓片制作，更加深入地了解古
代石刻艺术的魅力和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从而增强保护意识，让拓片制作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
发展，同时也为安顺的文化事业贡献力
量。”安顺市博物馆馆长张凌说。

体验拓片技艺 感受非遗之美

11月20日至22日，安顺经
开区实验小学举行了冬季运动
会。本次运动会设有田赛和径
赛两大类，包含短跑、长跑、跳
远、篮球、跳绳等多个项目。

□记者 卢维 摄

11 月 21 日，2024 安顺市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紫
云自治县第三中学，以丰富
多彩的文艺演出，把优秀的
文化艺术作品送到基层，丰
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激
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勤奋好学的情怀。

□记者 姚福进 摄

初冬时节，走进普定县化处镇水井
村，荷塘上，一群白鹭时而从低空掠过，
时而停留在浅水处觅食。藕田里，藕农
们身着防水衣，手持挖藕工具，将一根
根莲藕从泥水中捞出，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天空、村落、彩色漫道、候鸟及
勤劳的村民，构成了一幅百姓富、生态
美的生动田园画卷。

近年来，水井村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按照“茶果上山、香葱进地、莲藕下
田、种养循环”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乡
村农业旅游。特别是莲藕产业，已成为
水井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现已形成
初具规模的莲藕种植基地，建成了荷叶
茶加工厂和藕粉加工车间，水井村的莲
藕也远销云南、沿海等地。

“今年的鲜藕，一部分已经被云南
客商提前下单预留，剩下的便运送到村
级公司的生产车间加工成藕粉。”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派驻水井村第一书记蔡
定雍说，从2016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开始对口帮扶水井村以来，水井村便围
绕着“荷业+”产业发展模式，不断丰富
产业的内涵。

说起水井村的莲藕，种植大户吴海
和对记者谈起自己种植莲藕的经历，他
是最早参与村里莲藕产业发展的人之
一，曾经自己“单打独斗”过，也与村里
合作过，现在莲藕产业作为村里的支柱
产业，由村级公司统一管理后，吴海和
从村级公司承包了10余亩土地，自主
经营管理。“今年，我家莲藕每亩收入在

15000元左右，10亩莲藕除去成本，净
利润也超过了10万元。”吴海和高兴
地说。

行走在藕田间，部分田埂上已用砖
块砌成了足够一人顺畅通行的观光便
道，蔡定雍告诉记者，这是今年通过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申请的无偿帮扶项目，
用于进一步优化水井村的产业布局，便
道高1.5米、宽80厘米，总长1200米，
不仅可以更加方便游客亲近荷塘观光、
打卡拍照，同时改善了藕田的保水功
能，为下一步藕田套养鱼、虾等水产做
足准备。此外，在农忙时节，便道还能
方便村民们劳作和运输，可谓是“一道
多用”。

近年来，水井村以“荷花+”为重点，
通过“加工荷叶茶+举办荷花节+藕田
套养+鲜藕销售+藕粉加工”的“五步
法”，确保了莲藕产业的持续增收。

清洗、粉粹、沉淀、分离、烘干……
来到藕粉生产车间，新鲜出土的莲藕经
过一道道工序后，纯白的藕粉露出了真
容。普定县水井莲花农业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生产厂长伍海兴告诉记者，最近
每天的生产要消耗6吨莲藕，可生产藕
粉1000斤。

据伍海兴介绍，水井村海拔1500
米，年平均气温约18.5℃，莲藕的生长
期长达10至11个月，确保了莲藕的高
纯度和优良品质。此外，水井村的莲藕
种植坚持纯天然无公害的原则，荷花高
度可达3米，藕粉颗粒含量高达90%。

“莲叶可以做成荷叶茶，莲蓬长出
来可以卖给游客，干莲子还可以做工艺
品。莲杆枯萎了，荷田里养殖的泥鳅和
黄鳝就可以出售，最后挖藕也可以有收
入。”蔡定雍介绍，目前，水井村积极开
发了一系列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如荷叶
茶饮料、布依香粽、藕粉蜂蜜月饼、莲子
芋泥羹等，进一步延长了产业链，提高
了附加值。

除了莲藕种植和深加工，水井村还
充分利用荷花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每年夏季，通过举办荷花节、荷花
摄影展、荷花美食节等活动，吸引成千
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荷花、品尝美食、
体验农家乐。这不仅为水井村带来了
可观的旅游收入，也极大地提升了水井
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据统计，水井村
年旅游收入已突破150万元，产业收益
也连续两年超过350万元。

荷叶成荷“业”，通过发展“荷花经
济”，如今的水井村，已然走出了一条适
合村情的特色产业振兴路。

眼下，正值茶园管护的重要时期，
连日来，西秀区旧州镇茶岭村组织茶农
抢抓农时，加紧除草、施肥、打枝等，进
行冬季茶园管护，为来年茶叶增产增收
打下坚实基础。

好茶是种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
冬季气温较低，茶树上部停止生长进入
休眠期，下部根系的活动反而进入高峰
期，这时的茶园管护对茶叶生长至关
重要。

茶园里，茶岭村党支部书记杨勇正
在组织村民进行打枝，他一边查看茶叶

生长情况一边介绍：“这一片茶园是比
较成熟的，产量比较高，现在正在打枝，
主要作用就是把茶叶打平整，来年好长
出嫩枝。”适时地采取除草、松土、修
剪、施肥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措施，可
以保障每一株茶树都能得到充足的养
分，提高来年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近年来，茶岭村进一步推动茶叶规
模化种植，目前茶叶种植面积达4000
余亩，可采摘面积3500亩。同时，该村
通过“厂房+设备+土地”入股方式，与
嘉合轩农业产业发展责任有限公司联

营村级茶叶加工厂，并约定用工和技术
培训，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让
传统农户成为了产业工人。

“眼前这一片是2022年种植的，有
280亩，明年就可以采收茶青了，现在
村民们正在除草，公司每天有专人组织
他们过来务工，每人每天工作约10个
小时，收入在100元至120元。”茶岭村
村委会主任鲍优品指着眼前茁壮成长
的茶叶说道。

据了解，2024年嘉合轩农业产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茶叶1.2万余

斤，销售茶叶5000余斤。且从前期茶
叶的种植、管护，到后续的采摘、加工，
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带动茶岭
村300余名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全年共发放务工费100多万元。

杨勇告诉记者，目前每天都有村
民20多人在茶园务工，这个冬天要全
面完成管护工作。此外，今年村里还
要新种植100多亩茶叶，过几天平整
土地后公司就会组织村民开始种植，
让更多的荒山变茶山，带动更多群众
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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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处镇水井村：

“荷花经济”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旧州镇茶岭村：

冬季茶园管护忙
□本报记者 李伟

“家风不染尘，清廉惠久远，领导干
部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锤炼党性，
涵养作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方能
引导家人正心修身，崇廉尚洁，戒贪戒
污。”近日，由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联合
县文广局推出的《文化镇宁——清廉家
风》系列节目开播。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结合地域特
色，深入挖掘本地少数民族优秀家风家
训家规，从中提炼“廉”元素，积极融入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断丰富红色家风
传播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家
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良好家风带动
党风政风。

“镇宁是布依族苗族聚集地，家风资
源类型多样、内涵丰富，我们利用家风家
训家规中蕴含的廉洁元素，不断推进廉
洁家风宣传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有效整
合。”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主动深入布依
族聚集地，从布依文化中的谚语警句、家
风家训、碑文实录、民间故事中挖掘廉洁
因子，梳理挖掘出20条布依族家风家训
家规，将其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转

化为开展家风家教建设的生动教材，推
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充分运用优秀家风家训家规资源，
联合多部门打造廉洁家风系列文化产
品，编制创作文艺作品，多渠道拓宽廉洁
家风受众面，不断增强清廉家风教育的
传播力、感染力。例如，联合县文广局收
集镇宁清朝程氏家族《五宜五戒》优秀家
规家训，打造3期《文化镇宁—清廉家
风》系列节目，该系列节目通过诠释程氏
家族《五宜五戒》家规家训中的廉洁元素
与高尚品德，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群众
不断涵养清廉家风。

此外，筛选出布依族家风家训9条
制作成簸箕画长图、展板分别在县警示
教育基地、家风馆、板袍村红色美丽村庄
展陈。同时，将优秀家风家训家规在镇
宁新闻、镇宁文旅、清风镇宁微信公众号
等多元化的媒体渠道广泛传播，让清廉
家风理念深入人心。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挖掘优秀家风
家训家规中的廉洁元素，借助信息化、融
媒体等手段不断拓宽传播广度和深度，
让清风传家成为风尚。”镇宁自治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让清风传家成为风尚
□蔡齐秀

莲藕采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