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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安顺经开区洞口流民族学
校的操场上，正在进行芦笙表演的学生
们身着华美的苗族服饰，手持芦笙，身姿

灵动、目光专注，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或吹奏、或舞动……

近年来，安顺经开区洞口流民族学

校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将“少
数民族芦笙”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引入学校课堂，让学生近距
离感受民间传统技艺的魅力，促进非遗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学校开设的芦笙文化特色课程让
我们‘零距离’接触、直观感受非遗技
艺之美，民族文化让校园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有趣。”九年级三班的杨思琪，
加入芦笙社团学习芦笙吹奏已有两
年，谈及在校参与芦笙社团的点滴，满
是感慨。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领悟芦笙舞的
精髓，学校特别邀请苗协会的杨雪老师
前来教学授课。杨雪老师不仅深入浅出
地传授芦笙吹奏的技巧，还精心编排了
富有魅力的舞蹈动作。此外，她还带领
社团学生走出校园，参加各类芦笙文化
交流活动。

“开设民族特色课程，是为了让学生
们了解、学习和体验更多的优秀传统文
化，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进而保护和传

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进校园在
传承和发扬民间艺术的同时，也为创建
特色校园文化提供了支撑。”洞口流民族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慧琼说。

芦笙是苗族文化的一种象征，苗族
芦笙在表演吹奏方面把词、曲、舞三者融
为一体，保持了苗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原
始性、古朴性。为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
这一民族文化，洞口流民族学校在抓好
常规教学的同时，创新办学方式，依托学
校周边民族村寨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富矿，于2017年创建
芦笙队。2021年，又精心打造芦笙社团
等多个民族文化社团。

“学校一直把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无论是在校园文化
设计方面，还是在校本课程设计和活动
开展方面，都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线，充
分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开设苗族芦笙舞
等社团，并邀请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到学校授课，让学生们受到民族传
统文化的熏陶，让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
承和发扬。”赵慧琼说。

近日，紫云自治县板当镇同合村大
寨组致富带头人王政伟的金橘采摘园
里，金黄的果实缀满了枝头，压弯了枝
干。据了解，王政伟不仅自己种植了约
10亩金橘，所产出的金橘香气馥郁、色泽
金黄，受到市场欢迎，他还带动村里的群
众一起种植，目前全村已种植柑橘 800
余亩。

□记者 陈婷婷 摄

冬日，记者来到经开区宋旗镇和兴
村草莓种植基地，只见大棚里一垄垄草
莓长势喜人，从绿叶间探出鲜红饱满的
果实，令人垂涎欲滴，工人们穿梭在田
间采摘草莓。

来自安顺市区的水果收购商胡先
生近几年都在这里收购草莓，今年一听
说草莓成熟便立即赶来收购。“这里种
植的草莓主要是老品种，香味浓，口感
和品质非常好，每年都要提前预订。”胡
先生说。

据种植户邹汶辛介绍，早年间他曾

前往省外学习草莓种植技术，学成以
后，先后在贵阳、西秀区七眼桥镇等地
种植过草莓。2019年，在和兴村村两
委的支持下，他流转了50余亩土地发
展草莓种植。目前，该基地共有46个
大棚，种植有奶油、巧克力、白雪公主和
粉玉4个品种的草莓，市场价格为40元
每斤，主要销往贵阳、六盘水、昆明和安
顺周边地区。“这两天草莓开始陆续上
市，刚成熟了一些老顾客就赶着来采摘
订购，棚里的草莓供不应求，预计10天
以后将会迎来大上市。”邹汶辛说。

近年来，和兴村成立了“安顺开发
区红兴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结合本村实际，因地制宜，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草莓种植产
业。为助力草莓产业提质增效，该村
争取了5万元资金在草莓基地安装变
压器，并建设产业道路，安装了大棚滴
灌设施。

目前，草莓产业已成为和兴村一项
富民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2023
年，基地草莓产量达3万余斤，产值约
80万元，每年发放土地流转费5万元，

务工工资20多万元，带动近400人次
务工。”和兴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孝友说。

家住和兴村的村民杨波飞已在基
地务工5年时间，平时参与移栽、管护、
采摘等环节的工作。她告诉记者，草莓
基地就在家门口，空闲的时候她每天都
来基地务工，一天有100元的收入，还
方便照顾家里。

何孝友表示，和兴村将进一步提高
草莓种植管理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
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务工，共享

“甜蜜果实”。
本报讯（蔡齐秀） 今年1月以来，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持续做好案件查办
“后半篇文章”，把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作
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举措，针对
党员干部领域不同、职级不同、类别不
同，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推动警示教
育精准聚焦、常态长效，进一步提升全县
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现实教训、身边案例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用‘身边案’警
示‘身边人’，更能够让党员干部把自己

‘代入’其中，真正触及灵魂，形成震慑。”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

该县纪委监委梳理近年来查处的具
有代表性、针对性的典型案例，运用“现
身说法+案件剖析+总结教训”的形式，
拍摄制作警示教育片《贪途末路》，充分
利用“身边案”释纪释法，教育身边人以
案为镜、以案为戒。将忏悔书作为警示
教育的“活教材”，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
部忏悔书》，供全县各级各部门“一把手”
作为自我警醒的重要材料，教育引导“一
把手”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引为镜

鉴，自觉对照检视，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该县纪委监委注重深化拓展“多维

度”警示教育，以本地布依族苗族家训、
家书、家族历史中的廉洁元素和本县查
处的典型案例作为“活教材”，运用图文、
影音等形式，打造镇宁自治县家风家训
馆、镇宁自治县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
基地，通过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结合，以
案释纪释法，以案促改促教。

同时，选取工程建设领域、粮食购销
领域、教育系统开展同级同类警示教育，
通过通报典型案例、组织参观违纪违法
案例专题展、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和观看
警示教育片等方式，提高警示教育的针
对性、有效性，推动警示教育“精准滴
灌”。在突出“关键少数”和行业系统的
同时，县纪委监委结合实际制发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方案，督促各乡镇（街道）、部
门（单位）利用本系统、本行业领域发生
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推进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警示教育全覆盖。截至目前，各
级各部门共计9542人次接受警示教育。

镇宁自治县纪委监委：

用好身边典型案例
分层分类做实警示教育

宋旗镇和兴村：
冬季草莓“甜蜜”上市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和 美 乡 村 看 振 兴

安顺经开区洞口流民族学校：

让民族文化之花在校园绽放
□本报记者 罗野 实习记者 陈思雯 文/图

12月1日，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联合相关部门在万绿城大润发广场开展
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 终结艾滋 共
享健康”，活动共发放艾滋病防控宣传资料2000余份，有效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防
艾意识。 □记者 李磊 摄

学生吹奏芦笙

本报讯（记者 刘凤 李磊 文/图）
11月30日，“黔味贵州·食在安顺”安

顺市第二届美食评选展示活动在西秀
区若飞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地戏表演、歌曲演唱等
活动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
艺术文化的魅力。

随后，美食评选活动正式拉开序
幕，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带着
食材现场制作，纷纷亮出拿手绝活，空
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辣子鸡、干锅
牛肉、灌汤猪脚、乾隆帝王蟹……各式
各样的菜肴一出锅就让现场游客垂涎
欲滴。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鸡枞辣子鸡，
这是苗族人家餐桌上招待贵客的菜
肴。”来自安顺经开区百寿园农庄的厨
师陈前鸿说，这次比赛是一个很好的展
示和学习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家相互交
流学习，还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安顺地
道美食。

“我从微信朋友圈了解到这次活动
的举办时间，就带着家人一起来观看。
这个活动的举办，可以让安顺市民和广
大游客品尝安顺的地道美食。”市民张
平说。

作为此次美食评选活动的评委，市

烹饪饭店行业协会秘书长杨贺元告诉
记者：“这次美食评选活动规模更大，氛
围更热烈，共有百余名厨师参加此次活
动。活动充分展示了安顺美食文化，有

特色小吃和本土名宴，对屯堡文化的餐
饮技艺传承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据了解，此次美食评选活动为期两

天，包含“安顺名宴”推选、美食厨艺评
选、美食音乐会、农特产品展销等系列
活动，旨在宣传推广我市美食文化，助
力一流旅游城市建设。

安顺市举办第二届美食评选展示活动

燃气安全系万家。近年来，我市着
眼燃气输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燃气管
道铺设工程，据统计，今年年初以来，全
市新增燃气管道46.38公里，预计年底
可完成新增50公里的铺设目标。

“全市现有城镇燃气管道1578.91
公里，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燃气的同
时，安全监管也尤为重要。”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党组成员何玉尤告诉记者，实
现燃气管网全覆盖的同时，为做好燃气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城镇燃气管理
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对各类安全隐患开
展大起底大排查，共排查发现燃气隐患
38起，均已制定管控措施，已完成更新
改造燃气管道7.2421公里。

除燃气管网外，瓶装液化石油气的
安全保障也是重中之重。为规范瓶装
液化石油气配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瓶装液化石油气
配送服务工作的通知》，切实筑牢瓶装
液化石油气配送安全“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全市共更
新更换统一制式三轮车 169 辆，实现
制式车辆全覆盖配送，并选用《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中的三
轮车作为配送车辆，对车辆进行注册
登记、备案等工作，车身喷涂统一标
识、编号及企业信息后，启用新车辆配

送瓶装液化石油气，提高正规燃气辨
识度，进一步压缩“黑燃气”生存空
间。配送人员在执行配送任务时，严
格落实随瓶安全检查，确认气瓶合格、
确认用气环境和设备安全、确认将安
全使用知识告知用户，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立即处理，将风险控制在
早、在小。

“以前瓶装液化石油气由两轮摩托
车进行配送，气瓶摆放不规范，遇到雨
雪天气可能会导致侧翻、燃气泄露等。”
何玉尤告诉记者，现在更换为有燃气特
许经营权的运输车辆，统一配送车型、
统一标志标识、统一规范运行，这不仅
保障了燃气配送安全，也方便公安机关
和燃气用户甄别“黑燃气”。

此外，为强化全民用气安全意识，
市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成员
单位深入乡镇、社区、集市、商业综合体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多形式的燃气安
全宣传活动，向居民、商户宣传安全使
用燃气、如何检查燃气、燃烧器具连接
管是否老化破损等知识。同时对用户
燃气设施设备操作维护人员进行安全
使用和应急处置知识培训等。

据悉，今年年初以来，开展燃气安
全排查整治及“回头看”，发现隐患问题
1575个，完成整改1563个，整改率达
99.24%。

织密燃气“安全网”
守护万家“烟火气”

□本报记者 刘凤 实习记者 周雪

市民观看选手现场制作

本报讯（记者 卢维） 11月 29日
至12月1日，由贵州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主办，中国网球协会指导，贵州省老年体
育工作管理办公室、西秀区人民政府、安
顺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2024年贵
州省老年人匹克球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约50名老年人参加。

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用理论和实操
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动作要点、基本规
则、战术策略等进行详细讲解和充分

训练。
活动旨在更好引导老年人科学健

身，助力全省老年人运动蓬勃发展。中
国网球协会匹克球推广委员会委员段少
武告诉记者，匹克球是一个手眼脚协调
参与的运动，对老年群体的健脑、健身有
非常大的帮助。

据悉，经过严格的技术和理论考试
后，将向参训的合格学员颁发中国网球协
会匹克球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2024年贵州省老年人匹克球培训班
在我市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