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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化地戏形成于清朝雍正年间，主
要流行于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凡化村，是
一种头戴木刻假面的民间戏剧，演员都
是当地的农民，其由来与屯堡人的生产
生活有关，属于屯堡地戏的分支，也是屯
堡文化的延续，于2015年被列入贵州省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清朝雍正年间，凡化村陈、王、杨几
大姓氏的先辈从天龙屯堡周边迁居至关
岭，定居于凡化，同时也将屯堡地戏带到
了这里，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
过一代又一代“凡化人”的接续传承，形
成了融合腔、调、唱、念、做、打、舞、演等
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凡化地戏；表演时，
演员头顶面具、面罩、青纱，背插小旗，手
持刀枪等兵器，在铿锵的锣、鼓、钵的伴

奏声中相互唱和舞打，场面非常热烈。
“凡化地戏在旌旗、服饰、脸谱上均

有讲究，且以武戏为主，文戏为辅，演绎
武戏时，动作大，力道重，所以在服饰上
增加了护膝，还把原先的大袖包了起来，
方便表演。”今年42岁的王秀双是凡化
村村委会副主任，是凡化地戏新一代的
传承人，也是凡化地戏队的队员。他告
诉记者，凡化地戏源于屯堡地戏，但在一
代代的传承中，其唱腔、动作、说词、鼓
点，以及戴脸谱的位置和服饰都有别于
如今的屯堡地戏。

凡化地戏分为两堂戏，一堂为楚汉
争霸，主要演绎秦汉交接之间，刘邦与项
羽逐鹿天下的交锋；一堂为唐宋争锋，主
要演绎宋太祖赵匡胤征南唐的故事，两

堂戏各自有4本书。在演绎时，要根据
演员的身形、嗓音、性格来搭配地戏中的
角色，使其更符合历史人物的形象。

年过古稀的陈世泽是凡化地戏的
第15代传承人，他自16岁起便学戏、演
戏，与地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60多年
来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凡化地戏的“接
棒者”。

“凡化地戏有4个标准，所唱音调要
整齐、动作要整齐、步伐要整齐、要与鼓
点配合密切，达到了这4个标准才能上
台唱戏。”陈世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要想唱好一台戏，只有不停地练
习，希望后辈能够把凡化地戏带上更大
的舞台。

为了更好地传承、学习、宣传凡化

地戏，凡化村依托东西部协作资金150
万元的帮扶支持，将闲置多年的老凡化
小学旧址改造成为凡化村地戏文化传
承馆，开展研学、观摩等活动，让更多的
人可以深入了解凡化地戏的历史渊源、
表演形式、艺术特点以及在当地文化中
的重要地位，切身感受地戏文化的源远
流长。

2023年3月，关岭自治县在凡化村
举办了首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凡化地
戏艺术节，来自安顺各地及六盘水市的
10 余支地戏队齐聚一堂展演、交流；
2024年3月，该县第二届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凡化地戏艺术节如期而至，各地
地戏队再一次来到凡化村。

如今，每逢县、镇、村举办相关文艺
活动时，凡化地戏都是不可或缺的表演
节目之一，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凡化
地戏艺术节也同样成为了关岭自治县又
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目前，村里省、市级的凡化地戏非
遗传承人仅有4名，且年龄都在70至90
岁之间；凡化地戏队有成员近50人，其
中年纪最大的已80多岁，最年轻的30
多岁。”王秀双说，凡化村地戏协会和凡
化地戏队计划在春节返乡和寒暑假期间
组织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凡化地戏，接过
传承凡化地戏的“接力棒”，同时村里也
将用活用好地戏文化传承馆，按照“文
化+旅游+就业”的模式，探索“楼下展
厅+楼上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发展研学、
民宿和地戏手工艺品销售等业态，不断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强大家对非遗地
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身体力行地
去推动凡化地戏蓬勃发展，以文化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

凡化地戏：

一戏唱尽百年古韵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凡化地戏表演凡化地戏表演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 12月24日，五届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周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祥坤出席会议。

■ 12月24日，市政协召开低空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协商”座谈会。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杨平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文捷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唐国栋） 12 月 24

日，五届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第十七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
达学习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村巡
察工作推进座谈会、全省对村巡察工
作推进会精神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第十二次会议精神，听取五届市委

第七轮巡察阶段情况汇报，研究安排
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对村巡察工
作的部署要求，突出政治定位、强化分类
施策，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安排巡察组织
方式，推动对村巡察工作走深走实。要

强化对村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促进解
决基层问题和群众身边问题，以实际行
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涉粮问题专
项巡察“回头看”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
精准有效开展监督，既要紧盯“老问题”
不放，又要着力发现“新问题”。要严格
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强化上下联动

和贯通协调，充分发挥系统优势，深入查
找和推动解决涉粮领域突出问题。要强
化组织协调，严格内部监管，有力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本轮巡察
任务。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纪
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巡察组、市
委巡察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按照《安顺市市管专家选拔管理办法》（安市办
发〔2017〕4号）有关规定，经逐级推荐、资格审查、专
业评审、考察、会议研究等程序，现对安顺市第七批
市管专家人选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12
月31日。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在公示

期间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反
映情况请用真实姓名和身份，并提供联系方式以
便核实。

特此公示。
举报电话：0851—12380
举报网站：http://www.anshun12380.gov.cn

短信举报：18308638215
通讯地址：安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安顺市市府路市委大院内市委组织部四楼）
邮政编码：561000

安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2月24日

安顺市第七批市管专家人选
（共4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单位名称
万 洋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应刚 安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包爱明 贵州南山婆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任福海 安顺机械工业学校
刘之伟 关岭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刘文龙 安顺市人民医院
刘宗顶 安顺市第二高级中学
苏 海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杜传红 安顺学院
杜志明 安顺学院
李龙鑫 中共安顺市委党校
李魁印 安顺学院
杨 苧 安顺市实验学校经济技术开发区分校

杨集梅 安顺学院
吴伟民 安顺学院
宋贞富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宋继伟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2地质大队
张 凌 安顺市博物馆
张 斌 安顺市体育训练中心
张秋云 安顺学院
张殿喜 安顺学院
陈 辉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陈少波 安顺学院
陈优海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燕萍 安顺市人民医院
罗 君 普定县中医医院
罗 梅 安顺市实验学校
罗华荣 中国贵航集团三0二医院
周 明 安顺市西秀区周官明艺木雕坊
孟凡松 安顺学院
胡玉林 安顺学院

胡贤锋 安顺学院
胡艳梅 安顺市实验学校
凃红玲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宫 青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班永飞 安顺学院
晏 晨 安顺市人民医院
徐 敏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郭军成 安顺市气象服务中心
唐小波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梁 燕 安顺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程 蕾 镇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鲁 珊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雷 宇 安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雷 军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蔡汝鹏 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中心学校
廖兴坤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谭美林 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黎汝栋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安顺市第七批市管专家人选公示

“去年刚建好的红白事场地，今年
村里又帮我们硬化，大家一说起这事，
个个都要竖大拇指说声好。”在关岭自
治县关索街道高坡村小鲁灰组，小组长
曾代富看着组里硬化好的红白事场地，
转过身向记者笑着说：“下个月在外面
工作的人回家过年，有个停车的地方，
路上也不会堵了。”

长期以来，小鲁灰组都缺少一个办
红白事的场地，只要组里有村民家中有
红白事，只能占用通组路，既容易造成
交通堵塞，办起事来又十分不便。

去年，曾代富看着村里其他组纷纷
向村委“点单”，心里也活络起来，当即
与组里的村民代表碰头商量，便把修建
红白事办事场地的需求报给了村委，村
委了解情况后，在当年的产业“红金”里
拿出6500元支持，并积极联系爱心企
业免费提供所需石沙。在村委的牵头
下，小鲁灰组各家各户不但筹资1500
元，还拿出700多平方米的自留地作为
红白事场地，出钱出工又出力，把红白
事场地建好了。

场地建起来了，但硬化需要10多万
元，村民继续自筹资金不现实，村委能
力又有限，要如何解决群众难题，满足
群众需求？高坡村村委积极争取相关
政策支持，通过“一事一议”项目，帮助
小鲁灰组将场地硬化。

“‘点单式’基层治理模式是我们村
近年来积极探索的新思路、新方法，经
过不断地实践、总结、优化，从最初村委
出资单一化‘买单’发展成如今的多元
化推动各个惠民项目落地落实，在为村
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同时，更有
效激活其内生动力和‘主人翁’意识，逐
渐形成村民自治、乡村善治的良好局
面。”高坡村党支部书记罗希说。

高坡村大兴下组白泥巴洞生产便
道是该村最近完成的一个“订单”，原先
这条路只是一条0.5米宽的小毛路，但
却连接着数百亩土地，要想打通这条生
产便道，需要用到村民王学仕家的2亩

林地。
“村里能牵头是好事，这条路修通

了，明年大家发展产业都方便。”王学仕
得知此事后，二话不说便将家里的林地
让了出来。

村委支付挖掘机租金，大兴下组群
众投工投劳砌堡坎，待路挖通后，又通
过申请2024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
这条150米长的生产便道进行了硬化，
高效落实“订单”的态度获得组里村民
的频频点赞。

该村新云组的通组路和机耕道，因
杂草过于茂盛，把路面遮挡了近一米，
村委“接单”后并没有请人处理，而是提
供工具、饮水等物资保障，带领村民集
中清理；田家寨组的议事场地无灯照
明，一到晚上开小组会、院坝会，不是摸
黑开会，就是用农用车车灯照明，村委

“接单”后当即购买一盏太阳能路灯，由
村民自行安装，并后续又为每个村民组
购买1至2盏太阳能路灯安装在议事场
地，近期又向县财政局申请了82盏太阳
能路灯全面提升全村亮化工程……

从2022年7月打通大兴上组吊洞
生产便道完成“首单”，到近期打通大兴
下组白泥巴洞生产便道。在短短两年
时间里，高坡村通过“点单式”基层治
理模式，将“问题清单”变成“行动清
单”，让村子一个个治理难题迎刃而解，
截至目前，已投入使用产业“红金”14余
万元，积极申请各类惠民项目5个，先后
为辖区各小组“买单”20次，惠及村民
748户3006人。

“‘点单式’基层治理模式拉近了我
们村干群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村民的集
体荣誉感和参与村级发展的内生动力，
提升了村民对村级项目实施和服务水平
的满意度，形成了推动乡村振兴、共创美
好家园的强大合力。”罗希表示，接下来，
高坡村将按照共建、共享、共治、共荣的
理念，持续做好做优做强“点单式”基层
治理模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信任感、归属
感、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关索街道高坡村：

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提升为民服务新效能

□本报记者 高智

岁末将至，位于镇宁自治县产业园
区的贵州十里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人们
正加班加点忙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
年度目标任务。

走进该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声不绝于耳，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设
备正高效运转，清洗、翻炒、粉碎、包装，
浓郁的辣香味随着机器的运转不断散
发，工人们佩戴口罩和手套，按照标准
化流程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而有序地
忙碌着，有的在精心挑选优质的原材
料，有的在熟练地操作生产设备，有的
则在仔细地进行产品包装，现场繁忙而
有序。

贵州十里呛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辣椒调料研发、销售为一体的公
司，2017年3月在镇宁落地投产，年产
能可达到1800吨左右。

“我们在原材料这块层层把关，精
挑细选，用传统的加工工艺生产，目前
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渠道进行销
售。”该公司总经理王勇介绍，作为一
家专注于生产辣椒调料的公司，生产

原料主要选用贵州优质辣椒，采用传
统舂制工艺，并利用现代先进设备生
产，生产出来的辣椒既保留了朴实纯
正的香味，也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订单
需求。

在该公司直播间里，只见主播正熟
练地通过直播平台为线上顾客介绍十
里呛辣椒面的特点、价格和优惠活动。
近年来，该公司生产的辣椒调料深受当
地群众的喜爱，随着口碑的积累，“十里
呛”开始搭乘电商快车，通过线上直播
带货进行销售。

“公司现有30余名员工，分为电商
部、市场部和生产部。现在我们每天的
产量在3至5吨，目前线上日销量最高
一天可达上万单。”王勇介绍，公司也在
不断研发茴香味、麻辣味、木姜子味等
味道丰富多样的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群
体对辣椒调料口味的需求。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企业
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王勇表示，公司
将继续拓展市场，把控品质，争取把家
乡的辣椒调料推往全国各地，并在发展
的过程中让更多当地老百姓就业。

贵州十里呛食品有限公司：

奏响“椒”响曲 全力赶订单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工人紧张忙碌工人紧张忙碌

安顺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七次会议
听取五届市委第七轮巡察阶段情况汇报

（上接1版）
今年以来，安顺市积极开展就业帮

扶车间的各项公共就业服务，落实相关
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广州累计援建安
顺就业帮扶车间79个，吸纳劳动力就业
777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860人。

在特色产业基地，“贵州朵贝茶产业
工”采摘嫩绿新芽，“黄果树旅游新农人”
热忱服务游客，“轿子山破酥包师傅”精
心制作美味包子，“紫云红芯红薯培育
工”细心培育红薯苗。这些特色劳务品
牌，带动就业8.64万人。

安顺市建立的17个粤黔协作“一县一
企”农村劳动力稳岗就业基地蓬勃发展，累
计带动663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东西
部劳务协作“直播带岗基地”里，主播们热
情推介岗位，求职者通过网络觅得心仪工
作。此外，东西部劳务协作资金开发的

4000个乡村公益性岗位，让就业困难人员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有了稳定收入。

下一步，两地将持续优化协作机制，
创新工作方法，为更多劳动者铸就更加
美好的就业未来，携手谱写东西部协作
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