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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安顺市西秀区第一幼儿园万锦华府园区，小朋友们正在快乐地玩游
戏。据了解，该幼儿园是西秀区今年新增的第二所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约4060
平方米，建筑面积3153.85平方米，增加200多个学位，有效解决周边小区适龄儿童
入园难问题。 □记者 陈婷婷 实习记者 陈思雯 摄

本报讯（倪纯） 年关将至，用电
负荷增长急速，为保障广大群众在用
电高峰期的电力供应，南方电网安顺
供电局借助科技“力量”加快电网升
级改造项目施工进度，不断提升供
电质量。

12月中旬，该局输电管理一所圆满
完成“杆改塔”项目建设。该项目旨在
缩短跨越铁路区段线路档距，提升电网
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推进项目高
质量建设，输电人员运用无人机吊舱技

术，快速牵拉导线，整个放线过程高效
流畅。原本需要多人数小时才能完成
的放线工作，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大
幅缩短时间，省时省力，为电网建设创
造更多有利因素，同时降低铁路运输的
影响。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做好与政府各
部门、各单位沟通协作工作，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情况，对供电主网加强观冰巡
视，及时消除隐患缺陷，为全市人民温
暖过冬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南方电网安顺供电局：

科技“力量”护航电网“迎峰度冬”

本报讯（记者 高智 文/图）日前，
关岭自治县40余家社会单位代表走进该
县消防救援大队，“零距离”学习消防知
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火自救能力。

活动中，在消防员的讲解下，40余家
社会单位代表详细了解了各类消防车辆
的名称、功能、操作事项及车内各类救援
器材在灭火救援任务中的用途，明白了
火灾初起、发展、熄灭的基本规律，火灾
预防、处置方法，以及如何正确拨打119
报警电话、如何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
识。在“灭真火、出真水”活动中，消防
员认真讲解了灭火器、水枪的正确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并邀请现场人员实际
体验操作，进一步强化学习效果。

此次活动的开展，该县40余家社
会单位代表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了
消防知识，懂得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
法和平时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下一
步，关岭消防救援大队还将积极倡导

“全民消防”理念，不断丰富和创新消
防科普教育内容和形式，大力开展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满足公众需求的社
会化消防科普活动，不断扩大消防科
普活动的覆盖面和辐射范围，提高全
民消防安全素质。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顺经开区娄
湖村的红彤彤草莓园，只见一颗颗草莓
鲜红饱满，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下探出头
来，令人垂涎欲滴，游客和工人们穿梭其
间忙着采摘草莓。

“这里的草莓香味很浓，一进大棚就
能闻到果香，今天和朋友过来打算多买
些带回去给家人。”市民丁女士一边品
尝，一边连连称赞。

据种植户刘二洪介绍，他此前曾在
贵阳花溪、苗岭屯堡等地从事过十余年
的草莓种植，去年看中了安顺经开区的
交通优势，来到娄湖村种植草莓，目前基
地占地面积30亩，有48个大棚，共有奶
油、巧克力、白雪公主三个品种。“今年的
草莓从11月底开始采摘，可以持续采摘

到明年4月，主要销往安顺市区及周边，
现在草莓零售价在30至35元之间。”刘
二洪说。

刘二洪介绍，得益于多年的种植经
验和专业的管护技术，基地种植的草莓
迎来了产量、品质和市场的多重提升。
2023年，基地草莓销售额达到80多万
元，今年，每亩草莓产量可达到 3000
斤，好一点的产量能达到5000斤。草
莓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务工
增收。

来自娄湖村的务工村民张英正仔
细采摘着草莓，她说，除了采摘以外，
平时还在基地做些移栽、除草、管护等
工作，一年到头都有事情做。“平时一
个月有两三千元的工资，在草莓上市

加班采摘这段时间可达到三四千元。”
张英说。

刘二洪说，到了采摘高峰期，基地最

忙的时候每天需要20多个工人务工，按
照每小时12元的工钱结算工资，去年发
放务工工资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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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铺镇娄湖村：

小草莓助增收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游客进园采摘草莓游客进园采摘草莓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12月24
日，“振兴粤黔·礼赞协作”南沙·紫云书
画摄影展在紫云自治县展览馆展出。

在展区，一幅幅精美摄影作品，记

录了广州市南沙区结对帮扶紫云以来
的感人瞬间、协作成果、交流交融的点
点滴滴，展现了两地山海情深、携手并
进、共同奋斗的昂扬姿态。

据悉，自2021年南沙、紫云两地开
启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以来，两地在产
业发展、乡村治理、教育医疗、人才交流
及就业等多领域开展帮扶协作，硕果累

累，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展览，展示了
两地帮扶协作成果，助力两地文化领域
深入交流、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振兴粤黔·礼赞协作”南沙·紫云书画摄影展举办

本报讯（本报记者） 近日，记者
从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获悉，因赵
芬与安顺开发区黔钻文化娱乐有限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未履行完毕
生效法律文书被限制高消费。

据悉，申请执行人赵芬申请执行安
顺开发区黔钻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经由安顺市西秀区人民
法院审理后，作出（2023）黔0402民初
6452号判决书，主要内容为：1、被告安
顺开发区黔钻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向原
告赵芬支付人民币26000元；2、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因被执行人安顺开发区黔钻文

化娱乐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安顺市
西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安顺
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 08月
12日依法立案执行。2024年12月，
被执行人安顺开发区黔钻文化娱乐
有限公司因未履行完毕生效文书确
定的义务，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依
法对安顺开发区黔钻文化娱乐有限
公司限制其高消费。

曝光台

12月被执行人未履行判决义务
被限制高消费

“这条路以前是泥巴路，2022年
铺成了水泥路，干农活方便多了。感
谢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党委政府的大
力帮助！”西秀区黄腊乡嘉惠村孔陇大
寨村民李仁祥对村里的机耕道硬化赞
不绝口。

据了解，该乡利用南沙区东涌镇协
作资金27.69万元，道路在前期毛路基
础上进行了大渣垫层，安装了涵管，并
完成了硬化。

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
来，黄腊乡用足用好广州市、南沙区各
类财政援助资金，推进一批帮扶项目落
地见效，不断赋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寒冬时节探访黄腊乡，只见在广州
南沙结对帮扶安顺西秀区的协作力量
支持下，一个个“穗安共建”项目或实现
从无到有，或正在拔地而起，或已经开
花结果……

在该乡河滨村一处文体活动广场
旁，矗立着一栋包含分拣、冷藏、烘干功
能的厂房，有一个1100平方米的钢架

棚，一个2000多立方米的冷库，一个长
8米的烘烤室。

厂房于2022年依托250万元东西
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建成，给当地企
业、农户储存、加工农产品带来了便利，
提升了群众发展农业产业的积极性，为
该乡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
造了条件。

“这里的烘房和冷库建成后，之前
是租给一家种植羊肚菌的公司使用，现
在是一户种植大户用来储存蜂糖李。”
该乡科宣中心负责人陈志富介绍道。

位于羊边城村的贵州省田宝米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宝米业公
司”），是黄腊乡引进的一家规模较大
的大米深加工企业。得力于200万元
广州帮扶资金支持，黄腊乡大米加工
生产线项目今年建成，并出租给田宝
米业公司使用。

进入该公司，稻谷仓储车间里，不
时有销售稻谷的农户开车来卸货；大
米包装车间，一袋袋大米自动装袋、封
口后，通过带式移动输送机送进货车

车厢。
“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

1600平方米的钢架大棚很宽敞，谷仓
可储存2000吨稻谷，还安装了提升机、
输送机、输送带，实现了一键自动输送
原粮。”田宝米业公司总经理罗文帅说，
项目投用后，大大提升了公司仓储能力
和生产效率，降低了原粮散堆和人工搬
运造成的损耗，且节约了人力成本。

罗文帅介绍，公司今年的稻谷收购
量在去年 8000 吨的基础上增加了
5000吨，稻谷大都来自黄腊、刘官等周
边乡镇产粮区。预计今年产值达5000
多万元。

据介绍，该项目每年可增加乡级收
入11万元，其中，20%的收入用于帮扶
全乡脱贫不稳定户及边缘易致贫户，
80%的收入用于乡壮大村集体经济及
发展乡村两级公益事业。除建设投产
的项目外，在建项目也是有序推进。

近期，由南沙区财政援助资金帮扶
的大棚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正在黄腊乡
八寨村、龙青村同步实施。八寨村基地

正在平整场地，龙青村基地已完成场平
施工，待建筑材料到位，就能进行大棚
安装。

“我们利用60万元帮扶资金，将在
八寨、龙青两个村修建30个钢架大棚，
每个大棚长30米、宽8米、高3米。项
目预计明年1月份完工。”该乡乡村振
兴办负责人付杰介绍道，这些大棚建成
后，可用来育苗、种菜等。项目顺利投
用后，可推动全乡农业产业实现工厂化
育苗，促进水稻、辣椒、白菜等农产品生
产提质增效，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同
时，还能通过利益联结模式，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动群众实现就业增收。

帮扶项目结硕果，乡村振兴添动
力。四年来，黄腊乡积极借助广州结对
帮扶安顺的“穗安共建”力量，累计实施
东西部协作项目7个，投入资金693万
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延伸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促
进脱贫群众增收，为该乡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澎湃动能。

西秀区黄腊乡：

帮扶项目结硕果 乡村振兴添动力
□本报记者 吴学思

“今天要教大家扯糖、搅糖、起
酥、成形，小朋友们要认真学习，才能
做出好吃的波波糖。”12月24日，在
镇宁自治县第四小学波波糖社团里，
波波糖手工艺人刘朝军正在给孩子
们讲解波波糖制作要领。

三年级的李思璇听得格外认真，
和同学们一起扯糖、搅糖、起酥。她
说：“我很喜欢波波糖，现在能亲手学
习制作，感觉很有意义，也很开心。”

波波糖制作热火朝天，旁边的地
戏社团也是热闹非凡。腾、挪、转、
移，六年级的罗映熙和同学们一起认
真学习地戏表演。一旁认真指点的
鲁熊林老师告诉记者：“我是四小的
数学老师，通过自学地戏，现在教导
地戏社团已经有1年了，我们的地戏
社团还到县外进行交流过，得到很多
人的喜欢。”

与此同时，在蜡染、剪纸、织布等
社团里，同学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
下，认真学习。

近年来，该校以“非遗坚定文化

自信，科技创新引领未来”为教育理
念，依托本地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
文化、农耕文化，创新思路，让非遗文
化进校园，进课堂，成为学校的办学
特色，目前开设非遗课程15门。

镇宁四小党支部副书记杨贤介
绍，学校结合实际，组织编写了《闪
亮+劳动》《瀑乡石韵之镇宁风光》
《瀑乡石韵之镇宁特产》《舞龙、舞狮》
《地戏》《波波糖》《蜡染》等校本课程，
并利用地方课程、主题班会、课后延
时服务等进行教学，让学生了解非遗
文化，爱上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文化。

杨贤说：“我们利用每周二、周四
下午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开展社团课
程，让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选择
自己喜欢的社团，发展自己的特长，
实现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据了解，现该校2500名学生人
人参与非遗文化的学习，同时通过社
团活动传承非遗技能，引导学生坚定
文化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
更好传承。

镇宁四小：

非遗传承进校园 传统文化润童心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李伟 文/图

小朋友们体验蜡染小朋友们体验蜡染

关岭：

40余家社会单位代表“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

现场人员尝试水枪出水现场人员尝试水枪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