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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簧学坝
路的“巷往”主题街巷，一家名为“屯堡旗
袍”的店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古朴文艺的店铺里一件件屯堡服饰
整齐排列，漂亮的屯堡旗袍吸引了许多
游客前来欣赏、选购。店主刘友琴正根
据客户的订单赶制屯堡旗袍。

“主要做传统大袖子风格的旗袍和
改良款的屯堡旗袍。”刘友琴介绍，她家
做屯堡服饰已有两年，游客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现场量身定做，也可以直接购
买成品。

屯堡服饰是屯堡文化中一道独具特
色的风景，是军屯文化的历史遗存，是

600年江南汉族服饰的“活化石”，常为
右开襟的长袍，两边开衩，颜色多为天青
色、蓝色，红色、绿色等色彩次之。

“除了传统的雷纹和蝴蝶等，改良的
屯堡旗袍会在衣领、斜襟和袖口处绣一
些时下流行的花纹，或者根据游客自己
的喜好绣一些特色的花纹。”刘友琴说，
现在每天都要赶制一两件，前来了解屯
堡服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除了漂亮的衣服，店里的“丝头系
腰”、绣花鞋等独具屯堡文化的商品也受
游客青睐。

走出店铺，记者来到古城里的地戏
面具墙，红色的地戏面具下写着“安顺”

二字，这面墙成为游客来到古城游玩的
必经打卡点之一。

“这个面具很有特色，拍照很好看。”
正在这里拍照的游客韦洁说，她还去文
庙里看了有关屯堡文化的画展，在文创
店里买了一个地戏面具的钥匙扣，对屯
堡文化充满了好奇。

随后，记者来到“咖啡邮局”“安顺味

道闻香品茗文创店”内，地戏面具样式的
钥匙扣、香氛等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吸引游客驻足、购买。

除了屯堡服饰和与屯堡文化相关
的文创产品，游客在安顺古城还可以
品味美味的屯堡美食，欣赏在古城开
展的地戏路演节目，品味古城里的屯
堡文化。

近日，安顺经开区星光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冬日河道清理·守护河
清水净”志愿服务活动，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生态环境。

□记者 唐琪 摄

本报讯（李阳雪）“你家不仅豆
腐做得好，更重要的是诚实守信、品
德高尚！”12月24日，在西秀区蔡官
镇王家庄村的一家豆腐作坊内，陈洪
信老人一边握着老板王全秀的手，一
边连连称赞道。

12月23日，陈洪信听亲戚说同
镇王家庄村一豆腐作坊做的豆腐特
别好吃，陈洪信便特意托亲戚请该商
家送6箱豆腐用来做血豆腐。

“当时忙着给其他家送货，中午
回到家才发现多收了200多元……”
王全秀回忆道，12月 23日上午 10
时，她将豆腐准时送到陈洪信家中

后，陈洪信的爱人用微信支付给王全
秀时多付了200多元。

由于两村相距较远，王全秀急忙
到相邻的尖山村寻找陈洪信的亲
戚。在询问多户人家后找到陈洪信
的亲戚，并将多收的200多元折成现
金，请其帮忙退还给陈洪信。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这样有
诚信的商户值得大家学习。”陈洪信感
慨地说。12月24日中午，陈洪信一家
前往王家庄村，亲自向王全秀道谢。

“我们家做生意多年，讲求的就
是诚实守信，多一分钱我都不会要。”
王全秀说。

商户王全秀：

“多一分钱我都不会要！”

12月25日，记者来到普定县马官
镇马官社区少儿书画公益培训班，墙
壁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画，十几张桌
子上笔墨纸砚摆放整齐，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

“培训班在定点帮扶单位航空工
业集团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的资助
和社区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利用
社区闲置场地改造而成。”马官社区副
主任姚启贵介绍，去年8月培训班创
办，9月开始招生，学生由最初的17名
增加到现在的30多名。

培训班邀请县书法家协会和镇文
联以及社区志愿者，利用周末为学生

提供免费书法绘画辅导，让学生更加
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我家孙子在培训班学习一年多
了，对学习书法和绘画有着浓厚兴
趣，进步非常大。”马官社区村民姚世
华说。

“下一步计划拓宽培训场地，不断
创新教学方法，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在
接受文化熏陶和感受艺术之美的过程
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马官
社区驻村第一书记杨耀表示。

开设少儿书画公益培训班只是马
官社区加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在马官社区居民委员会地戏演播

厅，一个个色彩鲜亮的地戏面具、一套
套整齐排列的地戏服饰、锣鼓、道具等
一应俱全。

“这些地戏装备是去年才置办
的。”马官社区地戏队负责人张庆远介
绍，马官社区一直都有地戏、花灯表演
的传统。

去年，张庆远和75岁的地戏爱好
者廖明昌向社区反映重建地戏队后，
得到了社区的大力支持。社区置办了
新装备，成立了地戏队。

杨耀介绍，屯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听取村民的
意见之后，村两委组织人员确定方案、

筹备资金、落实措施，组建了两支地戏
队，其中一支为女子地戏队。

随着地戏队的不断壮大，每到重
要节日，社区地戏队队员们都会提前
一个月进行训练，张庆远和廖明昌时
常给队员们进行指导，地戏队的表演
除了得到社区群众的喜爱外，还被邀
约到其他地方表演。

“目前，社区有两支地戏队，三
支花灯队，还成立乡村文化演艺团
队，培训演出人员 1000余人次。”杨
耀介绍，今年以来利用节庆开展了4
次乡村文艺表演，吸引了近万人观看
表演。

马官镇马官社区：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伟

“非常感谢社区的关心，帮助我解决
了房屋漏水大问题。”近日，在镇宁白马
湖街道治安社区，看着修缮好的屋顶，74
岁的钟明秀老人感动地说道。

治安社区支书谭俊涛说，社区干部
在走访中得知钟明秀老人家的屋顶漏水
严重，生活深受困扰后，通过“百晓生”服
务平台，为老人购买材料，并联系了志愿
服务队上门免费维修。

“百晓生”民生服务平台，是治安社
区在今年3月创新打造的惠民服务平
台。治安社区流动人口多，结构多元复
杂，社区高龄老人较多，且大多数老人子
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存在诸多不便。

面对日趋多元的居民需求，如何管

理好社区并为其赋予更符合时代发展与
居民愿景的内涵，是基层治理绕不开的
话题。

今年3月，治安社区结合实际，创新
打造“百晓生”民生服务平台，探索志愿
服务新模式，充分发挥社区干部职工、网
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挖掘社
区能工巧匠，整合社区装修、烹饪、酒席
服务等手艺人队伍和店铺，并进行登
记。根据工作中收集到的群众服务需
求，为能人与群众搭桥引线，推动就业和
服务实现双赢。

同时，针对社区高龄老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建立志愿服务队为其开展
桌椅修理、换灯泡、墙面钉挂饰品等志

愿服务。
治安社区对服务平台实行常态化监

管，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平台有人管、事
情有人办，保障平台良好运行。同时结
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双报
到”、通过网格联户群，走访入户等工作
广泛了解群众心声，每月梳理收集汇总
群众的服务需求，分类建立需求清单，确
保及时提供针对性服务。

“我们在入户走访中，通过打招呼、
拉家常，能及时掌握群众健康状况、就业
情况、生活困难以及对社区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谭俊涛说，通过“收集——整理
——服务”的模式，确保群众困难件件有
落实，事事有回音。

目前，“百晓生”服务平台收集社区
能工巧匠信息25条，志愿者服务队共计
开展服务10余次，解决群众需求10件。

在此基础上，治安社区不断提高服
务队伍的综合素质，常态化对人员从服
务态度、工作技能等方面开展学习与培
训，切实提高服务的水平与质量。

“有困难找他们马上就能回应解决，
有纠纷能及时调解。”居民勾永芬赞叹道。

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
到群众心坎上。“百晓生”服务平台的推
出，推动了网格力量的下沉、精细化服务
的前移，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
水平，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满
意度。

本报讯（记者 唐国栋）自12月起，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安心干”平台合作
推出退役军人返乡招聘专区，持续为求
职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提供就业选择。

据了解，退役军人返乡招聘专区主
要以岗位推荐、就业支持为主，求职者
登录微信“安心干”小程序，进入页面导
航栏中的“退役军人返乡招聘专区”，点
击报名填写自身基础信息及就业需求，
等待平台审核后即可获取相关服务。

现阶段招聘专区的岗位类型包括
退役军人群体适配岗、普适性岗位和针
对个人有一定技能的，如大型车辆驾驶
经验、电工、焊工等技能工种。

“我局将根据退役军人的实际需
求，进一步完善‘安心干’平台的功能模
块，确保退役军人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
所需的服务和资源，为退役军人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诗军表示。

搭建“供需桥”畅通“就业路”

“安心干”平台推出退役军人返乡招聘专区

本报讯（记者 李磊） 12月27日至
29日，西秀区商务局和总工会联合在京
东家电万绿城广场旗舰店举办“情系职
工送温暖·以旧换新美生活”家电专项
补贴暨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活动涵盖的家电有电视、冰箱、洗
衣机、烘干机、空调、抽油烟机、家用灶
具、热水器等21大类产品。除了国家规
定的以旧换新一级能效20%、二级能效

15%的补贴外，京东家电还将额外提供
10%的京东补贴和10%的厂家补贴。
如果消费者选择参加套购，还能再享受
额外的10%优惠，消费者最高可以获得
累计50%的补贴。

西秀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通过政府、品牌和门店的多重补贴，
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从而刺激消费
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西秀区：

以旧换新再发力

12月27日，记者走进紫云自治县
火花镇龙头村，成片的冬白菜长势喜
人，种植户韦明学、韦小妹夫妇正在田

间管护冬白菜。
“10月中旬种植的冬白菜，目前长

势较好，两周后就可以收割了。”韦明学

说，为增加家庭收入，每年水稻收割后，
他们对土地进行翻耕整地种植冬白菜，
冬白菜亩产可达6000斤，按1元1斤

计算，亩产值也有6000多元。
“每年水稻收割后，都要种植一季

冬白菜和一季春白菜，然后再种植水
稻。”韦明学说，这季冬白菜收割后，他
们会立即翻耕田地种植一季春白菜。

随着惠兴高速和紫望高速相继建
成通车，为火花镇发展蔬菜产业提供了
便捷的运销条件。

“火花镇大力推行‘稻+菜’轮作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户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种植冬白菜和春白菜，让冬闲田变为蔬
菜田，助农增收致富。”火花镇农业服务中
心技术员彭金胜说，该镇地处低热河谷地
带的龙头、禾弘、平寨、纳座等村农户，每
年水稻收割后都有种植白菜的习惯。

记者在禾弘村弄河组看到，村民刘
建兴正在整理田地，他把自己的10余
亩承包田和为村民托管的30余亩土地
管理得妥妥当当。

“每年水稻收割后就要开始打理田
地，为种植白菜做好准备工作。”刘建兴
说，田地翻耕后，要把泥巴整碎，地块整
平，菜苗长势才会好。

彭金胜说，每年冬春季节，火花镇
有100余户农户种植白菜，每户种植面
积2至50亩不等。目前，种植春白菜
的农户正忙着整理地块，预计春节前完
成菜种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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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屯堡文化韵悠悠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李伟

白马湖街道治安社区：

打造“百晓生”服务平台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本报记者 郭黎潇

紫云火花镇：

冬闲田变增收田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

村民管护白菜村民管护白菜

（上接3版）同时，加力推进“两重”“两
新”政策落地见效，依托龙头企业、产业
链条精准谋划新型工业化项目179个。
146个项目获省工信厅专项资金支持
9064万元。百灵颗粒剂车间改造工程
等5个项目获超长期特别国债8073万
元支持。

厘清思路、综合施策，全面推进开
发区改革提升。全面深化开发区管理
改革，增强开发区平台支撑，认真谋划
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园区基础
设施类），着力完善园区配套标准化厂
房、电力、能源、环保等公共基础设
施。积极探索“租售结合”新模式，盘

活园区标准化厂房。截至目前，全市
开发区（四至范围内）累计建成标准厂
房128.7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利用率
达到 86.7%，载体阵地功能进一步增
强。同时，加大对开发区的指导督促
力度，更好推动各个开发区增比进位、
创先争优。

下一步，全市工信系统将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围绕“两
城三基地”总体部署，发展壮大主导产
业、精细开展企业服务、加快建设重点
项目，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实
物增量，扎实推动全市新型工业化高质
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