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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烤烟育苗的黄金时期，
近日，记者走进平坝区白云镇肖家烤烟
育苗工场，只见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着
各项育苗作业，装填基质、精细播种、撒
施水肥……各个环节有条不紊。

在这些忙碌的身影中，王官芬显得
格外熟练，从2012年起她就在该育苗
工场务工。“我主要负责大棚内外消毒、
水肥一体化管理、以及育苗工作，每天
的工资能有100元钱，在家门口就业特

别的方便。”王官芬笑着说。
多年来，烤烟种植是白云镇除水

稻种植外的支柱产业之一。为了保证
育苗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烟苗的质
量和数量，相关部门提前谋划，从种子
调配、物资筹备到技术培训都做了充
分准备。

“每年我们都要对工人进行严
格的技术培训，严守各项育苗过程
中的消杀制度，有效避免烟苗生长

过程中的病虫害发生。”平坝区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白云收购线主任龙
明高介绍，精准的温、湿度控制是培
育壮苗的关键因素，育苗的温度在
25℃至 28℃，湿度在 60%至 70%之
间为宜。

龙明高说，为了保障后续农户顺利
种植以及烤烟生产的高质量推进，从施
肥、起垄，到封窝填土、大田管理、打顶
抹杈、烘烤、收购等各个环节，都有技术

员到田间地头指导，让烟农们吃下“定
心丸”，为烤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据悉，该烤烟育苗工场占地面积
1.35万平方米，设置有消毒区、隔离区、
育苗区、残体处理区，共有温室四连体
大棚10座，能同时育苗4万余盘，可供
烤烟移栽面积5000余亩。今年该基地
计划育苗2.92万盘，目前已完成育苗计
划的85%以上。

每逢元宵节，关岭自治县的辖区群众
都会开展祭祀活动，以表达后人对亲人的
思念之情，因其上坟时会在墓前点一盏
灯，逐渐形成了元宵节“点灯”的习俗。

“上山祭祀要登记，不能携带火源、
烟花爆竹和香蜡纸烛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月12日，时值元宵节，在该县关
索街道场坝社区的陡坡护林防火卡点
上，护林防火流动宣传小喇叭不停循环
播放着进山祭祀注意事项，值守人员张
友福与同事们不间断地引导进山群众
做好登记，文明祭祀。

“我们所负责的这个防火卡点背后
的山上坟墓较多，每年元宵节和清明节
期间，当地群众就要进山上坟祭祀，人
流量大，隐患也大，护林防火工作更加
不能马虎大意。”张友福说。

为了开展好森林防火工作，关索街
道针对陡坡山坟墓多、人流大这一情
况，每到护林防火的关键时间节点，都
会第一时间增派人手与护林员一同开
展值守和巡逻工作，杜绝火源进山，防

止事故发生。同时，常态化抓好护林防
火宣传，积极引导辖区居民以鲜花祭
祀、诗书寄情等方式祭奠已故亲人，培
养群众文明祭祀的意识。

在该县辖区的国有冒寨林场冒寨
工区的护林防火卡点，值守人员对来往
车辆、行人、游客严格按照护林防火要
求进行相关信息登记，了解对方的进山
意图，禁止携带任何火源。

“冒寨工区护林防火卡点共有3名
值守人员，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时值守
到下午6时，其间轮换开展值守和巡逻
工作。”冒寨工区负责人甘文平告诉记
者，工区共有林地780亩，每天将驾驶
巡山摩托车不限次数开展巡逻和宣传
工作，确保林区安全。

截至目前，关岭自治县共设置护林
防火卡点186个，同时县、乡、村三级联
动联防联控，全力做好卡点值守、巡逻
巡查、火源管控、政策宣传等工作，确保
守住山、管好火、护好林，切实筑牢森林
防火屏障。

关岭：

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高智

本报讯（记者 胡典） 连日来，西
秀区、平坝区和紫云自治县三地消防部
门分别联合属地教育局，组织近1000
名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以及分管安
全的相关管理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
培训，通过“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全面提
升学校管理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
急处置能力。

培训现场，消防宣传员结合教育行
业场所火灾特点、校园实际，通过一个
个真实的校园火灾案例，深入剖析火灾
发生的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围绕《中
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就
如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排查消除火灾

隐患、校园场所规范设置、火情紧急情
况处理、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指导主管部门和
学校建立健全火灾隐患自查自改机制，
为加强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提出建议、提
供思路。同时，消防宣传员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详细讲解了火灾预防、火灾报
警、初期火灾扑救以及逃生自救等消防
安全知识。

该培训有效提升学校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让参
与培训的校（园）长和相关管理人员成
为一个消防安全“明白人”，从而带动各
学校关注消防安全。

千名校长齐上“消防课”

本报讯(记者 刘凤) 2024 年以
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严格落实《特种
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
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工
作要求，多措并举筑牢筑实特种设备安
全防线。

在强化安全宣传方面，依托市场主
体直通车宣传平台，广泛宣传“两个责
任”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全市生产、充
装、使用单位召开特种设备“两个责任”
宣贯培训会，增强企业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责任感、使命感。同时，广泛开展“全
国特种设备安全日”等宣传活动。2024
年以来，共计制作发布宣传视频15期，
累计受理群众服务咨询3000余人次。

为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指导，全市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重点督导检查辖区
内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开展“两个

责任”工作落实情况，指导经营主体按
要求建立健全特种设备“两个责任”网
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及“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工作制度，建立设备安全风险
管控清单，全力推动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明确到人、精确到事。2024年以来，累
计帮扶注册企业142家，设立安全总
监、安全员284人。

针对特种设备监管，全市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从严开展监管检查，对责
任单位、责任人员未按“两个责任”相
关规定依法履职的，对责任单位、责任
人给予行政处罚，倒逼经营主体落实
好企业主体责任。2024年以来，共计
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841家、
检查特种设备3916台（套）、下达《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72份、依法查处
未落实“两个责任”案件 5 件、罚款
15000元。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近日，记
者从紫云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该
县争取到价值930万元的一批应急救援
装备，有力充实了该县基层应急救援队
伍的物资储备，为提高基层应急救援能
力提供了物资保障。

“争取到的应急救援装备有长臂挖
掘机1台，水陆两栖救援车、消防摩托
车、隔离带开辟车等车辆18台，防汛抗
洪抢险救援舟艇13艘，综合保障装备
16件套，高压接力消防水泵等消防、森
林防火装备148件套，高压（高扬程）水
泵17台。目前，采购的所有救援装备全
部到位。”紫云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程海波说，接下来，该县将进行应急救
援装备的操作与培训，通过“理论+实
操”相结合的训练方式，确保基层应急
救援人员熟练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切
实提高基层灾害防御能力。

同时，该县将加强部门协调联动能
力，提升基层应急救援先期处置能力，
县城管、工信、水务、交通等部门均成立
1支应急救援专家队伍，13个乡镇（街
道）各组建了1支30人的综合应急救援
队伍，全县175个村（社区）均组建了不
低于20人的基层综合应急救援分队，各
乡镇（街道）综合应急救援队分别都配
备有自己的消防车和有关必备专业救
援装备，逐步形成了以县消防救援大队
（救援站）为主、部门专家应急救援队
伍、乡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村（社区）
应急救援分队为辅的一主三辅应急救
援力量体系。

截至目前，已建立各类应急救援队
伍共19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员
3981人，随时保持临战状态，确保队伍

“拉得出、用得上、能战斗”，以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紫云：

补强应急救援装备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多措并举筑牢筑实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平坝白云镇：

烤烟育苗正当时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本报讯（记者 陈思雯/文 李磊/图） 2月14日，西秀区2025
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暨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在西秀区塔
山广场举行。

“加班多吗？”“有培训吗？”“待遇优厚，周末双休”……记者来
到招聘会现场，两列企业展位整齐排列。求职者们手持精心准备
的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细浏览着招聘信息，与招聘人员
热切交流，询问工作内容、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等相关问题。招聘
人员则热情地向求职者介绍企业情况和岗位要求，耐心解答疑问，
现场气氛热烈有序。

求职者黄倩告诉记者：“现在就业竞争大，能有这样的招聘会，
而且还有这么多优质企业参与，真的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今天特意
过来看看，希望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珠海学子锦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凯说：“这次
我带了珠海纳思达打印耗材厂、美士富（中山）电视机厂等7家公司
的岗位来招聘，提供包吃包住的待遇，还报销车费，薪资福利优厚。
此次来到招聘会，希望能为企业招募到更多优秀人才，进一步推动
企业发展，也为西秀区的劳动力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选择。”

西秀区就业局副局长阮继涛介绍道：“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了
50余家企业参与，提供了近万个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
技术等多个行业，其中东西部扶持企业28个。”下一步，西秀区人
社局将持续加大与辖区内劳动力外出务工较集中的东部地区人社
部门的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劳务协作，充分利用劳务协作站点、
人力资源公司等平台资源，挖掘省内外岗位，力争储备有效岗位5
万个以上，为辖区内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西秀区：

春风行动招聘会搭建东西部劳务协作桥梁

招聘会现场招聘会现场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西秀区东关街
道石厂村的安顺市西秀区晓乾农民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草莓种植基地，只见大
棚内喷灌、滴灌设施一应俱全，工人在
大棚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草莓的采摘
和分拣工作。

“这个草莓园离市区很近，品质比
较好，还可以和孩子一起体验采摘乐
趣，很不错。”正在采摘草莓的游客赵女
士告诉记者。

该基地负责人倪世江介绍道，他此

前在邻村从事草莓种植已有十余年时
间，2022年开始在石厂村流转土地发
展草莓种植，并先后在市文联、石厂村
村委会的帮助下获得120余万元东西
部协作项目资金，用于修建连体大棚、
草莓产业路及安装草莓喷灌、滴灌、水
肥一体化设施。

“目前，高架草莓连体大棚占地面
积20亩，采用‘草莓品种＋水肥灌溉一
体化设备＋日光温室立体有机质栽培’
的种植模式，共有红颜、香野、白雪公主

等品种。”倪世江说，草莓自去年12月
上市后，可以一直持续到今年6月，除
周边游客前来自行采摘外，还销往安顺
本地的水果批发市场、水果超市和部分
通过抖音购买的省外客户。

倪世江说，今年由于受到天气影
响，基地草莓亩产量大约在3000斤，
每斤草莓单价在 10至 30元之间，草
莓上市高峰期大棚里每天有10多名
工人务工，进行采摘、分拣、搬运、直
播等工作。

“我平时负责种植、浇水、施肥和疏
花疏果的活，草莓上市高峰期主要负责
采摘和打包草莓，每天有100元的收
入。”务工村民张艳满意地说。

该基地带动了石厂村13户脱贫户
就业增收，而如张艳一样的利益联结农
户累计51人。下一步，倪世江表示，将
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的帮扶
优势，利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及种植技术
不断种出高品质的草莓，将高架草莓带
来的经济效益惠及更多村民。

本报讯（记者 李磊/文 卢维/图）
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西秀区各地陆续
开展了热闹非凡的“抬亭子”民俗活动，
这一沿袭了600多年的传统习俗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抬亭子”，又称“抬汪公”，是安顺屯
堡村寨为纪念汪公诞辰而举行的传统民
俗活动，起源于明代徽州，随着明代“屯
军戍边”移入安顺，并在屯堡地区流传至
今。2014年，这一习俗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成为安顺的一张文化名片。

汪公，原名汪华，隋末歙州人。汪华
为人正直，在为官期间施政宽宏，百姓得
以安宁。相传汪华对地方赈灾功劳巨
大，大旱之年使众多百姓免受旱灾影响，
固每年的“抬亭子”民俗活动，是村民们
祈祷新年伊始，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的大日子。“抬亭子”活动，则是为了颂扬
汪华忠君报国品质，激发屯堡人的爱国
主义精神。

在大西桥镇狗场屯村，“抬亭子”活
动于正月十六举行，吉昌村于正月十八

举行。活动当天，村头巷尾锣鼓喧天，村
民们身着传统服饰，抬着装饰华丽的亭
子，在村内巡游。亭子内供奉着汪公雕

像，村民们通过巡游的方式，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活动现场，还有古装花
车、腰鼓队、地戏队等表演队伍，为游客

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
此外，鲍家屯村、五官屯村、张官屯

村等地也相继开展了“抬亭子”民俗活
动。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更进一步推动
了西秀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西秀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抬亭子”活动展现了屯堡人
民崇仁向善、祈福祛灾的美好愿望，也
传递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未来，西秀区将继续加大对“抬亭
子”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
持力度，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

西秀区各地“抬亭子”民俗活动庆新春

屯堡屯堡““抬亭子抬亭子””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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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关街道石厂村：

种出“莓”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超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