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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婷英 朱庚奇）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耕备耕生
产，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连日来，全州各
地围绕“稳播面、提产能、优结构、促增收”总体目标，抢抓农业生产时
令，扎实开展在田作物春管和春耕备耕各项准备工作，一幅生机勃勃、
人勤春来早的画卷正在黔东南大地上徐徐展开。

时下正是辣椒育苗的好时节，在镇远县尚寨土家族乡丰收村的辣
椒种植基地里，农技人员正在细心地指导农户们将营养土基质装盘，
然后把一粒粒辣椒种子放进育苗盘的每个方格里。

“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辣椒 1500 亩（1 亩=0.0667 公顷），从 1 月 25
日开始育苗工作，每天都有三四十个人在这里干活。”镇远县富农生态
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光斌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年来，尚寨土家族乡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方向，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发展辣椒产业，带领当地老百
姓增收致富。如今产业发展势头好了，老百姓参与种植的积极性也提
高了，今年全乡预计种植辣椒面积 8000 余亩。

丹寨县万亩油菜进入春耕田管的关键时期，为确保今年油菜丰
收，农技人员也在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教技术、传知识。

“技术员现在主要是教我们怎么给油菜保暖，做下来的效果很好，
我们也不用担心油菜被冻坏了。”丹寨县龙泉镇交圭村村民李光廷说。

目前，丹寨县正积极组织送技小分队在全县 7 个乡镇（街道）开展
“春耕小课堂”服务，全力保障全县 2 万亩油菜稳产增收。

近日，在岑巩县天星乡毛坪村，村民谢永诚和邻里们正在自家新
扩建吊瓜种植基地里播种、打窝，抢抓农时种植吊瓜。

“去年种了 20 亩，效益还可以，今年又扩建了 20 多亩，总共 40 多
亩。”谢永诚一边忙着手上的活，一边向记者介绍。

截至目前，天星乡共发展吊瓜产业 2300 亩，参与种植农户 80 余户，
今年预计实现总产值 1000 余万元。此外，还可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10000 余人次，吊瓜正成为促进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

“致富果”。
当前，天柱县各乡镇（街道）正下足功夫，为农资储备工作做足准

备，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农资充足和供应稳定，打牢全年丰产丰收基础。
“复合肥 1600 吨、农药 35 吨、种子 3 吨、农膜 6 吨……”在天柱县农

资日杂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清点农资种类，一边登记储备数量，忙得不
亦乐乎。

“我们提前开展春耕物资的储备工作，通过积极与全县 155 个村级农资综合服务
站对接，全力做好农资供应，并陆续向基层门店配送。”天柱县农资日杂公司经理龙治
波介绍，目前，该公司已购进各类农资 3014 吨，待入库农资 2620 吨。

为确保农资供应不断档、不误农时，今年以来，天柱县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
各相关部门早准备、早谋划，及时掌握农资市场动态，加强全县农资库存、销售和市场
价格情况的动态监测，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各类农资供应，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开好
头、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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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一种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
心、凝聚人心的工作。

近年来，岑巩县思旸镇温泉社区居民
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建引领”为主
线，在基层治理中构建网格化管理，探索
建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并以
文化活动为载体，不断强化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让文明之风滋润人心。
党建引领 形成精神文明建设强大合力

近日，记者走进岑巩县思旸镇温泉
社区，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停
放整齐的车辆和有序经营的商铺，一块
块引人注目的宣传墙面、一张张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勾勒出生机盎然的社区新
景象。

据了解，社区党总支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宣传工作，在小区内精心策划张
贴文明用语、绘制文化墙、开展内容丰富
的文明宣传活动，不断扩大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影响力和知晓率，促进社区和
谐发展。

“小区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了，居民
的素质也在逐步提升。现在不管有任何
事情，只要反映给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总
能第一时间帮忙解决，现在住在社区，跟
住在大家庭一样温馨。”思旸镇温泉社区
居民喻明江说。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
强不强，直接影响社区治理工作的成效。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下，温泉社区
加强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建设，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制度，积极开展
党员进社区工作，积极调动社区楼长、居
民代表、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工
作。让居民有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真
正实现了居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下一步，我们将以成功创建州级文
明单位为契机，在党的引领下，推进社区
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高昂的热
情和负责的态度，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
归属感和幸福感。”思旸镇温泉社区党支
部书记陈天英说。
“邻里活动” 营造文明和谐社区氛围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温泉社区坚持将文明活动的开展作

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环节，依托辖区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明创建活动，使居民在活动中和谐邻
里关系，提升文明素养。

“社区利用传统节假日组织居民开展
一些文化体育活动，并通过开展文明楼
栋、文明家庭和优秀楼栋长的评选，提升
整个社区的文明建设。同时，不断壮大
志愿者服务队伍，通过开展志愿活动，带
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送温暖，献爱心，让
居民都能自觉参与到文明单位的创建活
动 中 来 ，形 成 良 好 的 社 区 精 神 文 化 氛
围。”思旸镇温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杨明介绍。

据了解，社区已规划综合性文化活动
中心，建有篮球场、图书室等文化活动场
所，同时老年人活动中心常年开放。社
区还开展灵活多样的文化活动，例如法
治讲座、道德讲堂、电影放映、文艺汇演、
晚会等，不断增强居民情感交流，有效提
升归属感。
健全综治网络 提升社区治理“精准度”

为推进社区综合治理工作，扩大综治
成果，大力营造平安建设的良好氛围，温
泉社区划分了三个片区、7 个网格，在 35
个单元民主选举 32 名楼长、48 个连户长，
开展网格化管理。

“我们社区按照‘一中心一张网十联
户’要求，设立人民调解室、法律服务室
等，每月开展一到两次‘民警恳谈会’、‘服
务联席会’等。定期开展敲门行动户户
见，重点人群走访，实现问题矛盾超前发
现，将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陈天英说。

近年来，在干群的携手努力下，岑巩
县思旸镇温泉社区居民委员会先后获得
2020 年黔东南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2021 年州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2022 年州级文明单位等荣誉。

“社区环境大步提升，邻里关系日渐
亲密，社区氛围和谐友好……”这是群众
最直观的感受，也是岑巩县思旸镇温泉社
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

汇聚文明力量 绘就幸福底色
—— 记全州文明单位岑巩县思旸镇温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雪村 吴路路 吴鹏程

2 月 4 日，立春。山间轻拂的风
捎来春的气息。

黎平县永从镇传洞村，80 后“牛
倌”吴国邦迈开了忙碌的脚步。

新年的第一步，吴国邦迈得不
小：通过自筹和申请项目资金启动
了改造和修缮凤凰山养殖场项目，
计划打造成养殖 500 头肉牛的标准
化肉牛养殖场。项目共分两期，总
投入 500 万元左右。

这对 2019 年才入行的他而言，
是机遇，也是搏击。

“政策机遇和产业发展形势都给
了我很大的信心。”鼓“牛气”，使“牛
劲”，谋“牛事”，吴国邦眼中有光，脚
下有力。

戴着眼镜，讲话条理清晰，吴国
邦散发着书卷气。从小刻苦求学，
一路读到华东理工大学，从小到大
他都是村民眼中的优秀人才。

“算得上是大家眼中的白领吧。”
担任过上海亚汇金融集团投资经理
的吴国邦，拿过 30 余万元的年薪。

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吴国邦不
忘家乡。每年春节，他回到小山村

看看家乡的山山水水与父老乡亲。
也在蜿蜒的山路上，在不断变化的
村寨中，在一次次与村干、村民们的
摆谈中，重新认识熟悉而又陌生的
家乡。

“缺产业带头人。”传洞村党支部
书记陆信昌每次与吴国邦聊家常，
都流露出了想让他回乡带动群众致
富的想法。

如一颗小石投进了平静的心湖，
层层涟漪荡漾开来，吴国邦开始对
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

“选择回乡不是一时冲动。”2018
年底，30 岁的吴国邦返乡。回来，有
为解家乡发展之困贡献一份力量的
真心，更有在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土
地上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不当白领当“牛倌”，吴国邦挽起
裤腿养起了牛。

“看到六背山绿草如茵的牧草资
源，我的脑海里就萌生了两个字——
养牛。”吴国邦说，家乡有养牛的传
统，全县天然草场达 47 万多亩，培育
了“黎平黄牛”品系，多年来，“黎平
小黄牛”名声在外。

2019 年，吴国邦创办黎平真牛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喂养了 50
头 小 黄 牛 。 从 此 ，他 一 头 扎 进 了

“牛事”里，从拉草、备料都要学的
“门外汉”一路成长为掌握黄牛繁
育、治疗、防疫、配种等养殖技术的

“牛专家”。
2022 年，养牛走上新台阶。他组

建了黎平县孺子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牛舍扩建至 1200 平方米，存栏增
至 360 头，基地产值达 700 余万元，就
近解决了 48 名村民就业，直接惠及
农户 180 人增收。

“返乡创业当‘牛倌’，就是想利
用当地资源优势，一心一意带领群
众发展产业，为乡村振兴贡献一点
力量。”谈及合作社的取名，吴国邦
这样说。

再过 10 多天，凤凰山养殖场改
造项目一期工程就完工，预计可养
殖肉牛 200 头。铆足“牛劲”的吴国
邦说：“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和粤港澳
大湾区‘桥头堡’利好政策，搭乘全
县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的‘东风’，
带动传洞村和豆洞村 100 多户群众

加入‘黎平黄牛’养殖产业，将养殖
产业做大做强。”

记者手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二三年
新年贺词中寄语广大青年：明天的
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
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
担当。

从大城市到边远山村，从白领到
“牛倌”，80 后吴国邦用实际行动交
出了自己的青春答卷。从养几十头
牛到养几百头牛，从自己摸着石头
过河到解决 48 人直接就业、带动 180
人增收，吴国邦乘着发展东风，抓住
政策机遇，善用资源，一路挥洒勤奋
的汗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变化翻
天覆地，迸发蓬勃发展活力的贵州，
一大批富有创新创造意识，有头脑、
有闯劲、有干劲的青年人正成为乡
村振兴的“生力军”，他们勇担当、挑
大梁、当主角，不断为乡村发展添砖
加瓦。

金融投资经理吴国邦辞职回黎平老家带领乡亲振兴乡村

沪上白领返乡当“牛倌”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丹 王军

本报讯（记者 魏丽萍）2 月 5
日是元宵佳节，玩龙灯、猜灯谜、闹
元宵……连日来，全州各地开展丰
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欢庆传统节日。

从 2 月 1 日以来，施秉县城各
条街道，人潮涌动，当地群众接龙、
炸龙，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连成
一片，年味十足。

夜幕降临，来自各社区自发组
织的三十余条龙走街串巷舞龙灯
送福气，祈求平安吉祥、国泰民安，
市民们纷纷接龙进家“接福纳祥”。

接龙过后进入“炸龙”环节，市
民纷纷点燃捆绑在竹竿上的鞭炮
伸向“亮龙”，或直接将点燃的鞭炮
抛向龙灯队伍中。舞龙灯的人，不
但没有躲闪，有的还脱掉衣服裸着
身子舞龙。铺天盖地的鞭炮炸得
越猛烈，穿梭在焰火之中的舞龙人
反而舞得更加起劲，大家在焰与火

中狂欢，让人直呼痛快、过瘾。
舞龙炸龙是施秉春节龙灯会活

动的主要亮点之一，活动不仅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为节日增添了喜庆
氛围，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凝聚力。

今年，施秉县为增强“龙”文化旅
游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从春节至元
宵节，围绕民俗、文艺演出等内容举
办系列活动，文旅市场“活”了起来、

“火”了起来。据初步测算，春节至元
宵节期间，施秉预计接待游客 16 万
人次，预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

镇远元宵龙灯会是长盛不衰的
节日习俗和民间艺术，2007 年被公
布为贵州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在镇远古城，各龙灯队陆续出
龙亮灯，灯头提灯率队，依次为横
幅旗幡、竹编鸟兽牌灯、纸扎造型
花灯、鼓乐演奏、划旱船、耍蚌壳、

舞狮子、玩龙灯等，沿途众多市民
和游客驻足观看，摸龙背、钻龙身，
一派欢乐祥和。

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节奏明
快的木鼓舞蹈，热闹红火的篝火狂
欢……在剑河县华润希望小镇，特
色民俗、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众人
品年俗、观表演，欢欢喜喜闹元宵。

活动现场，上百名苗族群众身
着苗族盛装，齐聚一堂，白天围着
木鼓跳动，晚上依着篝火舞蹈，尽
情展示着独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
自信，而这样美丽的舞蹈，也寄托
着大家对元宵的美好祝愿。

据悉，此次活动由 2 月 1 日持续
至 2 月 5 日，活动内容包含“村 BA”
篮球赛、非遗文化展演、火龙闹元宵
等多个项目，一份份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让大家在浓郁的节日氛围
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继承

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同时，通过
活动，带动剑河旅游业发展，实现春
节、元宵旅游经济开门“稳”。

天柱县开展歌舞表演、文娱游
艺、猜灯谜、文艺晚会等一系列传
统民俗活动，让当地群众在浓郁的
节日氛围中度过一个热闹愉快的
传统佳节。

丹寨万达小镇推出千人包汤
圆、猜灯谜、小丑嘉年华等活动，吸
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
玩。丰富多彩的元宵活动，为带动
当地旅游业发展，加快旅游复苏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

据了解，今年春节以来，丹寨
县万达小镇共接待游客 13.8 万人
次，带动全县综合收入 1.48 亿元。
元宵节期间，小镇还推出大型看舞
龙、观烧龙闹元宵民俗活动，持续
带动当地旅游复苏、消费热。

全州各地开展多彩活动欢庆元宵佳节

2 月 4 日，雷山县举办民间龙灯花灯
汇演、器乐演奏等多项活动喜迎元宵节。

（通讯员 杨正道 摄）

农历正月初十，黄平县谷陇镇苗族妇女身着盛装巡游。
（通讯员 梁文 摄）

元宵节前夕，丹寨县万达小镇举办“亲
子乐 迎元宵”活动。图为游客在猜灯谜。

（通讯员 黄晓海 摄）

农历正月十四，镇远县举行舞龙舞狮大赛，众多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欢乐闹元宵。
（通讯员 陆承林 魏敬松 田应鹏 摄）

元宵之际，锦屏县隆里古城举行传统民俗花脸龙狂欢活动，欢度佳节。 （通讯员 杨晓海 摄）

本报讯（记者 顾婷英）近日，国家文旅部官网发布
《关于“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推荐名单的公示》，公布了全
国 66 项入选案例。在贵州省获得的 5 项入选案例中，我州
获得 4 项，分别为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非遗工坊、丹寨
县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非遗工坊、黎平县彦婷手
工刺绣非遗工坊、贵州省施秉县舞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
限公司苗绣非遗工坊。

目前，全州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项、国家级名录 53 项 72 处，位居全国同级地州市前列。
有省级名录 218 项 306 处，州级名录 329 项 416 处，县（市）
级名录 1590 项。

近年来，我州大力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依托丰
富、优质的非遗资源，创新举措，采取“非遗+乡村振兴”的
模式，把刺绣、蜡染、古法造纸等国家级非遗设计、制作为
乡村旅游文创产品，大力推进非遗手工技艺的保护与传
承，带动老百姓实现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公布
黔东南4项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