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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家华 姜
继锋 张明辉）为更好地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5

月 18 日，由黎平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办，黎平县总工会、黎

平县妇女联合会、黎平团县委、

黎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承办的

“‘唱响新时代·舞动新生活’暨

2024 年黎平县五一职工工间操

比赛”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县体

育馆开赛，共有 24 支队伍 700 余

人参加。

本次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聚焦“立精

神支柱、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

人 ”，围 绕“ 凝 聚 群 众 、引 导 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目标

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开幕式上，现场全体人员起

立合唱《歌唱祖国》。此次工间

操比赛内容限于广播体操、健身

体操两大类，比赛要求按国家体

育总局有关项目及本次比赛评

分细则规定执行。赛场上，各代

表队按照整齐划一标准队形进

场，以优雅的姿态展现出体操形

体美，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的掌

声，在体操口令指挥下，参赛队

员时而转身、时而跳跃、时而弯

腰……变换出矩阵、花样、星状

等创意队形，充分展示了体操

力与美的结合，让在场观众感

受 到 一 场 场 精 彩 纷 呈 的 视 觉

“盛宴”。

此次工间操比赛不仅是一

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干

部职工文明风采和精神形象的

展示，每一位参赛的队员，都代

表着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

展现出新时代市民的风采，队员

们用辛勤汗水和拼搏勇气，诠释

着“尊重对手、遵守规则、公平竞

争、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追求卓

越、逆境不屈”的体育精神，更助

推了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提档升级。

黎平县举办“2024年职工工间
操比赛”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庭培）5

月 15 日至 17 日，黎平县举办以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新人”

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小学劳动教

育实践技能竞赛，共有 60 所学校

86 支队伍 430 名劳动技能选手同

场比拼劳动技能。

比赛现场，各中小学参赛选

手 准 备 充 分 、激 情 澎 湃 ，紧 扣

“ 弘 扬 劳 动 精 神 ，争 当 时 代 新

人”这一主题，在掌握日常生活

学习劳动技能的基础上开展劳

动创意展示，各种精致可口的果

蔬雕刻及黔式美味佳肴从孩子

们的妙手中制作出来，展现了无

限的创造能力，充分体现了孩子

们“团结、勤劳、拼搏、创新”的

精神，给在场的师生们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

本次竞赛活动掀起了全县

各中小学劳动教育热潮，既给学

生搭建了一个别样的绽放舞台，

又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提高了

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创

新意识、劳动意识，激励广大学

生在传统劳动本领的基础上，发

挥创新创造才能，提高了学生的

劳动技能，助推了劳动实践特色

教育水平的提升，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打下了基础。

黎平县教科局基础教育中

心主任全光坤说：“从参赛的情

况来看，看到了孩子们努力拼搏

以及认真劳动、团结合作的精

神状态，后期会持续强化劳动教

育，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

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

黎平县举办第二届中小学
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吴厚凯）
5 月 12 日 ，黎 平 三 中 举 办 以

“ 十 八 而 志 知 恩 义 梦 想 起 航

勇担当”为主题的 2024 届高三

学 生 十 八 岁 成 人 礼 暨 高 考 誓

师 大 会 。 在 老 师 和 家 长 的 见

证下 ，1100 余名高三学子迈向

成人之路。

活 动 现 场 ，高 三 学 子 与 父

母、亲人一道，以自信昂扬的步

伐携手迈过“成人门”，走进“成

功门”。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

式拉开序幕。黎平县教科局负

责同志及学校领导分别向同学

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提出殷切

希望，学子代表对父母、老师的

辛勤付出与精心培育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家长代表

对 学 子 们 提 出 殷 切 嘱 托 和 期

望。随后，戴礼帽、发《宪法》读

本、给家长一封家书、行感恩礼、

切蛋糕、成人宣誓、集体朗诵、老

师们送祝福、歌曲演唱等各项环

节，把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让广大学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

学校的关心与关爱，坚定了他们

为理想而拼搏的信念，展现了黎

平县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

神面貌。

学生杨庭标说：“参加了我

们学校举办的成人礼，证明我

已经长大了，父母他们头发也

变白了，脸上皱纹也多了，现在

为了自己的目标，奋斗自己喜

欢的大学，尽量能考到我自己

的目标分数。”

学生陈薇西说道：“感觉很

快乐，喜欢父母的陪伴，因为父

母一直忙，能有空来参加成人礼

我觉得很幸福，而且高三的时间

很紧，压力也大。父母为我们加

油打气，我觉得学习更有动力

了，接下来就想步入一个好的大

学，然后努力学习，想好好地照

顾父母，他们真的很辛苦。”

黎平三中2024届高三学生
成 人 礼 仪 式 感 满 满

本报讯（通讯员 姚强 梅家斌）近年
来，黎平县全力聚焦茶叶产业发展，严把
产品质量关，加大外贸出口量，切实增加
茶农收入。

时下正是夏茶加工销售旺季，在黎
平县仪环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机器轰鸣、茶香四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地对当天收购上来的茶叶进行加工、包
装，确保按时完成出口订单。

据该公司总经理杨仪环介绍，公司做
外贸出口已有好些年了。目前，公司以浙
江、香港为中转，在海外已有了稳定的客

户群体，销售稳中有升。杨仪环说：“对于
出口这一块，现在我们的红茶、绿茶都是
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情况来提供。”

杨仪环还告诉笔者，现在正是茶叶
加工出口的关键时期，一个多月来就加
工茶叶 64 吨，每天均有数百群众参与茶
叶的采收和加工工作，也打破了以往只
有大量生产明前茶的用工模式。

杨仪环说：“我自从做了外贸之后，
带动的这边工人就业，每天固定的一百
多个人，且流动人有五六百人。”

与此同时，在盈春台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工人们正分工有序地进行茶叶杀
青、揉捻、烘干、精选等工作。据公司负
责人朱迪介绍，目前，公司加工的绿茶主
要以香港为中转，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等国家及中东地区。

黎平县盈春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朱迪说：“现在每天生产干茶750至900公
斤，茶青下树在4000至5000公斤左右。”

为了增加茶产业效益，该公司在 4 月
份以前主要是内销名优茶，之后则是做
外贸大众绿茶。通过“内销+外贸”的销
售方式，不断延长茶叶采摘和加工期，实

现产业增效、农户增收。“手工采茶 5 月中
下旬就停产了，机采可以做到 11 月中
旬 ，2023 年我们做了两单出口贸易，今
年计划做 4 到 6 个柜（集装箱），产值争取
突破 3000 万元。”朱迪说。

作为全国产茶大县，搭乘“一带一路”
快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黎平茶出口搭
乘“一带一路”快车，产品俏销海外市场。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黎平县共
实现外贸出口 2590 万元，其中自营出口
590 万元，同比增长 10825%，间接出口约
2000万元，实现了茶叶出口首季“开门红”。

黎平：

茶 叶 加 工 忙 出 口 助 增 收

本报讯（通讯员 梅家斌 晏昕妮）5月
10日，黔东南州“三千三村”旅游线路迎来
海外旅行团，25名越南游客走进黎平县肇
兴侗寨，体验侗族风土人情。当天上午，
旅行团在导游的引导下，乘坐景区摆渡车
进入肇兴侗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独
具特色的侗族文化习俗、侗族鼓楼与花
桥，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越南游客陶月明说：“来到这里很荣

幸，我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来到这里我感
觉很开心，风景也很好、卫生也很好，我
们觉得本地人很热情，我们来这里很受
欢迎，很喜欢这里。”

陈俊玉是此次越南旅行团的领队，
这是他第一次带队到贵州畅游“三千三
村”线路，该条旅游产品线路的开发，让
更多越南游客有机会到中国体验多彩的
民族文化与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陈俊

玉说：“来到贵州这条线路感触非常深，
以前也带很多团队去过中国其他地方。
贵州这条线路是新开发的，这条线路非
常好，体验到了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速
度，来到这里感受到了侗族的建筑和少
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回去要大力宣传这
个地方，让越南人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把中国文化也带到越南，一
起感受这份文化气息。”

据介绍，“三千三村”旅游产品线路涵
盖肇兴千户侗寨、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千年
古城、“村超”“村BA”“村火车”等特色景点
及活动，探访肇兴千户侗寨，赏鼓楼花桥，
听侗族大歌，感受“清泉般闪光的音乐”。
接下来的旅程，旅行团还将深入西江苗寨、
镇远古城，进一步感受田园牧歌、古寨炊
烟、笙歌起舞，沉浸式体验黔东南的民族文
化、生态文化、康养文化、农耕文化。

“三千三村”旅游线路迎来海外旅行团

本报讯（通讯员 姚强）乡村振兴，
重点是找准项目，发展产业，黎平县以

“公司+群众+基地”的模式发展天麻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种地有赚头、
有奔头。

在黎平县石井山林场贵州壹品金赤
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天麻菌种培育种
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浇水、劈柴、装屑、
放菌等工作，全力做好菌床培育。

工人石安堂说：“我家里有两个小孩
在读书，为了孩子读书，我就来这里干
活，一天挣 200 元。”

贵州壹品金赤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穆伦说：“目前，长期在基地种植
达 60 人，人均每月 2000-3000 元，且间接
带动 500 人实现就业。”

天麻是重要的中药材，种植技术和
管理要求相对较高，是一项投资与效益
成正比的产业。依托境内的林地资源和
气候优势，近年来，黎平县确定以天麻种
植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今年，
该公司全力在菌种培育上下功夫，积极
抓好优良菌种培育，彻底解决菌种外调
等问题，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天麻种植。

除此以外，公司还采取“统一物料供
应、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回购”的方式发
展天麻产业。今年，该公司预计在尚重、
平寨、洪州、龙形等乡镇（街道）种植天麻
1000 余亩。穆伦说道：“今年我们计划培
养 10 个天麻种植村，10 个天麻种植合作
社，带动 100 户专业天麻种植户。”

黎平县是贵州林业大县，森林覆盖
率达 72.75%。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种出
来的天麻不仅肉实、个大，而且天麻素含
量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

黎平：

天 麻 种 植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通讯员

姚强 姜继锋）眼下，
正 值 水 稻 移 栽 的“黄
金期”。连日来，黎平
县 利 用 晴 好 天 气 ，抢
抓 农 时 ，有 序 进 行 水
稻 机 械 移 栽 作 业 ，为
农田披上了绿色的新
装，插下丰收的希望。

在中潮镇长春坝
区 ，一 片 片 绿 油 油 的
秧苗映入眼帘，纵横阡
陌间，耕田机、插秧机
在田里来回穿梭，转眼
间，一块块水田相继披
上了“新绿”。据禾香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闻振雄介绍，为
了不误农时，今年，合
作社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 机 械 化 耕 插 水 稻
8000 余 亩 ，分 别 在 永
从、尚重、中潮、肇兴等
乡镇同时开展机插作
业，确保今年完成合作
社承包的栽插任务。

在茅贡镇流芳村侗乡米业的在生稻
示范基地，早在半月以前就开始了水稻
的机插作业，据黎平县侗乡米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石承义介绍，今年该公司是在
省、州、县科技特派员点对点的指导下，
再次对旱稻 6 号水稻进行示范种植的，希
望通过两次收割能够起到增产增收的目
的。目前，40 亩示范水稻长势良好。

据了解，今年黎平县水稻生产面积
将达 30.68 万亩，育秧面积达 3.45 万亩，
预计可栽大田 31.18 万亩，通过示范点推
广水稻“两增一调”、全程机械化、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引领带动全县水
稻大面积单产提升，预计水稻平均产量
达 450 公斤/亩，全县粮食平均单产水平
提升 2%以上，全年粮食生产总量 16.21 万
吨以上，切实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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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庭培 张轩威 姜
继锋 申黎）5 月 18 日上午，黎平县尚重
镇洋洞侗寨举行“千牛同耕”传统耕作活
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一

堂，共同感受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农耕
文明，共赏农耕版“清明上河图”。在“千
牛同耕”现场，当地群众按照传统耕作习
俗，家家户户开田犁耙，山沟里、梯田上、

田坝中，壮观的牛耕场景，如一幅古老的
农耕版“清明上河图”展现在世人面前，

“千牛同耕”活动，向游客们展现了千百
年来的传统农耕文明，现场嘉宾们无不

为之惊叹。
“千牛同耕”这一农耕习俗，在洋洞村

保留传承了上千年，农耕文化保存完好，
村寨里家家户户饲养耕牛，至今仍坚守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被誉
为“最后牛耕部落”，是中华农耕生态文明
的一个缩影。以牛粪腐熟作为肥料，以食
物链除虫，原生环境加上生态种植的方式
让各种古老稻谷品种在这里得以生生不
息，让传统农耕文化得以传承，让生态环
境得以恢复，让农民生活得以增收。

牛耕部落创始人杨正熙说：“通过这
样的活动传承农耕文化，还有老品种的
保存，目前老品种保存了 300 多种，其中
水稻有 80 多种，通过这样的传承，让大家
看得到我们的生态价值。”

随着“桥头堡”政策的出台，近年来
洋洞村依托“千牛同耕”的习俗，精准对
接大湾区消费升级和游客市场需求，不
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服务功能，把“牛
耕部落”建设成为面向大湾区的山地民
族文化旅游和生态康养目的地。

“我在这里大概住了有 4 年的时间，
相 当 于 是 一 种 旅 居 吧 ，之 所 以 选 择 这
里，是因为这里的自然和原生态，因为
在很多地方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旅居环
境，我们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才
发现找到这里来，这里的生活让我感受
最深的是一种民俗的东西。”广东旅居
人士徐耀明说。

尚重镇：

传承千年牛耕文化 再现农耕版“清明上河图”

本报讯（通讯员 张明辉）近日，笔
者来到黎平县肇兴镇皮林村凤柚种植
基地看到，连片的柚子树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

据了解，该基地的凤柚是从江西引
进选育的品种，因这里的生长环境更加
适宜，长出来的柚子果大汁甜，且富含
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柚子中的珍
品。2023 年肇兴镇大力推进凤柚扩规
提质，充分发挥本地种植龙头示范基地
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申报衔接资金 120
万元，在皮林、纪堂等村扩大凤柚种植
面积 400 亩，2023 年全镇凤柚种植面积
达 1000 亩。

贵州省凤柚庄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继红介绍说：“我们凤柚基
地种植面积大约 1000 亩，挂果的面积大
概有 500 亩左右，预估产量 20 万公斤柚
子，今年进一步的精准管理，品质比以前

将有提升。”
下一步，肇兴镇将继续扩大种植面

积，加快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构

建乡村特色产业体系，不断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和布局，助力农民增收。

（备注：1亩=0.0667公顷）

肇兴镇：

抢 抓 时 节 发 展 凤 柚 产 业

图为肇兴镇皮林村凤柚种植基地图为肇兴镇皮林村凤柚种植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梅家斌 陈
世婕）近年来，在黎平县肇兴千
户侗寨，旅拍受到越来越多的游
客喜爱，“旅拍热”为侗寨旅游带
来了“新活力”。

在全国最大的侗族聚集村
落肇兴千户侗寨，民族文化浓厚
的侗族服饰受到游客们的青睐，
选一套心仪的民族服饰，以侗寨
鼓楼、花桥与木质结构吊脚楼为
背景进行旅拍，成为不少游客的
选择。

广东游客李秋萍说：“特别
想在侗寨体验一下侗服拍照片，
这里特别漂亮，空气清新，很有
民族特色感，在广东很少见，所
以想体验一下。”

深圳游客刘晓晓说：“这边
民族的味道很浓就很想体验一
下，寨子里有苗族的扎染，还有
特色的建筑，特别出片。”

据悉，肇兴千户侗寨的旅拍
店已从原本的四五家，发展到了
现在的 83 家。2024 年 1 月至 5
月 15 日 黎 平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224.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
旅游综合收入 23.48 亿元，同比
增长 4.77%，旅拍店 83 家，营业
收入达 2000 余万元。旅拍成为
景 区 近 年 成 长 最 快 的 旅 游 业
态。据肇兴千户侗寨某旅拍店
负责人陆灵杰介绍说：“现在客
流量集中在周六周日、节假日、
国家法定假日，像 5 月 1 到 5 日，
基本上每天都有三四十个以上
的客人。”

旅拍作为颇具潜力的新业
态，现已成为年轻人旅游的打卡
项目，肇兴侗寨将继续探索，提
供更多丰富优质的文旅融合产
品，把“流量”化为“留量”，为当
地旅游业注入更多活力。

肇兴侗寨：

“ 旅 拍 热 ”为 侗 寨 旅 游
带 来“ 新 活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