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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笔者特意去
一位朋友家中拜访。中午吃
饭时，朋友把年已八旬的老
父亲请上上座，一边为父亲
倒酒，一边为父亲夹菜。饭
后，朋友相告，虽然其父亲
年纪一年大一年，但无论是
在 饭 桌 上 ，还 是 在 其 它 方
面 ，他 都 恭 敬 地 对 待 老 父
亲，目的就是要让老人在家
中有“存在感”。笔者听了，
不禁为朋友的这种做法表示
赞赏。

众所周知，老年人随着
年纪的增长，动作迟缓、记
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下降，
说话变得语无伦次，等等，
这些现象往往容易引起晚辈
们的嫌弃和讨厌。于是，在
家中，有的子女便开始慢慢
地怠慢老人，甚至谩骂、虐
待老人。一些老人也往往为
了不让子女生气而忍气吞
声，不但平时话少了，而且
性格也变得孤僻了。加之，
一些子女往往错误地认为老
人只要给点吃的、穿的就行
了 ，其 它 方 面 无 所 谓 。 于
是，一些老人慢慢地在家中失去了“存在感”，
吃饭时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吃，饭后不是宅在房
间里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睡大觉，平时几乎
和子女无沟通、无交流。时间久了，老人脸上
无笑容，整天郁郁寡欢，有的甚至患上疾病，最
终过早地离世了。

其实，老人也需要“存在感”。作为子女，
应时时处处善待老人，比如吃饭时请老人坐上
座，让老人自己夹菜；家中大小事情，请老人一
起坐下来商量，一起做决定；经常带老人四处
走走，经常给老人买礼物，等等。只有时时处
处都想老人之所想，让老人常“露面”、常“做
主”，老人就会无形中感觉自身的存在价值，这
样也就有了“存在感”。

因此，笔者以为，作为晚辈，不妨从“请老
人坐上座”开始，关心、体贴老人，让老人无时
不刻地感受到子女给予的亲情、和谐和温暖，
让老人无形中有一种“存在感”，从而安享晚
年，颐养天年。笔者想，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应
尽的职责和义务，更是老年人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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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蒋婷）近年来，黎平县烟草局
在做好主责主业的同时，不断加强行业宣传队伍建
设，以学习培训、兴趣激励、能力提升为核心，从“三
个维度”对通讯员队伍的实际能力进行全面提升，
助推行业宣传工作提质增效。

注重学习培训，强化政治定力。围绕行业工作
实际，紧贴时代脉搏，组织通讯员队伍认真学习新
闻理论知识，开展新闻实践活动，通过实地采风、调
研走访等形式，不断学习新媒体传播技能，创新传
播手段和方式，制作发布有质量有看点的文字、图
片和视频新闻，全面提升通讯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
新闻敏感。

采取兴趣激励，激发创作热情。注重“传帮带”
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师带徒”的方式，根据通讯员
兴趣、特长量身定制“培训手册”，通过培训、座谈、
实操等多种方式，提升通讯员新闻写作能力，努力
培养出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全媒
型新闻队伍。

加强业务操作，提升综合能力。组建“黔彩青
年”新闻宣传兴趣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把文
字稿件和视频素材融为整体，坚持“双主线”宣传导
向，按照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不定期
开展经验交流、好文分享等活动，推动通讯员队伍
快速成长。

黎平县烟草局：

“三个维度”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据岑巩县纪委监委消息：黔东南州岑巩县文
体广电旅游局（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忠未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岑巩县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岑巩县纪委监委）

2025年第4号

黔东南州岑巩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文物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忠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从江县纪委监委消息：黔东南州生态环
境局从江分局党组书记、局长贾世平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从江县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从江县纪委监委）

2025年第3号

黔东南州生态环境局从江分局党组书记、
局长贾世平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这句话不仅
道出了酸汤在黔东南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
位，也映射出红酸汤产业的蓬勃生机。近年
来，凭借鲜亮的色泽和独特的酸香风味，我州
红酸汤在市场广受欢迎，销量急剧攀升，成为
贵州美食一大名片。

为了推动酸汤产业发展壮大，州农业科
学院先后走访黔东南州多个县市，围绕种植
户和酸汤加工企业进行调研并发现，作为红
酸汤主要原料的番茄品质不够稳定，因种植
区域土壤、海拔、气候及栽培模式的差异，普
遍存在产量低、易裂果、采摘费工、不耐储存
等短板。同时加工企业收购鲜果时，往往混
杂收购不同品种的鲜果进行发酵，导致酸汤
口感参差不齐。多年来，凯里酸汤番茄始终
缺乏统一的主栽品种，这一瓶颈严重制约了
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针对这一现状，州农科院酸汤番茄研发
团队负责人石细敏开始萌生规范发展凯里酸
汤番茄产业的念头：“找回凯里酸汤最原始、

最纯粹，番茄清香味最浓的儿时味道。”于是，
由黔东南州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家蔬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和广西现
代立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酸汤番茄研
发共同体。

科研团队的第一步是“寻根”。他们自
2019 年起就深入田间地头，从省内外共收集
番茄品种 508 份，其中包含了贵州传统品种

“毛辣果”。这些承载着地方记忆的种子，被
分别送往海南三亚基地和贵州黔东南基地进
行筛选培育。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采用分
子基因标记技术精准分析遗传特性；在试验
田中，他们通过多代回交转育、提纯复壮，不
断聚合抗病性强、产量高、风味浓郁的优质性
状。团队像淘金者般反复筛选，最终在 2024
年锁定三份突破性材料：专攻酸汤产业的酸
汤番茄 1 个（GK188），主打鲜食市场的口感番
茄 2 个（H2311 和 T23-200）。

其中，被寄予厚望的 GK188 表现尤为亮

眼。这个无限生长型小番茄品种，果实浑圆
如珠，色泽红艳均匀，既保留了传统毛辣果的
浓郁酸香，又在耐储运性、抗病性和产量上实
现飞跃。2024 年在凯里市舟溪镇新中村种植
的 30 亩 GK188，专家测产数据令人振奋：亩产
量达 2957.5 公斤，较传统品种毛辣果增产近
五成。同年 9 月，GK188 暂命名“凯酸 1 号”，
申报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与此同时，研发团队在田间意外发现的
变异植株 H2311，则为鲜食市场开辟了新赛
道。这个早熟品种果型椭圆、皮薄肉紧、外形
好看，在 2024 年的试种中，其亩产量突破 3500
公斤，被命名为“凯丽 88”，申报了国家农业植
物新品种保护。而杂交新组合材料 T23-200
则以“爆浆”口感为特点，成为水果市场的潜
力选手。三个新品种各具特色，形成了覆盖
加工、鲜食的多维产品矩阵。

正如石细敏所说：“我们不仅要让酸汤留
住乡愁，更要让它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025 年，“凯酸 1 号”和“凯丽 88”将正式推向

市场，带着科技创新基因的番茄种子将在广
阔的黔东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它们承载的
不仅是儿时的味道，更是一个产业发展壮大
的信心。

良种是农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农
业的‘芯片’。接下来，州农科院研究团队将
继续在当前研究基础上进行定向改良，培育
出品质稳定产量更高抗性更强的酸汤番茄新
品种。通过酸汤番茄新品种的培育和推广，
全力推动酸汤番茄产业，着力提升酸汤产业
规模化水平，振兴贵州酸汤番茄种业，打造贵
州酸汤番茄品牌，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酸汤产业向“百亿级产
业”进军，让“凯里酸汤”广为人知，走向推向
世界。

土里栽“芯片”激发酸汤产业新活力
—— 州农科院聚焦新质生产力提升酸汤产业规模化水平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聂蕾 通讯员 魏嘉妤

本报讯（通讯员 韦紫芳 潘健 吴永龙）2 月 8 日，从江县携手广

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举办 2025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暨“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标志着从江县 2025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工作正式启动。

在企业招聘信息展台前，闻讯赶来的当地数千名求职者仔细

浏览着用工企业招聘信息，并和招聘企业工作人员交流，选择适合

自己的企业用工岗位。

据介绍，参加这次招聘会的 40 家省内外优质企业为当地求职

者提供了 6000 多个就业岗位。其中来自南海区的 28 家优质企业

根据南海企业用工所需，结合从江县人力资源技能水平状况，针对

性地在制造、电子、物流、包装、交通、纺织、管理等多个劳务就业领

域设置了就业招聘岗位。招聘会上，40 家用工企业与当地 267 名

求职者达成了就业意向。

从江县与佛山市南海区携手举办 2025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暨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搭建了

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服务平台，更为从江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用工企业提供的 6000

个就业岗位续写了两地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与结对帮扶机制的新

篇章。

从江县：

“春风行动”续写东西部劳务协作新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陈厚华）2 月 6 日，“佛山市高明区—黔东南州

施秉县 2025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暨‘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在施秉

县步行街口举行。共青团施秉县委依托“青联组织服务千村计划”

平台，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参与招聘会服务，为活动注入青春力

量，现场气氛热烈。

招聘会现场，青年志愿者们化身“就业小助手”和“招聘宣传

员”，穿梭于人群中，为求职者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青年志愿者

陆文倩耐心地向一位求职者介绍：“大哥，这家企业在施秉桃子湾

工业园区，距离县城很近，上下班方便，还包午餐。如果想去广东

佛山务工，可以在 2025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4 日期间，每天上午 8：30

到县汽车站免费乘车前往。”她一边讲解，一边引导有意向的求职

者登记信息。

招聘会正式开始后，现场人潮涌动。志愿者们不仅为求职者

解读企业招聘信息，还发放了 160 余份就业扶持政策手册。他们热

情推介优质岗位，引导广大青年关注“施秉县人民政府”“施秉人

社”“共青团施秉县委”等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就业信息。通过精

准对接，志愿者们帮助待业青年与招聘企业实现高效匹配，为招聘

会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志愿红”。

接下来，共青团施秉县委将以“春风行动”为契机，紧扣服务青

年工作主线，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搭建服务平台、拓宽服务渠道，协

同相关部门整合资源，持续开展“点对点”精准服务，为青年安全有

序返岗复工贡献青春力量。

施秉县：

志愿力量助力就业“春风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艳平 杨瀚东）为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促进

群众稳定就业，2 月 6 日，三水区·岑巩县“春风行动”暨东西部劳

务协作现场招聘会在岑巩县体育馆举行，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力资

源的优化配置，为就业市场的繁荣发展添能助力。

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求职者们满怀憧憬地在各个展位间穿

梭，积极与企业招聘人员交流，询问岗位需求和待遇详情。企业招

聘人员则耐心地为求职者答疑解惑，细致介绍企业的发展前景与

自身优势。

“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很多，让我有了更丰富的选择，还遇

到了心仪的岗位。”来自大有镇大坪社区的求职者黄远俊说。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岑巩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稳岗就业作为增

加群众收入、改善民生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并充分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针对返乡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重点群体，精准收集岗位、精准组织动

员、精准就业服务，千方百计促进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此次招聘会组织得很好，求职者们秩序井然，而且热情高

涨。招聘会刚开始，就马上有七八位老乡前来咨询，已经有 3 位进

行了登记报名。”佛山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的企业招聘负责人

陈伟祥表示。

据悉，此次招聘会规模可观，吸引了县内 13 家企业、佛山市三

水区 10 家企业以及福州市 8 家企业积极参与，用工企业主要为佛

山市重点企业和县工业园区重点企业，涵盖电子、服装、家电等行

业。众多企业携手为求职者带来了丰富多元的就业选择，累计提

供就业岗位 2960 个。

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 500 余名求职人员参加了现场招

聘，其中达成就业意向的有 175 人。

岑巩县：

春风送岗促就业“东西”携手惠民生

本报讯（通讯员 吴玉富 刘东鸣）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到了苗木栽种好
时节。2月7日，正值锦屏县城赶集日，在
县城六街苗木市场，来自周边村寨的群
众纷纷抢抓农时，前来选购树苗，为新一
年的农业生产播下绿色的希望。

走进苗木市场，映入眼帘的是各
式各样的苗木摊位，从果树苗到观赏
树苗，应有尽有，绿意盎然，仿佛整个

春天都被浓缩在了这里。
不少群众正在精心挑选着各种苗

木花卉，讨价还价，不亦乐乎。苗木商
户们则热情地向顾客展示、推介自己
的苗木。

“立春了，我来买一点钩藤苗去种植
家里的那一亩的空地。”群众杨大哥说。

为了让家里的林地不荒废，来自
三江镇潘寨村的群众杨胜美也在忙着

挑选杉树苗，经过一番挑选，也采购到
了心仪的优质苗木。

“现在天气好，买了 2000 株杉树
苗，这几天有空就把它种下，不仅为了
木材，更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山林，让它
一直这样绿。”杨胜美说。

除了苗木市场，锦屏县城六街农贸
市场的其他摊位也是生意兴隆。农具、
种子、肥料等春耕物资一应俱全，琳琅
满目的商品满足了群众的各种需求。

一年之计在于春，随着气温逐渐
转暖，正是春耕和田间管理的好时候，
锦屏县的群众纷纷抓住有利时机，购
买各种果树和绿化花卉苗木增绿添
彩，为农业生产、经济增收注入活力。

锦屏县：

人勤春来早 苗木购销旺

本报讯（通讯员 王璇）2 月 7 日，
在凯里市旁海镇贵州“村T”舞台的聚
光灯下，该镇 30 多位村民带着家乡独
特的非遗和苗族传统文化，自信地展
现着属于他们的风采，呈现了一场视
听盛宴，彰显了旁海镇苗族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

舞台上，村民代表潘光荣携翁项
泥哨亮相。作为翁项小学退休教师，

他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家乡的文
化瑰宝，目前正在积极申请翁项泥哨
非遗传承人。他手中的泥哨作品栩栩
如生，兼具灵动可爱与质朴古拙之美，
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韵味。吹
响时，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穿越时空，
将人们带回到了古老的岁月。那声
音中蕴含着旁海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未来的美

好憧憬。
随后展演的水珠花棍舞则将现场

气氛推向了高潮。苗族芦笙的旋律悠
扬响起，舞者们轻盈起舞，花棍灵活转
动，敲击出清脆的声响，如同水珠溅
落，充满了活力与激情。旁海镇水珠
村党支部书记潘齐美亦参与其中，她
表示：“花棍舞作为我们苗族的传统文
化瑰宝，如今面临着失传危机，希望通
过‘村T’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并传承这
一文化瑰宝。”

此次走进“村 T”舞台，翁项泥哨、
水珠花棍舞、芦笙等民族文化逐一亮
相，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徐徐展
开，讲述着旁海镇的历史与传承。

凯里市旁海镇：

苗族传统文化闪耀贵州“村T”舞台

2 月 7 日晚上，雷山县城人流如潮，锣鼓震天，
欢声雷动，爆竹声沿街响起，数十条制作精美的长
龙应声舞动，龙灯在空中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长龙盘旋起舞，腾挪翻腾，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
呈现着浓浓年味和喜庆气氛。

图为舞龙闹新春现场。 （通讯员 杨正道 摄）

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人勤春来
早，备耕正当时。随着春风的轻拂，
我州各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时
节，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春
耕景象。

在镇远县都坪镇辣椒育苗基地，
一排排温室大棚内，育苗工作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装盘、点种、摆盘、
洒水……几十余名育苗人员分工明
确，操作熟练。

“我们基地今年育苗 10000 余盘
的辣椒苗，预计能够供应 800 余亩的
土地种植，目前已经有很多农户预
订。”基地负责人刘江介绍，近年来，
都坪镇通过实施辣椒“订单式”种植，
不仅提高了育苗供给率和劳动生产
率，还形成了从育苗到种植的全程服
务体系。今年，该镇计划种植辣椒
4000 亩，致力于打造集种植、采收、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推动

辣椒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在黄平县上塘镇紫营村辣椒育
苗基地，机械化育苗工棚内同样一片
繁忙。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播种、浇
水、覆盖薄膜，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
对丰收的渴望。上塘镇采取“村级合
作社+农户+公司”的订单合作模式，
采用水上漂浮式辣椒育苗技术，为种
植户提供优质种苗。依托当地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辣椒食品有限公
司，黄平县已形成了从育苗到种植、
收购、加工、包装、销售的辣椒产业
链，不断提升辣椒产业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

凯里市下司镇花桥村作为凯里市
的重要蔬菜生产基地，也迎来了蔬菜
育苗的繁忙季节。今年，花桥村更加
注重科学规划和管理，成立了专门的
育苗合作社，统一采购种子、化肥等农

资，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育苗指
导。合作社还积极与周边市场对接，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蔬菜种植品种和规
模，确保蔬菜适销和农民增收。

在春耕育苗的过程中，全州各级
政府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农民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农业部门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
术指导，帮助农民解决育苗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农资部门加强农资市
场的监管力度，确保农民购买到质量
可靠的农资产品；同时，通过举办培
训班、现场示范等方式，向农民传授
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全
州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春耕育苗正当时，全州各地备耕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