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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孟先）2 月 9 日，
天柱县地坪镇滚大村一年一度的“正月
十二传统芦笙节”火热举行。活动旨在
展现苗族文化底蕴、芦笙比响赛、民族舞
蹈表演等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以芦笙会
友广邀周边村寨共同参与，促进各村民
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

当日上午 12 时，村里的男女老少皆
身着绚丽多彩的节日盛装，在寨老的引
领下，芦笙队率先奏响悠扬曲目，瞬间，
欢快的旋律在社坛上空盘旋回荡，游行
仪式也在这热烈的氛围中正式拉开帷
幕。游行队伍恰似一条灵动的巨龙，在
蜿蜒的村道间穿梭前行。苗族同胞们放
声高歌，那悠扬的歌声与芦笙曲交织成
一曲和谐动听的乐章，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们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脚
步轻盈而欢快，举手投足间都满是对传
统节日的热忱与期待。

游行结束后，非遗芦笙踩堂舞展演
盛大开场。全体村民手牵着手，紧密地
围绕着芦笙，欢快地舞动起来。他们的
动作整齐划一，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节奏
感，每一个舞步都饱含着对民族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

踩堂舞展演圆满落幕，全体人员的
热情依旧高涨。在激昂的旋律中，大
家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深情
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
后，欢快的广场舞《月亮里的阿妹》音
乐响起，大家又纷纷加入其中，用轻快
的舞姿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现场一片欢腾。

傍晚时分，来自黔桂交界的 40 多个
村寨的 100 余支芦笙队伍齐聚芦笙坪开
展芦笙比赛抽签，随后比赛按抽签顺序
进行。各芦笙参赛队员们用饱满的热情
和精湛的技艺吹奏着芦笙，乐声悠扬，响
彻云霄。比赛规则是别具一格，裁判站
在一公里外的山上，通过锦旗指向判定
输赢，这种独特的方式吸引了现场众多
观众的目光。

与此同时，在滚大的文化广场上，民
族广场舞也同步开展，苗、侗、瑶族青年
男女们身着盛装，在芦笙乐声中翩翩起
舞，他们借此良机展示自我，在互动交流
中寻找意中人；同时也诚挚地祈祷来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节日增添了一
抹浪漫色彩。

经过激烈角逐后，比赛尘埃落定。

优胜队伍分别获得“一头牛+50 斤酒+锦
旗”以及“一头猪+50 斤酒+锦旗”的丰厚
奖励，荣耀而归。

芦笙比响赛，不仅仅是一场比拼技
艺的赛事，更是促进民族团结与交流的
坚固桥梁。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
具有重要意义。比赛中，不同民族的芦
笙队伍各展所长，大家相互学习、彼此
交流，在芦笙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增进
了对彼此民族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各
族观众也因这场比赛紧密相连，绘就了
一幅各民族和谐共处、团结奋进的美好
画卷 。

芦笙文化是苗族文化的图腾，滚大
村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之一，其芦笙文化
底蕴浓厚，芦笙制作历史悠久，全村共有
大大小小芦笙制作作坊 80 余个，芦笙师
傅 100 多人，年制作芦笙 2 万多把，实现
年创收 800 多万元，带动滚大村 400 多人
实现就业增收。芦笙师傅的芦笙制作手
艺精湛、做工精细、声音洪亮，在黔桂湘
三省（区）芦笙比响寨中多次摘获桂冠，
赢得黔桂湘群众的高度认可，滚大村被
誉为黔桂湘接边地区“芦笙第一村”。

天柱县滚大村：

传统芦笙节上演“最炫民族风”

本报讯（通讯员 蒋家才）近日，走
进施秉县马号镇老县村羊肚菌基地，一
幅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菌棚
内，密密麻麻的羊肚菌如同撑起了一把
把褐色小伞，在菌垄上竞相绽放，一股特
有的清香弥漫在大棚。

春节期间，老县村的羊肚菌产业正
迎来它的第二个年头丰收，村民们穿梭
在菌垄之间，忙碌地采收着，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基地务工群众吴敏一边小

心翼翼地整理采摘好的羊肚菌，一边笑
着说：“从这个产业开始发展，我就在基
地干活了，离家近，收入也不错，这段时
间采菌，一天能有 100 元，要是天天来，
一个月能有两三千元，真的不错。”

羊肚菌作为“四大名菌”之首，素有
“菌中皇后”的美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
值，富含碳水化合物、粗蛋白、粗脂肪、
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其采收时节与
农忙时节巧妙错开，村民在闲暇之时可
以到基地务工增加收入，实现了从“冬
闲”到“增收”的转变。

据悉，马号镇老县村的羊肚菌基地
于 2023 年建成，创新性地采用“党组织+
村集体+基地+公司”的运营模式，有效

整合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发展。目前，基
地的羊肚菌种植面积已达 30 余亩，并成
功吸引 2 户当地群众种植 4 亩羊肚菌。
在劳动用工方面，基地已吸纳务工人员
200 人次，每日的工资为 100 元，为当地
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在州信访局与马号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我们多次与技术人员沟通对接，
精准控制菌种、温湿度以及土壤条件，经
过三个多月的精心管护，今年羊肚菌迎
来了丰收季。一亩羊肚菌产量达到 200
公斤，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计算，产值可达
70 余万元。”州信访局派驻老县村驻村
第一书记蔡芳青告诉笔者。

（备注：1亩=0.0667公顷）

施秉县老县村：

羊肚菌喜丰收 助农增收致富

春季开学进入倒计时，
随着电子屏幕在教学中广
泛应用，信息设备对孩子视
力的影响成为公众热议的
话题之一。日前，记者走访
家长、学生、教育从业者以
及医生，各方对课堂使用电
子 屏 幕 提 出 建 议 。（2 月 10
日《贵州日报》）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
屏幕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在教育领域，电子屏逐渐
取代了传统的黑板，成为一
种新的教学工具。相比起传
统的板书，电子屏幕的优势
显而易见，通过电子屏可以
展示图片、视频、动画等丰富
多彩的教学内容，使抽象的
知识变得具体而形象，也让
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同
时，电子屏的使用也大大减
轻了老师的工作量，提高了
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使用电子屏本
是一件好事，但凡事过犹不
及，过度依赖电子屏幕，对中
小学生的健康和学习也将产
生负面影响。电子屏发出的蓝光和频闪会对
眼睛造成伤害，学生们长时间盯着电子屏，不
仅会导致眼睛疲劳、干涩，还可能增加近视的
风险。除了视力问题外，学生只看电子屏课
件，还会减少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不利于加
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电子产品是一柄双刃剑，进课堂之后，必
须要加强规范和改进。2024 年，教育部联合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印发的《关于切实
抓牢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防控工
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小学教育本着按需的原
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
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
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这一要求的目
的，其实也是防止课堂教学过度依赖电子屏，
让传统的板书教学与多媒体课件有机结合，既
提高教学效果，又保护学生的健康和权益。

笔者以为，电子教学产品可以作为辅助工
具，但绝不能完全代替板书。电子屏幕的使用
应扬长避短，不能在课堂上从头到尾一用到
底，而是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合理运用多
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方式，减少了电子屏使用
时间，从而更好地保障学生的视力健康和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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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仁海）春节芦
笙会，是热闹，是年俗，是年味。

2 月 7 日，老君寨·双江 2025 年春节
芦笙会在凯里市大风洞镇老君寨村开
幕。老君寨双江片区一直以民族文化
搭台，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增添更
多精彩和喜气，更好凝聚人心，捐资助
学，发展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芦笙鸣，鼓声响。
当天，来自老君寨双江片区及周边

村寨，共 27 支代表队 1000 余人，身着少
数民族服饰从老君寨小学出发，沿着过
境公路、河堤浩浩荡荡进行游演，欢聚
于老君寨芦笙堂。

虽春寒料峭，但仍阻挡不住群众看
会的热情与脚步。

伴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老君寨芦笙
代表队上台吹起了芦笙跳起了芦笙舞，
大家沉醉其中。随后，各代表队依次登
台表演。

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
笔者看到，本土草根明星王合飞演

唱了《苗乡侗寨》《高山流水敬酒歌》，观
众连连上台献花，献围巾。王合飞缓缓
走到观众中互动，一唱一和，粉丝们争
先恐后拍照合影，此时此刻，整个芦笙
堂都沸腾了。

一名亻革家小伙 说 ：“我 非 常 喜 欢
听王合飞唱歌，民族特色很浓，很接
地气。”

刚演唱完自创歌曲《花开等你来》
的老君寨村姑妈杨曼丽告诉笔者，这些
明星都是受邀请，自己加油开车来的，
非常感动。去年，老君寨双江片区“金

秋助学”10 周年庆典，他们也到助阵。据了解，王合飞仅
2024 年义演共 100 余场次。

明星唱罢，身着仫佬族服饰的老君寨村村民吴大妈与
伙伴们，伴着激烈的音乐点子，笑盈盈地登上舞台，第一
次圆梦走“村 T”秀。

“真的当‘模特’啦！我们穿着自己绣的衣服……”吴
大妈捧腹大笑。

“春节芦笙会，一年比一年精彩，一年比一年丰富。”
伫立于台前的老君寨村远嫁广西钦州的蔡青云，牵手女
儿十分艳羡地说，以前，大家在河沙坝跳芦笙、斗牛、打篮
球、走象棋等比赛。现在，搬到村里的操场上，今年还增
设了“村 T”秀，本土草根明星免费献歌。

据《村史》记载，老君寨芦笙堂已有 100 余年历史。现
在由老君寨、双江芦笙会主办，村民自发自愿集资，从正
月初十至正月十二，活动项目包括跳芦笙、唱古歌、斗牛、
打篮球等比赛，并予以评比颁奖，吸引了当地及周边村寨
上万名群众。

多年来，老君寨双江片区借助春节芦笙会契机，以民
族文化搭台，通过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
文化交流，更好地凝聚人心，承上启下，劲往一处使，毫不
含糊地持续开展全民集资助学，发展农业产业经济。

资料显示，老君寨双江片区开展“金秋助学”迄今已满
10 周年，共爱心捐款 85 万余元，目前受助学子 1000 多人
次，考取中山、复旦、南开等名牌大学本科 173 人，其中，博
士 2 人，硕士 15 人。

此片区包括原老君寨、双江、江山和孙家寨四个村，聚
居苗族、仫佬族、汉族、亻革家、西家，共 1020 户 4000 余人。

这里的民风民俗淳朴，民族团结，风景秀丽，由于地处
偏远，没产业，没矿产，过去交通闭塞等因素制约，经济发
展滞后。

2023 年，修建“白水河便民桥”消息传开后，受助博士
杨再荣第一时间无偿提供设计图，带头积极捐款，还回家
当建桥“义工”，已成为老君寨双江片区助学基金会的骨
干力量。

近年来，老君寨双江片区白水河、太阳河河堤建成后，
依托坝区、河流以及“凯里平良贡米”品牌优势，发展优质
稻、草莓、荸荠产业，共 250 亩，养牛 200 头，还有养水鸭、
鹅，总产值达 235 万余元，带动群众就业近 100 人，实现了
老君寨双江片区产业发展“零”突破，让群众看到了乡村
振兴的希望。

凯
里
市
大
风
洞
镇
：

春
节
芦
笙
会
激
活
乡
村
振
兴
﹃
一
池
春
水
﹄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洁 刘彩汛）农事变赛
事，群众变选手！2 月 7 日，麻江县举办了第
一届农事运动会，大家纷纷变身一个个运动
员，在一系列“农”味十足的比赛项目中，感受
健身运动的快乐，在互助娱乐中凝聚友谊，迎

接新的一年。
本届农事运动会集综合性、趣味性、竞争

性于一体，共 24 支队伍同台竞技。运动会项
目紧密结合农事农技、民俗节庆，既有拔河、
篮球等传统项目，还创新开展插秧、剥玉米、

徒手剥红蒜等极具本地特色的运动项目。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们的心更近了，

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会更加融洽、也更
加出色。”五谷丰登队参赛选手刘斌说道。

场上比得热火朝天，场外围观的“粉丝”

们也看得目不转睛，一边掏出手机拍摄，一边
给选手加油鼓劲。这些项目将农耕文化与趣
味运动巧妙融合，以农作物为道具，让参赛选
手在欢乐中体验农耕文化的魅力。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大家在全民健身
理念下，体现我们的精气神，更加积极向上地
工作和生活。”和谐奋进队参赛选手潘仁晔面
带微笑说道。

“本来冬天不怎么运动，趁这次机会参加
这次趣味运动会，既锻炼身体，又快乐又开
心。”杏山街道水落潭代表队参赛选手王旭开
心地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农事运动会的奖品
十分接地气，有酸汤、蓝莓果干、锌硒米等农
产品，颇具地方特色。其中，一等奖奖品是小
香猪，更是为运动会增添了不少亮点。

“这是我们首次举办农事运动会，为广大
群众提供一个展示自我、交流经验的平台，也
是希望这次农事运动会能够成为一个品牌活
动，每年都能举办。此外，望通过这种形式，
让更多人了解农业、关注农村，增强大家的凝
聚力和自豪感，不断推动农村文化体育事业
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贵
州同和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熊文俊说道。

把农事变成比赛内容，把赛场搬到运动
广场，这场饱含乡村生活气息的趣味农事
运动会和浓厚的民俗风情让年味更浓、让
情谊更暖。麻江县以接地气、贴近生活的
运动活动，带动了更多群众参与到全民运
动健身中来，充分发挥着体育助力乡村振
兴的多元价值。

麻江县：

首届农事运动会趣味超“农”

本报讯（记者 王道东 通讯员 吴平
英）近年来，榕江县车民街道以“全生
命周期”为理念，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结
合实践阵地资源特点和优势，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融入各领域，不断激活志愿服
务新动能，创新志愿服务形式，广泛开
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民生保障等志
愿服务活动，持续延伸便民触角，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激活基
层治理效能。

车民街道以服务阵地建设，促进志
愿服务长效进行。以标准化、数字化、
特色化为要求高标准建设新市民中心，
打造集民族文化、图书阅览、文娱活动、
儿童娱乐、老年服务、医疗健身功能为
一体的多功能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

辖区 2 万余名搬迁新市民免费提供学
习、娱乐、休闲、养老等为一体的“一站
式”服务，充分满足搬迁新市民在文化、
娱乐、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建成新市民
中心、双阳馆 4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7 个，中老年人及青少年活动功能
室 40 余个。

车民街道成立志愿服务队伍，提高
志愿服务组织化程度，依托党员干部、乡
贤力量、非遗传承人等力量配置“7+N”
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充实扩大志愿服务
队伍。通过党员带群众、青年带老年、邻
里带亲情等方式，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贴
民心、有实效的文明实践活动，着力打通
贴近群众、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组建群

众文艺队伍 10 余支，成立协会社团 40 余
个，聘任社区监督员 20 余人，社工 9 名、
志愿者 200 余名。

为深入贯彻“幼有所教，老有所归，
老有所乐，其乐融榕”的理念，依托新市
民活动中心、社区“夜校”“四点半课堂”

“榕易谈”等平台，聚焦群众所思所盼，
围绕群众需求，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宣
传、实事帮办代办、爱心理发、爱心托
管、爱心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扩大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切实解决群
众各种急难愁盼问题。一年多来，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500 余
次，举办各类民俗文化活动 200 余次，
完成发放爱心积分 20 万余分，参与户
数 9000 余户。

榕江县车民街道：

延便民服务触角 提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通讯员 罗秋屏）近期，三穗县烟草局
紧紧围绕“正、严、实”工作准则，多维度做好物流配
送“全天候”监督工作，积极探索“八小时以外”监督
新路径，为物流配送提供良好保障。

强化自我监督，敲响“不能为”。针对元旦、春
节期间物流配送安全问题，三穗县烟草局从加强全
员安全教育入手，做足出车前酒精检测、收车后禁
酒、休息提醒和交心谈心工作，从思想上增强驾驶
员安全意识，严防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情绪驾驶，
确保大配送期间的人员、车辆、货物安全。

用好多元监督，促使“不能伪”。三穗县烟草局
拓展监督手段，建立家庭助廉互联台账，通过设立
举报箱和监督电话，积极发挥员工、家属及群众的
监督作用，定期对抽派人员“八小时以外”的活动进
行抽查，对违规违纪行为及时进行反馈及追责问
责。同时，强化与司法、纪委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探
索构建多元监督体系。

深化警示监督，增强“不可违”。结合元旦、春
节期间人员流动频繁，配送车辆增多、卷烟仓储量
大的情况，三穗县烟草局强化责任意识，做细做实
人员出入登记、值班值守，通过明察暗访、违规违纪
通报等方式，严明值班纪律，严禁空岗脱岗，真正做
到履职尽责，确保物流配送整体工作安全稳定。

三穗县烟草局：

做好物流配送“全天候”监督工作

据黄平县纪委监委消息：黔东南州黄平县
原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国恒涉嫌严重违
法，目前正接受黄平县监委监察调查。

2025年第6号

黔东南州黄平县原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
张国恒接受监察调查

据州纪委监委消息：黔东南州黄平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乾礼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黔东南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2025年第5号

黔东南州黄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林乾礼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