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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贵州日报讯（记者 曾书慧）5 月 26
日，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在贵阳召开。省
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徐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
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
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和省级领
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有关典型案例，集中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

徐麟指出，近年来，省委坚决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
风，推动全省干部作风实现整体好转。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省各级党员干
部要以反面典型案例为镜鉴，深刻汲取
党性修养不强的教训，更加自觉固本培
元凝心铸魂，始终对党忠诚不含糊、坚定
信念不动摇、严守纪律不越轨，在衷心拥
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上
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深刻汲取政绩
观偏差的教训，更加自觉务实功出实招
求实效，做一心为公的好干部、高质量发
展的推动者、善作善成的实干家，努力创
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
绩。要深刻汲取宗旨意识淡薄的教训，
更加自觉践行好人民至上理念，牢牢站
稳人民立场，深入基层听民意察实情，着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汲取
廉洁自律失守的教训，更加自觉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对照高标准严于律己、严格
治家、严管所辖，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
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从
严从实抓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
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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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甚至是幼儿园，会在人
的一生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一定要从娃
娃抓起。”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
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将话题再一次聚
焦“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
高度，关心关怀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为少
先队工作指明前进方向，引领新时代少
年儿童事业绘就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广大少年儿
童向阳生长，逐梦前行，必将接过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奔向更加璀
璨的明天。

“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
人民联系在一起”

初夏，万物并秀，生机勃发，四川南
充嘉陵区之江小学校园书声琅琅。

就在一年前的 5 月，“六一”国际儿
童节前夕，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收到一份
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

“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
好时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
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
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

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
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四五岁时妈妈买了小人书，给我
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

‘刺字不疼啊？’妈妈说，虽然疼，但岳
飞会始终铭记在心。我记到现在。”回
忆童年时光，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言传身教，语重心长。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
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
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
盘，也是人生的脊梁。”

2023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京育英学校考察，第一站走进校史馆。

1948 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1949 年
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育英学校承载着光
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

“让每一位育英学校的学生牢记学
校的光荣历史，铭记党的关怀，赓续红
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
党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习近
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浸润心田。

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
的心灵深处。

清晨，迎着灿烂的朝阳，澳门濠江
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学生排成整齐队列，
挺起胸膛，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行注
目礼。

5 年 多 前 的 场 景 ，许 多 同 学 记 忆

犹新。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学校考

察时，用老校长的一段往事教育孩子
们：“新中国成立当天，在当时还是澳葡
管治的时候，杜岚老校长毅然升起了五
星红旗。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勇气，是
一个带有标志性意义的爱国主义表现，
也映照出澳门广大同胞深厚的爱国主
义情怀。”

“三岁看到老，我们培养爱国主义
也从小开始”，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大家

“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
好河山。学好历史，学好中国的历史”。

立少年之志，筑信仰之基，迈好“人
生第一步”。

2014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
仪式，回想起自己当年入队时的情景：

“记得入队时心怦怦跳，很激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是突
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
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
部曲’”。

2020 年 7 月 23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强调“新
时代，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
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团结、教育、
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

班人”。
亲自关心，亲自指导，亲自推动。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0 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全社
会要重视少先队工作。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领导和保障，为少先队员健康
成长和少先队事业发展创造条件。”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制定出台，这是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
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新时代
以来，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
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体制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2024 年 5 月 30 日，在来自全国 56

个民族 400 多名少先队员的注视下，一
面曾“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在中国航
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冉冉升起。

鲜红的旗帜，希望的星河，闪耀着
亿万少年信仰的光芒。

“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
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春回大地，北京永定河畔绿意盎然。
2025 年 4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同少先队员们一起铲土造坑、
培土围堰、提水浇灌，在万物生长的时
节，种下绿色的希望。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连续第 13 年同少年儿童一起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

（下转第三版）

“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和少先队工作纪实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 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6 日致信祝贺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

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20年来，复

旦大学与时代同步伐，形成了光荣的爱

国传统和优良的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产出了许多原创性成果，在国家

建设和民族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复

旦大学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教育科

研改革，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

主培养良性互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

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

作出新贡献。

复旦大学创办于 1905 年。120 年

来，学校秉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的校训，追求卓越、开拓创新，为

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习近平致信祝贺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

本报讯（记者 韦启悬 王金海）5
月26日，全州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专班层面工作推进会
在凯里召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
州委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全
面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
感，强化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坚持对标对
表，全面抓实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
务，在深学细研上下功夫，在问题查
摆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出实招，
在警示震慑上见真章，在开门教育上

求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
（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充分发挥专
班作用，强化分类指导，抓实督导指
导，坚持求真务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扎实推动全州学习教育见行见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州级层
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州委第一至第
四督导组及州直各党（工）委督导组、
州直各党（工）委相关负责同志在州
主会场参会，各县（市）党委学习教育
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县（市）分
会场参会。

真学真查真改 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见行见效

全州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专 班 层 面 工 作 推 进 会 在 凯 里 召 开

本报讯（记者 康莉 通讯员 安宇杰 莫
满霞）“房前屋后勤打扫，蛇虫蚂蚁不来
找，家里卫生收拾好，蚊子苍蝇不乱跑，残
垣断壁清一清，安全隐患跑一边。”连日
来，丹寨县各村寨积极动员家家户户参与

“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用实际行动绘就
“四在农家·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

自“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开展以来，
丹寨县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

“两清两改两治理‘1+6’”工作方案，并整
合县农业农村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州生态环境局丹寨分局等部门资金共计
2158.58 万元，通过多种举措，全力推进“两
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广泛宣传，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丹
寨县以“院坝协商”为载体，构建“线上+线
下”立体化宣传矩阵。线上通过微信公众
号和短视频平台推送整治动态与政策解
读信息 150 余条，制作短视频 30 余个；线下
则巧妙运用“山歌传唱+苗语宣讲”“汉语+
苗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家政
培训 164 场次、农村健康知识宣传 2 期 60
余人，设置宣传栏 120 余处，发放明白卡 1
万余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整治工作的积
极性，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良
好氛围。

干群共治，凝聚整治向心力。全县 122
个村（居）被划分为 657 个网格，以“十户一
体”形式，针对各村寨（社区）的清扫需求，

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参
与的 130 支志愿服务队。他们充分运用挖
掘机、拖拉机等设备，与村民紧密协作，清
理道路沿线、房前屋后的垃圾和残垣断
壁，工作效率显著提升。在整治过程中，
累计排查出残垣断壁 162 处，已完成拆除
39 处；清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3880 吨，
整治房前屋后乱堆乱放 3000 余处。

长效管护，弘扬文明新风尚。丹寨县
以“积分超市”为抓手，强化党建引领积分
制，以“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激发基层治
理新动能，探索出一条“积分换动力、治理
促发展”的乡村治理与振兴新路径。同时，
将“禁止乱倒垃圾”“禁止滥办酒席”等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也积极推行环境卫生村级
评比，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推动人
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目前，全县累
计配备500余个垃圾收集点，建成垃圾收转
运站5个，投放垃圾清运车14辆。

接下来，丹寨县各乡镇将全力推进“两
清两改两治理”示范点建设，建立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持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
共筑生态文明新风尚，为奋力谱写“经济
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云上丹寨新篇章而
不懈努力。

丹寨县：

全力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持续深入

从丹寨银匠村的叮当锤响，到黎平
侗绣的指尖生花；从台江姊妹节的万人
空巷，到凯里酸汤鱼的千年飘香……近
年来，我州依托苗族侗族非遗资源，深
挖苗侗文化瑰宝，以“活态传承”为核，
以“沉浸体验”为媒，创新方式强化景区
独特性，奏响“非遗+旅游”的融合乐
章，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活态传承 让非遗“动”起来
在黔东南，非遗不是陈列在博物馆

里的展品，而是鲜活的生活日常。
从江县小黄村，被誉为“侗歌之

乡”，这里人人能歌善舞，侗族大歌的旋
律回荡在青山绿水间。每天傍晚，鼓楼
前都会聚集起身着盛装的侗族男女老

少，他们用悠扬的歌声讲述着侗族的历
史、传说与生活。游客们围坐一旁，沉
浸在这多声部、无伴奏的天籁之音中，
感受着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以前，我们唱侗歌就是为了自娱自
乐，没想到现在还能成为留住游客的宝
贝。”小黄侗寨的歌师吴奶银笑着说。如
今，小黄侗寨成立了多支侗族大歌表演
队，不仅在寨子里为游客演出，还走出大
山，登上国内外的舞台，让侗族大歌声名
远扬。而“听天籁之音侗族大歌”已成为
游客到小黄村旅游必不可少的环节。

除了侗族大歌，苗族的银饰锻造技
艺也在活态传承中重焕生机。在雷山
县西江千户苗寨，银匠师傅们在街边的

作坊里忙碌着，敲敲打打间，一件件精
美的银饰诞生。

游客们可以走进手工作坊，亲身体
验银饰制作的过程，从熔银、锻打、雕刻
到拉丝、镶嵌，每一道工序都充满了乐
趣与挑战。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光宾
表示：“通过让游客参与银饰制作，不仅
能让他们了解苗族银饰文化，还能培养
更多年轻人对这门技艺的兴趣，让银饰
锻造技艺代代相传。”

文与旅相伴，把游客从“引进来”到

“留下来”，我州以非遗充实景区内容，
有效提升了景区的文化内涵和游客吸
引力，使得文旅融合更“融活”。

沉浸式体验 让游客“融”进去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非遗，我

州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在黎平县肇兴侗寨，游客可以住进

传统的侗族民宿，推开窗便是充满民族
特色的风雨桥和层层叠叠的侗家吊脚
楼；白天，跟着侗家阿婆学习蓝靛染、织
侗锦，将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带回家；
夜晚，在热闹的篝火晚会上，与侗族同
胞一起载歌载舞，品尝美味的侗家油
茶。游客们意犹未尽感叹道：“在这里，
我仿佛穿越时空，真正成为了侗寨的一
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观
光旅游有趣多了，让我对侗族文化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下转第三版）

深挖民族文化瑰宝 提升景区文化内涵
—— 我州以“非遗+旅游”奏响文旅融合乐章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康莉

2022 年 ，台盘村“六月六吃新
节”篮球赛因火爆的现场氛围意外

“ 出 圈 ”，被 网 友 亲 切 地 称 为“ 村
BA”。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赛事，
让这座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
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今年 5 月 23 日，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台盘村
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村委会主任岑江龙作为第七届全国
文明村镇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从籍籍无名的苗族村寨到文明
典范，台盘村以“村 BA”篮球赛为突
破口，在传承与创新中激活乡村文
明基因，走出了一条“体育搭台、文
化唱戏，治理提质、共富共享”的乡
村治理新路径。

在台盘村，标准化的篮球场已
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点。每逢
赛事举办，上万名观众从四面八方
奔赴而至，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气
氛热烈非凡。

而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活力四
射的“村 BA”发源地，曾是“牌桌酒
桌扎堆、陈规陋习泛滥”的落后村
寨。“村 BA”的举办，悄然改变了台
盘村村民的生活方式。随着赛事的
持续开展，村民们逐渐从旁观者转
变为参与者，有的村民主动为赛事

写对联“篮球场上展风采，文明乡里
树新风”，曾是“麻将王”的村民如今
变成了篮球队主力。现在，“多个球
场、少个赌场，多场球赛、少场酒席，
多看名角、少些口角”，已经成为台
盘村的新风貌。

此外，台盘村深挖民族文化资
源，将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和具有民
族特色、具有本土气息的文艺节目
搬到“村 BA”重大赛事中、穿插于各
个环节，“最炫民族风”和“文明乡
风”共融共促，勾勒出乡村文化振兴
的生动图景。“村 BA”文创产品、台
盘 1936 一条街、“非遗集市”等应运
而生，推动民族文化与现代体育深
度融合，村民们在参与中找到了归
属感与自豪感，一场篮球赛激活乡
村的精气神。

台盘村的成功，离不开党建引
领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村党
支部创新“群策群治”机制，将民主
协商贯穿赛事筹备、村规制定全过
程，探索出“以赛促治”的基层治理
新路径。

在“村 BA”赛事的推动下，台盘
村党支部探索成立台盘乡台盘村大
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服务保障党支
部，进一步加强党对大型群众活动
的领导。同时，为保障“村 BA”赛事

顺利开展，台盘村始终坚持全过程
人民民主，多次召开“院坝会”“村民
代表大会”，组织村民共同讨论“村
BA”的改造方案及未来发展规划，
实现了“自己的活动自己办”。

从党建引领到民主协商，台盘
村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
治理新格局，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显
著增强。赛事期间，卖猪肉的杨师
傅在自家肉铺立牌，“本地猪肉每公
斤 30 元，因本人参与安保活动，各
位顾客要多少砍多少，收款码就在
旁边，谢谢”，既参与了志愿服务，还
兼顾了自家买卖；经营旅社的王大
姐坚持“平价待客”，诚信经营获游
客点赞。这些细节，都折射出了台
盘村文明服务的温度。如今，台盘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化自信与日
俱增，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 村 BA”不 仅 是 一 场 赛 事 ，更
是成为了台江县撬动产业升级、促
进三产融合的支点。截至 2025 年
3 月 底 ，“ 村 BA”网 络 传 播 量 累 计
超 920 亿人次，形成炙手可热的现
象级传播。

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台江县抢抓
“村 BA”火爆的契机，培育“一产”知
名品牌，加大招商引资引进“二产”体
育装备制造企业，推进“吃住行游购

娱”体育赛事旅游套餐助力“三产”融
合发展。目前，台江县食品加工及预
制菜产业园、碧桂园台江县鲟鱼三产
融合示范园等亿元级产业项目落地
台盘并投产，并推动台盘“村 BA”篮
球小镇基础设施优化提升。通过“党
支部+企业+入股分红”模式，积极带
动村民参与“村BA”线下体验店、“村
BA”主题餐厅、“村 BA”篮球元素宾
馆等经营管理，引导村民以闲置房屋
入股村集体经济公司打造休闲民
宿。2023 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 11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4.5亿
元。2024 年，通过产业带动，台盘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 713.8 万元，同比增
长512.34%。

在这里，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
的良性互动，让“村 BA”从“一时火
爆”到“持续繁荣”，从“赛事引流”到

“产业反哺”。实践证明，当物质基
础与精神追求同频共振，当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乡村振兴
就能迸发出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站在“全国文明村”的新起点
上，岑江龙表示，台盘村干部群众将
继续开展好“村 BA”文体活动，坚定
不移加强文化建设、培育文明新风，
力争让讲文明的群众脸上有光、兜
里有钱，以精神文明建设助推乡村
旅游，把文明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
奏响“体育强、文化兴、治理优、村民
富”的新时代乐章。

台江县台盘村：

“村BA”点燃文明之火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龙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