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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发
布的《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6 月 15
日起正式实施。此次施行的《餐饮业促进
和经营管理办法》当中，特别突出细化了
反食品浪费的有关要求，《办法》对餐饮从
业人员如何防止浪费提出了多项具体举
措。（6 月 15 日《央视新闻》）

餐饮浪费现象由来已久，不仅造成食
物资源的极大损耗，还对生态环境带来负
面影响。在粮食安全日益受到关注的当
下，反食品浪费刻不容缓。而餐饮业作为
食物消费的关键环节，在反浪费行动中肩
负着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新版《办法》
的出台，正是对这一责任的明确与强化，
为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合理配置菜品是餐饮企业履行反浪费
责任的又一重要举措。《办法》鼓励餐饮企业
合理配置小分量、多规格的菜品，并在菜单
上标注食品的分量、口味、建议消费人数等
信息。这一举措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让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合理点餐，避免
因不了解菜品分量而造成的浪费。同时，这
也对餐饮企业的菜品研发和管理提出了更
高要求，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菜品的多样性和
精细化，提升菜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强化餐饮业主体责任，不仅需要法规
的约束，更需要餐饮企业的自觉行动。餐
饮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反食品浪费的重要性，将反浪费理念
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到菜品
销售，每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减少浪费。同时，餐饮企
业还应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反浪费意识和服务水平，
让每一位员工都成为反浪费的宣传者和践行者。

反对“舌尖上的浪费”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新版《餐饮业促进和经营管理办法》的
实施，为餐饮业反浪费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有力的保障。
餐饮业应以此为契机，强化主体责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为构建节约型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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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熠 通讯员 赵中阳 梁文）6 月 12 日，我州首
届特殊教育学生运动会在凯里学院盛大开幕。此次运动会由黔
东南州教育局、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凯里学院、黔东
南州民族特殊教育高级中学承办，吸引了 400 余名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等参与。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庄重。各方阵队伍精神抖擞地步入
会场，他们步伐坚定，眼神中透露出对运动的热爱和对比赛的期
待。尽管身体存在差异，但运动员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和昂扬的
姿态，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本次运动会充分考虑特殊教育学生的身体状况和运动能
力，设有听力障碍和智力障碍两个类别，并根据不同年龄段分
设八个组别，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开。比赛项目丰富多样，既
有考验速度与力量的短跑、长跑、跳远等田径类项目，也有充
满趣味与协作的两人三足竞速、跳绳、接力赛等团体项目。这
些精心设置的项目，旨在让每一位参赛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找
到乐趣、挑战自我，展现特殊教育学生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
精神风貌。

未来两天，运动员们将以饱满的斗志投身各项赛事，用汗水
书写青春华章，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此次运动会不仅是对特
殊教育学生体育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验，更是黔东南州特殊教育
事业发展成果的生动展示，将有力推动特殊教育与体育教育的
深度融合，为特殊教育学生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州首届特殊教育学生运动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吴庭培 黎北平）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雷
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从线路规划、资源整合、特色服务等方面
入手，持续推动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提质增效，为游客打造了一个
更加安全、舒适、美好的旅游环境。

记者在西江千户苗寨行李配送服务中心看到，游客只需扫码在
小程序上下单，经实名认证后填写必要信息，便可将行李存放在服
务中心，后由配送人员运送至目的地，实现在景区内轻松畅游。

“游客在我们西门或北门的行李配送服务中心直接下订单，
把行李放在西门或北门的行李配送服务中心里面，再由我们的
配送员直接由行李配送服务中心直接送到酒店前台，这是入寨
的。出寨就是从酒店前台直接配送到我们的西门或者北门的行
李配送服务中心里面，到时候客人直接来行李配送服务中心领
取就可以了。”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网络公司业务部主管杨春花介绍说。

此外，西江千户苗寨还安排安全巡检员进行安全巡查保障
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设立志愿服务岗，提供咨询、饮水等服务；
获得了广大游客的高度认可。

从四川成都来旅游的骆女士说：“我觉得就像是提供茶水这
一点就挺好的，到夏天了天气很热，在游玩的时候确实挺便捷
的，挺方便游客的。”

“我来了几天，我感觉都很好的，真的。和以前比起来他们
新增的这些服务好多了，对我们这些游客来说也很便利，也很方
便。”另一位游客罗女士说。

为了让暑期旅游“旺季更旺”，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以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标准，从线路规划、资源整合、特色服务等方
面持续推动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提质增效，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更
加安全、舒适、美好的旅游环境。

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君
表示：“在线路规划上，景区串联周边资源开通 7 条直通车旅游线
路，保障景点间衔接。除了提供基础的接驳功能外，直通车车厢内
配备了专业讲解员，沿途为游客做景点游玩项目介绍；在资源整合
方面，依托千云山房大酒店改造‘小车小团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多
方策划跨景区线路，设立换票点提升出行效率；另外，景区的VIP服
务全方位升级，新增了‘景区至高铁站’点对点直达专线，保障游客
无缝抵达。同时，推出‘私人定制导游’服务，游客的兴趣爱好和时
间安排，量身定制专属游览路线，深度体验苗寨文化与非遗魅力。”

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

以旅游服务质量提升铺就游客魅力“旅途”

本报讯（记者 吴义环 吴鹏程）6 月 12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贵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州委宣讲团“理
论宣传二人讲”走进凯里市大十字街道、
南山社区开展第二轮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考察，并且
作了重要的讲话，这是我们贵州发展历程
中极具历史性和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事情……”

宣讲会上，州委宣讲团成员、州委党
校宣讲组织教研处处长廖婕，州发展改革
委四级调研员王蓉通过讲理论与讲实践
相结合的互动宣讲模式，为全体党员干部

带来了一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
的生动课堂。

两位宣讲团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以及州
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相关部署，进行了
全面阐释和系统解读；强调要认真落实
省委、州委全会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统揽全局，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州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切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坚
定 信 心 、苦 干 实 干 ，稳 中 求 进 、善 作 善

成，切实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推动黔东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
黔东南篇章。

宣讲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解析
透彻，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清晰
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令人深
受教育、倍感振奋。

“两位老师的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振奋人心，既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
又贴近实际，听完让我深受鼓舞，也深感
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

州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为我们街道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
宣讲，大家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更加清晰，
信心也更加坚定；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大
十字街道工作实际，围绕总书记和省委、
州委、市委要求，科学谋划好各项工作。”
凯里市大十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姚源旭说。

讲理论 促实干 传信念

州委宣讲团“理论宣传二人讲”走进凯里市街道、社区开展第二轮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兰 杨琳）时下，正值中药
材黄精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岑巩县平庄镇后坪
村千亩黄精产业园，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着给黄
精除草、追肥、搭遮阳网……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黄精又名老虎姜、鸡头参，具有补气养阴，健
脾，润肺，益肾之功效，还能有效降低血糖、血脂
指标，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栽培黄精市场前景
好、经济效益高。

近年来，平庄镇依托自然优势和资源禀赋，
坚持因村施策，推行“四联双增”机制，在集体经
济与家庭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坚持把发展中
药材产业作为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来重点培育，
着力打造平庄镇后坪村千亩黄精产业园，让黄精
成为该镇富民强农的又一大优势产业，成为加快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三分种，七分管。黄精市场前景广阔，但其
生长周期较长，最佳收获期一般为 3 到 5 年，通过
精细管护的黄精生长态势更佳、品质更优，每亩
产量可高达 1200 公斤以上。

“黄精生长过程中除草、覆土、追肥、除虫、遮
阳等每一个环节都是细活，马虎不得，只有后期把
黄精管护好，产量才能上去，品质才能有保障。”基
地负责人白小军介绍，“近两个月以来，每天都有
40 多名村民到基地务工，不仅能够帮助解决村民
就近就业的问题，还能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

工资按天发、基地离家近。家门口的药材基
地，让村民们铆足了干劲。“自中药材黄精产业落
户以来，我就一直在基地干活，从开始栽种到定
时管护，每天 100-150 元不等，既可以照顾到家
庭，又能挣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正在除草的
村民丁春花笑容满面地说。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群众。据悉，除务工劳务
外，后坪村还积极探索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创新促
农增收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利益联结、大户跟种
等方式融入基地，实现了多渠道增收。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平庄镇后坪村
充分发挥村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优势和企业技
术、管理优势，按照“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

“支部+大户”等模式大力发展黄精产业，通过标
准化种植，已建成标准化育苗400 亩、黄精规模化
种植 900 亩，丰产后，可实现产值逾亿元。同时，
基地还通过套种玉米、辣椒、大豆等“以短养长”方
式，每年可额外增收80余万元。

岑巩县平庄镇：

千亩黄精管护忙 致富路上“药”飘香

本报讯（通讯员 谢广洪）六月的施秉县牛大
场镇，骄阳似火。在该镇张家院坝区，一片繁忙景
象映入眼帘：农户们正弯腰低头，娴熟地采挖着太
子参。一垄垄带着泥土芬芳的太子参被翻出地
面，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希望。他们抢抓农时，
采挖、清理土地，为即将开始的水稻种植做准备。

近年来，“太子参+水稻”轮作模式已成为牛大
场镇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这种创新模式，让
土地告别了季节性闲置，实现了“一地双收”：既保
障了粮食安全，又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太子参是牛大场镇的重要经济作物，市场价
值高；水稻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轮作模式
巧妙地将两者结合。

牛大场村党总支部书记彭福蓉介绍：“太子参
采挖后，农户们会立即进行土地整理，引水灌溉实
施‘旱改水’，抢种水稻。目前坝区这种轮作面积
已达250余亩。”这种轮作不仅充分利用了土地和
时间，更重要的是，太子参的种植为后续水稻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条件，而水稻种植则有助于土
壤保育。彭书记补充道：“轮作后的水稻亩产稳定
在500公斤以上，实现了粮食稳产增收。”

轮作模式的效益是立体的。太子参种植户
白明永算了一笔账：“今年我在坝区种了 10 多亩
太子参，亩产约 500 公斤。采挖时节，每天需要
近 30 名村民帮忙，都是附近乡亲，每人每天工资
100 元。预计 3 天就能采挖完，接着就灌水整田
插秧。”这短短几天的采挖期，不仅让白明永获得
药材收益，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
会，直接增加了劳务收入。

牛大场镇“太子参+水稻”轮作的成功推广，
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近年来，牛大场镇积
极宣传引导，通过党员带头示范、农技培训等方
式，让村民深刻认识到轮作在提高土地复种指
数、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种模式有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将土地资源
循环利用价值最大化，真正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双重目标。

（备注：1亩=0.0667公顷）

施秉县牛大场镇：

“药粮”轮作绘新景

本报讯（通讯员 姚祖芳 姚进忠）
为提升农村公路养护水平，近日，黎平
县大稼乡组织各村开展集中养护行
动，全面改善乡村交通环境。

该乡此次行动，以“畅、洁、绿、美、
安”为目标，依托“路长制”，构建乡村
两 级 联 动 、各 村 分 段 负 责 的 工 作 机
制。工作人员对辖区主次干道、村组

道路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整治路面坑
洼、路基沉降、边沟堵塞等问题。通过
调配挖机、铲车等设备，及时修补破损
路面、疏通淤塞边沟，在易发生滑坡、
坍塌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并加强日常
巡查，消除安全隐患。

同时，该乡将公路养护与环境整治
工作相结合，由党员干部、村“两委”成

员带头，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网格长、
志愿者及群众，组成专项队伍清理公路
两侧杂草、杂物和各类垃圾，打造整洁
美观的道路景观。目前，全乡已设置易
滑坡、坍塌路段警示标志 17 个、警示柱
96个，完成30余公里农村公路养护。

“现在路好走了，环境也干净，出
行心情都舒畅！”村民们纷纷点赞。

此次养护行动显著改善了农村公
路通行条件，为群众安全出行和乡村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大稼乡将
深化“路长制+网格化”管理，推动公路
养护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提升群
众出行的幸福感。

黎平县大稼乡：

“护路行动”让乡村路更畅景更美

本报讯（记者 龙思全 杨育森）近
日，记者走进丹寨县兴仁镇烧茶村，只
见村里环境整洁有序，道路两旁的花
坛里，牵牛花攀上竹篱开得正盛。不
远处的合约食堂外墙上，“红白三条”
村规以醒目的白底红字和黑字呈现，
与周边景致相得益彰，彰显着该村移
风易俗新气象。

红白事，向来是寄托祝福和哀思的
重要场合。但过去，烧茶村操办红白
事 给 村 民 带 来 了 沉 重 的 负 担 。 2022
年，烧茶村委会通过召开院坝会，收集
整理村民的意见，制定了“红白三条”
村规，共包含 6 条顺口溜，明确规定了
村里红白事操办的规模、礼金上限等。

简短朴实的顺口溜，道出了村民
们对简朴生活的向往。兴仁镇党委

委 员 、副 镇 长 ，烧 茶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村 委 会 主 任 杨 秀 贤 表 示 ：“‘ 红 白 三
条’村规民约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轻松点！红事
不 搞 婚 闹 、少 用 车 、简 办 席 ，随 礼 百
来 块 意 思 到 就 行 ，不 攀 比 才 过 得 和
睦 。 白 事 三 天 办 完 ，只 有 血 亲 回 家
奔丧，食堂吃简餐不浪费，不买纸扎
不 放 太 多 炮 ，这 才 是 我 们 老 百 姓 想
要过的好日子！”

以往村民因红白事背负沉重经济
压力，如今“红白三条”深入人心，村民
们对“红白三条”纷纷认可。村民李聚
花说：“像之前村里其他人家办婚礼，
就花了五六万多块。这次我家办婚礼
就只花了一两万左右，我的儿子和儿
媳妇就拿省下的钱，去装修新房添置

新家具，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烧茶村辖 3 个自然寨，4 个村民小

组 316 户 1268 人。近年来，烧茶村成立
寄望产业扶贫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
土地发展村集体产业，有吊瓜、蓝莓、
太子参等，2023 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达 92 万元。

烧茶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韦晓
燕告诉记者：“烧茶村的红白事简办省
心多了，村规的实施不仅减轻了村民
的经济负担，更是让大家都能安心搞
生产，村集体经济收入也逐步提升，村
里还用村集体经济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
缴纳医疗保险，现在大家齐心协力奔
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烧茶村的‘红白三条’村规民约，
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破除陈规陋习，
让老百姓从‘人情债’中解放出来，让
文明新风吹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丹
寨县精神文明办工作人员周辉力说：

“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丹寨县全县共
减少各类酒席 40%左右，简办酒席 460
余场次，节约资金 900 余万元。”

丹寨县烧茶村：

“红白三条”村规立起来 “人情往来”负担降下去

6 月 10 日，黔东南州第十一届运动会暨
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黄平县射弩
代表队选拔赛在黄平中等职业学校举行，比
赛分男子组、女子组，采用积分制原则，最终

将选拔男子、女子各 3 名运动员代表黄平县
参加比赛。

图为射弩选拔赛现场。
（通讯员 张龙 摄）

本报讯（记者 聂蕾 通讯员 陆琇）
在锦屏县隆里古城，有着 600 余年历史
的非遗“花脸龙”，正以全新姿态激活
古城文化生命力，成为当地文旅融合
发展的“金钥匙”。

每周的固定时间，隆里古城花脸龙
舞龙队队长王振伟都会走进校园，为
孩子们开设舞龙技能课。课堂上，孩
子们手持道具认真学习摆尾、绕柱等
动作，王振伟则一遍遍示范纠正：“就
这么举起，明白没？”这样的场景，已是
隆里古城非遗传承的日常图景。

追溯“花脸龙”的起源，可至明代洪
武年间。当时“调北征南”的军人后裔定
居隆里，将江南与中原的文化习俗带入
这片土地。600多年来，玩花脸龙、唱汉

戏、迎故事等活动，早已融入当地人的血
脉，构成精神根系的重要部分。“从我父
辈教我们舞龙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学习
提升动作，现在我带的弟子都能独当一
面了。”王振伟对非遗传承充满信心，“我
相信花脸龙项目能一代代传下去。”

独特的表演形式让“花脸龙”成为
黔东南文化版图的独特标识——舞龙
者以脸谱区分角色，既保留江南傩戏
元素，又融入边塞军事文化。2005 年，

“隆里花脸龙”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如今，它不再局限于节庆表演，更成为
文旅融合的亮眼名片。隆里花脸龙代
表性传承人陶柄钧创新传统脸谱，依
据“生旦净末丑”角色和人物性格进行
改良设计，推出锦屏隆里 13 张花脸。

来到隆里古城的游客，大多都会选
择在自己的脸上画一张专属脸谱，这样
沉浸式的体验，让非遗从静态展示变为
动态传承，把游客从观众变身为文化参
与者。而随着全国“村晚”、美食节等活
动在此举办，古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当地开启“非遗 + 多元业态”模式，吸引
文创、艺术项目入驻。“隆里古城文化底
蕴深厚，与音乐十分契合。”今年新入驻
的“隆里音乐小院”主理人表示，希望通
过文化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古城。

从校园里的传承课堂到景区内的
沉浸式体验，从传统节庆表演到现代
文旅融合，隆里古城正以“花脸龙”为
纽带，将非遗根脉深植乡土，让汉文化
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锦屏县隆里乡：

花脸龙舞动多元业态 激活文旅“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