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3 日，贵阳国家高新

区 2024 年科技创新暨成果交流秋季系

列活动之贵阳国家高新区 （贵州科学

城）首届“白鹭创谷” 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收官。

大赛自 7月上旬在贵阳、上海同步启

动后， 吸引来自国内外 19 个地区的 220

支队伍报名参赛。 经过初赛，有 60支队伍

参加复赛，最终有 21支队伍晋级决赛。

决赛采取“线上 + 线下” 的方式进

行，项目路演采取“8+5” 的形式开展，即

8 分钟项目展示、5 分钟评委问答。 大赛

组委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评

委， 按照大赛的评审标准对项目进行集

中评议打分，现场公布分数。 当天，21 支

参赛队伍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业、 先进装

备制造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和软件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两主一特一软” 产业，以

及健康医药及未来产业等领域， 介绍项

目的产品研发、人才团队、科技创新、社

会价值、市场收益、发展规划等内容，现

场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并进行交流。

经过评委评分，《多串数高性能电

池管理 AFE 芯片研发》《微纳卫星高光

谱高空分主被动成像载荷》两个项目获

一等奖，《全过程应力调控和误差补偿

协同的高速精密激光制造装备》《高性

能绿氢制备关键催化材料》《智康神经

调控降压管理设备》 三个项目获二等

奖，《基于碳基半导体的超微型气体传

感器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仙斛兰

韵———做石斛产业致富兴农的青年践

行者》《慢性伤口的创新治疗》《高速

公路 ETC 门架图形图像辅助系统》

《全自动激光焊接系统产业化》五个项

目获三等奖，其余项目获优秀奖。

据介绍，获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将

分别获得 1.5 万元、1 万元、6 千元奖励，

落地贵阳高新区的项目还能获得落地

奖励和配套政策。 在本次大赛决赛获得

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团队，3 个月内在

贵阳高新区新注册落地的，给予 2 万元

项目落地奖励。 对于落地项目，由承担

单位先行启动项目建设，后续通过验收

后给予最高 10 万元资金支持。 落地贵

阳高新区的参赛项目，将被优先推荐至

贵阳高新区孵化载体进行孵化，提供一

定面积的优惠孵化场地并免费提供创

业指导、创业培训、运营指导等全方位

的孵化服务，优先为项目提供投融资相

关服务以及人才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高新区首届“白鹭创谷”

创新创业大赛收官

本报讯 9 月 15 日是 2024 年中秋

小长假第一天，众多市民游客纷纷前往

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 （旅游度假区）

游玩。 尽管人数众多，但大多数游客都

自觉遵守景区各项规定， 共同营造和

谐、舒适的旅行环境，文明旅游成为一

道亮丽风景。

当天上午 11 时， 记者在公园内看

到，各条步道十分干净，路面上难见果

皮、纸屑、食品袋、烟头等垃圾。 偶尔有

纸屑、食品袋落地，保洁员看到后会立

即清理干净，景区卫生保持良好。

时近中午， 很多游客拿出自带的

食品、饮料在石凳上、步道旁进餐 ，餐

毕会将产生的垃圾装进环保袋， 自觉

投放到附近的垃圾箱内。 游客李女士

说，贵阳是全国文明城市，每一位市民

游客在旅游休闲和日常工作生活中，

都应以文明之举维护 “爽爽贵阳” 的

良好形象。

公园保洁员朱大姐介绍， 这些年

来， 市民游客的文明素质明显提高，随

地吐痰、乱丢垃圾、乱涂乱画等不文明

现象越来越少，希望这种良好的风尚继

续保持并不断发扬光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

游客文明旅游为假日添彩

本报讯 近日，花溪区委宣传部联

合经开区党政办开展 2024 年“护苗·绿

书签行动” 宣传暨“扫黄打非” 检查专

项行动，规范出版物经营市场，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次联合行动主要检查旅游重点

乡镇校园周边及景区、城区校园周边超

市、文具店、打字复印店，以及旧玩市

场、花鸟市场等场所，对店铺的经营证

照、出版物内容及版权等进行检查。 行

动中， 检查人员对花溪区、 经开区的 3

家印刷店、11 家便利店、6 家文具店、2

家书店、1 家旧物市场进行了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求现场整改。

下一步，花溪区、经开区将采取自查、

“回头看” 等形式，加大对辖区书店、文具

店、印刷店等场所的检查力度，严厉打击

制售侵权盗版书籍和各类非法违禁出版

物的行为，营造绿色健康的文化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花溪经开联合开展

“护苗·绿书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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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全民国防观念，增强防空

意识， 提升市民的防空防灾技能，加

强居安思危宣传教育，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贵州省人民

防空条例》及《贵州省人民防空警报

设施建设管理规定》要求，市人民政

府决定在贵阳贵安范围内组织一次

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

2024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15 分。

二、警报试鸣范围

贵安新区、云岩区、南明区、花溪

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清镇

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贵阳高

新区、贵阳经开区、贵阳综合保税区、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三、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信号： 鸣 36 秒、 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 3 分钟；

空袭警报信号：鸣 6 秒、停 6 秒，

反复 15 遍，时间 3 分钟；

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放 3 分钟。

三种警报信号间隔时间为 3分钟。

警报试鸣期间，希望广大市民不

要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2024 年 9 月 13 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组织贵阳贵安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公 告

位于红枫湖上游的贵安新区湖潮乡

平寨村 ， 其历史可追溯至洪武十年

（1377 年）。

当时， 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政权下

令征剿贵州。 陈姓始祖陈应麟作为守粮

官， 随军运粮入黔。 大军先攻占罗施鬼

国 （即罗甸）， 后陆续向南打通屯堡一

带，为军队屯军、屯粮奠定基础。 南征五

载， 粮草未受损失， 贵州防尉使特嘉称

陈公为“陈粮之臣” 。 平定贵州后，陈应

麟的子孙先后落业定居于花溪龙潭寨、

三桥后坝、花溪竹林寨，雍正末年（1725

年）迁至平寨村定居。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吸引， 布依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陆

续迁入这里， 平寨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多民族共居的大家庭。

平寨村虽地处偏远， 但得益于肥沃

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 成为远近闻名

的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后，平寨村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从 1958 年开始，为了支

持国家建设红枫湖水库， 平寨村村民易

地搬迁并在新址上开始新生活。 在这个

过程中， 村民们克服重重困难新修建农

田灌溉设施、学校、村委会办公楼等基础

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同时，积极引

进外来投资，发展农旅休闲产业。

如今的平寨村有桐木、黑土、平寨、

韭菜塘四个村民组， 居住着布依族、苗

族、 彝族等十余个少数民族群众， 少数

民族占全村人口的 82.6%， 全村总户数

221 户，常住人口 1118 人。

走入平寨村，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

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 它们或古朴典

雅，或色彩斑斓。 无论是墙上的彩绘，还

是门楣上的雕花， 无不展现着当地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现在， 平寨

村村民虽然住进现代化的房屋， 但仍然

保留了不少传统元素， 使得整个村庄有

古朴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

走进平寨村， 就像走进一个手工艺

博物馆。 这里的布依族和苗族妇女，用

她们的巧手， 将山间的草木、 田间的谷

物， 编织成一个个生动的图案， 绣制成

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布依族的刺绣，以精细和雅致著称。

在她们手中， 丝线仿佛有了生命， 跳跃

在布料上， 编织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

画。 那些花鸟、鱼虫、山水，不仅仅是装

饰， 更是布依族群众对自然的崇拜和对

生活的热爱。 苗族银饰， 以精美的雕刻

和独特的设计闻名。 每一件银饰都是手

工打造，从熔银、锻打到雕刻、镶嵌，每

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

在平寨村， 手工艺制品不仅限于刺

绣和银饰。 布依族妇女还擅长编织草

帽、草墩、茅草扫把和筲箕等生活用品。

苗族同胞则善于利用各种材料进行编

织，如用包装带编织背篼、提篮等，既环

保又实用。

平寨村每年正月十一至十四的“跳

年场” 节和“六月六” 布依族庆祝活动，

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在

“六月六” 这一天，布依族群众都会举行

盛大庆祝活动，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

欢聚一堂，通过祭祀、歌舞、山歌比赛、

酒令比赛、包粽子比赛等形式，表达对祖

先的敬仰和对生活的热爱。

平寨村一块建于清光绪二十年

（1902 年）的碑刻记载，平寨村的苗族

“跳年场” 节源于清代光绪年间，是苗族

民间传统文化活动， 是苗族群众聚会和

男女青年交流思想、感情、才艺的方式之

一。 如今，每年正月十一至十四，平寨村

的苗族群众都会相聚共庆“跳年场” 节。

其中，正月十一为开场栽花树，苗族同胞

按照民族习俗行祭拜礼， 正月十二至十

三清晨，苗族群众结队前往，在“跳年

场” 载歌载舞欢庆节日。

2023 年， 平寨村因地制宜谋发展，

深入挖掘自身的特色资源， 坚持以产业

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积极打造油菜花、葵

花、荷花“三花” 种植模式，实行“村集

体 + 公司 + 农户” 经营模式，变资源为

资产、变产品为商品，走出了一条农旅融

合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 2023 年，平寨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0 万元， 与 2022

年相比翻了一番。 今年， 平寨村村集体

经济收入有望达 25 万元以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俊鹏

贵安新区平寨村：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乐土

俯瞰平寨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本报讯 9 月 15 日，由贵阳市委宣

传部、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贵阳

市精神文明办主办的 “我们的节日·中

秋”“爱月之城” 贵阳孔学堂中秋沉浸

式打卡游园会举行。

围绕 “吾心自有光明月·寻找王阳

明” 的主题，以明月为超级符号，孔学堂

打造“市”“乐”“驿”“趣”“景” 五大

配套沉浸式游园活动， 通过打卡游园的

方式，让市民、游客沉浸在多方参与、多

重互动、 多重体验的活动氛围中， 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吸引 1.4 万人次线

下参加。

活动现场，制作月饼、中秋祈福、糖

画、拓印、竹编、灯谜等十项民俗体验吸

引众多市民、游客参加。

此外， 孔学堂还设置了阳明市集

和月亮舞台， 让活动不仅好逛、 好吃

还好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本报讯 9 月 15 日， 由中国日报

社、 贵州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 2024

“视觉 @ 中国” 贵州行活动走进青岩

古镇，60 多名国内外视觉领域专家、学

者聚集青岩古镇开展采风活动。

漫步青岩古镇，一路的人文风光深

深吸引着国内外专家学者，他们对青岩

古镇秀丽的景色、浓厚的历史底蕴赞不

绝口，纷纷拍照留念，记录美好瞬间。

“去过很多古镇，青岩古镇是最具

特色的古镇之一，有城墙、城门等，可观

赏的景观非常多。 ” 中国摄影家协会原

副主席王文澜说，青岩古镇拥有非常丰

富的文化资源，希望在今后的开发和保

护中挖掘更多有地方特点的文化内涵，

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这是我第一次来青岩古镇， 这里

传统文化气息浓郁，让人耳目一新。” 月

眼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WILLIAM�

LEONARD� DAVID 说，将在抖音、微信

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上对贵阳、青岩

古镇进行大力推荐， 让更多人了解贵

阳、了解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贵州

第一个文状元的故乡、 贵阳唯一的国家

AAAAA 级景区。 古镇形成于明洪武年

间，作为传统茶马古道重镇，军事文化、建

筑文化、非遗文化、美食文化等在这里交

融碰撞，形成独特浓郁的地方风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2024“视觉 @ 中国” 贵州行活动

走进青岩古镇

贵阳孔学堂中秋沉浸式打卡游园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5 日晚，以“明月千

里 乐享中秋” 为主题的贵阳路边音乐会

在筑城广场举行，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受邀登台， 这是第六届中国

西部交响乐周的最后一场“三进” 演出。

当晚，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

乐团演奏了《菊花台》《海阔天空》等流

行音乐，以及《红楼梦》《云宫讯音》等

影视配乐， 耳熟能详的旋律引起现场观

众的共鸣。 正值中秋假期，当《月亮代表

我的心》《我的祖国》旋律响起时，观众

纷纷加入“合唱” 。

家住青云路的付兴中说：“贵阳路

边音乐会总能带来惊喜， 它不仅丰富了

我们的文化生活， 更让这座城市充满艺

术气息。 这次还有如此专业的交响乐团

加入， 让贵阳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让

人倍感自豪。 ”

今年 7 月， 贵阳路边音乐会首次走

出贵阳，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开源

广场精彩上演，引发热烈反响。 而今，宁

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回访贵

阳， 不仅登上中国西部交响音乐周的展

演舞台， 更将这份音乐的情谊延续至路

边音乐会， 实现了两地音乐文化的深度

交流与融合。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大

提琴首席张瑞琪还记得贵阳路边音乐会

在吴忠市上演的热闹场景，他说：“当时

现场气氛很好， 让我们对贵阳有了向

往，也拉近了吴忠和贵阳的距离。 ”

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首

席孙裴表示，贵阳无愧于“爱乐之城” 的

美誉， 这里既有顶尖的职业交响乐团，

又有深入人心的路边音乐会， 乐迷的音

乐素养之高、 演出反响之热烈都令人印

象深刻。

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

副处长陈丽丽表示：“从贵阳到宁夏，

再从宁夏回到贵阳，这不仅是一次音乐

的旅行，更是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高雅艺术带

到市民身边，让更多人感受到交响乐的

魅力，也进一步擦亮‘爱乐之城’ 的城

市名片，丰富‘爽爽贵阳’ 的城市品牌

内涵。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宁夏交响乐团亮相贵阳路边音乐会

9 月 15 日晚，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贵阳路边音乐会上表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才江 摄

（上接 1 版）

被确定为试点以来，贵阳相关部门

制定出台《2024 年深化农村改革工作

方案》《贵阳市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住宅盘活利用示范创建工作方案》《关

于推动集体林地流转进场交易的通

知》等政策文件，形成一套符合贵阳实

际的政策“组合拳” 。 市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开辟农

村产权要素有序入市流转交易路径，畅

通农村产权要素流动渠道，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

成综合性、规范性、开放性的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大市场。

推广农机应用 助力农民生产

旋耕机、播种机、拖拉机、无人植

保机……在观山湖区金华镇三铺村的

贵州 （贵阳） 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园，

功能各样的农机让人目不暇接。

面对山高坡陡、 地块分散的农业

现状， 去年 8 月，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贵阳市委、 市政府启动 “贵州

（贵阳） 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发展省市

联动工作机制” ， 推动山地农机产业

全链条发展，建立贵州（贵阳）山地

智能农机创新发展平台 。 贵州 （贵

阳）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园便是结合贵

州省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发展方向而规

划建设的。

农业机械不仅要会“产” ，还要善

“用” 。 近年来， 贵阳贵安把提高农业

机械化水平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农业机

械已经开始逐渐运用到耕、种、管、收

各个环节。

在清镇市卫城镇，每到春耕秋收时

节，广袤的田野上总能看到一台台现代

化农机穿行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这

些农机与农机手大部分都来自该镇犀

牛村的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是犀牛村通

过村集体经济“1+1” 发展方式，采用

“村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经营模

式建设的。 合作社运营后，为周边农民

提供耕、种、施肥、收割、运输等“一条

龙” 服务，业务也逐渐扩展到毕节、安

顺、黔南等地。

目前，合作社已经拥有收割机、移

栽机、开沟机、播种机、无人机等现代

农机 28 台， 培育农机手 18 名。 2023

年， 犀牛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350

万元，主要来源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

农机开下地，效益提上来。 新型农

机设备不仅让犀牛村的农业耕作 “活

跃” 起来，也成为贵阳贵安各地农业生

产的“主力军” ，农户们都在享受机械

化带来的便利。2023 年，贵阳贵安主要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58.74%。 今年

以来，共投入各类农业机械 10.1 万台，

开展机耕作业 221.1 万亩。

“今年，贵阳贵安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达到 61%以上。 ”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

步，贵阳贵安将聚焦“贵阳贵安研发 +

支撑全省”“贵阳贵安服务 + 辐射全

省” ， 通过着力抓农机化技术推广、抓

农机社会化服务、抓农机化人才培育、

抓适宜农机研发制造，全力以赴抓好山

地智能农机产业发展，积极推动山地智

能农机研发制造及推广应用，着力建设

全省农机产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