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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徐红主持召开专题会调度统战工

作，强调要强化党的领导、履行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工

作责任，在深化改革中夯实统战工作基层基础，奋力开创省会城市统战事业新

局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志愿者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获得幸福的人。 ” 在女儿询问“什么是

志愿者” 时，廖煜娟这样回答。

廖煜娟是贵州大学的一名普通教

师，机缘巧合下，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

位从事公益事业 20 多年的资深人士。

“我们正在招募志愿者， 能提供专业知

识培训。 跟着我们的项目走，能够帮助

更多的人，你愿意来试试吗？” 对方的这

几句话， 开启了廖煜娟 10 多年的志愿

者之路。

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后， 廖煜娟和伙

伴们一起在农村开展法律普及、 家庭教

育、妇女儿童关爱与保护、禁毒、校园欺

凌防治等方面的公益讲座和宣传活动。

在一次次志愿服务中， 她边学边实践边

反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用爱和教育破

除藩篱” 的初心，用专业与爱心让群众

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013 年，廖煜娟联合其他志愿者发

起 “教育兴农先锋队， 文化种子播撒

行” 项目， 至今已经连续实施超过 10

年。 该项目致力于通过教育促进农村提

升文化知识水平和生产力。 作为项目实

施的主体，“教育兴农先锋队” 是一支

持续提供服务的专业化团队，其主要成

员由持有社工证、心理咨询师证、律师

证、教师证等专业资格证书且长期在一

线服务的志愿者组成，全部具有五年以

上的农村公益、志愿服务经验。

“从事公益事业越久，越觉得个人

的力量是有限的， 需要团队的支撑才

行。 ” 廖煜娟说。 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

伙伴共同成立了贵阳市花溪区合心社

会工作服务社（以下简称“合心社” ），

成员超过 20 人，自 2021 年登记成立以

来，常年在基层一线开展送教下乡志愿

服务。

合心社的成员中有心理咨询师、律

师、教师等，他们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常

为了讲好一堂公益课而煞费苦心。 “我

们面对的群体有农村群众， 有儿童，要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让他们真正学到

‘干货’ 和‘实招’ 。” 廖煜娟说，为了讲

好公益课，合心社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磨课” 。 一旦有团队成员要

讲公益课，伙伴们从筹备阶段就会开始

提出建议并共同修改，每两周专门抽出

一天时间，坐在一起现场听课、磨课，直

到打磨得大家觉得满意，这堂公益课才

会搬上讲台。

“讲公益课至少得保证基本常识不

出错， 观点视角不陈旧。 ” 廖煜娟说，

“例如讲述孩子的出生， 我们觉得这是

孩子与父母见面的第一天，是美好的开

始，实现了父母的生命在孩子身上的延

续。 这样的讲述，不仅有生理知识，更有

价值引导，引导孩子和家长去体会‘爱

的期盼’ ，让孩子们明白他们是在‘爱

的期盼’ 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帮助他们

建立自信、更加热爱生命。 ”

在对合作小学的学生开展心理辅

导的过程中，合心社志愿者会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从正确表达情绪，体验同

学情谊，与父母、老师进行良好沟通等

方面， 对孩子们进行耐心陪伴和引导，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也借此影响家长完

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我发现自己变得不那么自卑了”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认识这些朋友”“现

在自己变得更大方、更热情，能够轻松地

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志愿者的

陪伴下，孩子们有了令人欣慰的改变。

据不完全统计， 合心社成立以来，

团队成员累计送教下乡服务逾万人；年

均在农村社区开展讲座等宣传活动超

过 100 场、个案服务 10 余人。

回顾自己的志愿者经历， 廖煜娟

说：“从刚开始觉得开心，到现在感受到

自己是有价值、有使命的，这个过程中，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付出更是一种幸

福，成为照进别人生命里的光，照亮他

人的同时，最终却也温暖自己。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用爱和教育破除藩篱

———记 2024 年贵州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服务标兵廖煜娟

本报讯 9 月 18 日，记者从市文化

和旅游局获悉，中秋假期，全市 43 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77.2 万人次，

其中， 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10 万人次的

有黔灵山公园、 花溪湿地公园 （孔学

堂）、青岩古镇。

据统计，中秋假期，贵阳贵安共举

办 90 余场各类活动。

“爱乐之城” 不负盛名，假期期间

推出了多场音乐盛宴。 筑城广场上，

“明月千里·乐享中秋” 主题活动精彩

纷呈， 宁夏演艺集团交响乐团的演出

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当晚， 话题

“交响乐走到了贵阳路边好接地气”

迅速登上抖音贵阳榜第二位， 引发了

广泛关注和热议。 文昌阁迎来路边音

乐会北大专场， 贵阳新印 1950 文化创

意园、 数博文化艺术中心等地也举办

了多场音乐会。

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潮玩新玩

法，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中秋

佳节的乐趣。甲秀楼景区开展了赏月

直播、 拍摄最美月亮等互动活动，让

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留下美

好的回忆。此外，“红飘带” 数字科技

馆、青岩古镇等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中秋体

验。

除了景区活动外，贵阳贵安各大街

区和商业综合体也推出了中秋主题活

动，节日氛围浓厚。 青云市集以创意和

科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巨型月亮送

祝福、非遗文化市集等国风活动，让游

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曹状元街结合

《黑神话：悟空》主题故事线，推出了

线下挑战天命等趣味活动， 吸引了众

多游客参与。 新印 1950 中秋节汉服巡

演、曹状元街文创市集等活动也让游客

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领略到了传统文化

的独特韵味。

此外，花溪十字街、息烽南山积木

世界以及乌当偏坡等地也举办了各具

特色的中秋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中秋假期贵阳贵安举办 90 余场各类活动

全市A级景区迎客77.2万人次

优良纯净的生态、 凉爽宜人的气

候、 连绵不绝的群山、 勤奋淳朴的村

民、 数千亩樱花园……这些要素构成

了“村在湖中、湖在村中” 的清镇市红

枫湖镇右二村。

右二村坐落在红枫湖畔，曾因樱花

和连片的蒙德里安色系建筑群而知

名，常年游人络绎不绝。如今，因为“贵

漂” 王庆能的乡村建设实践，右二村的

“流量” 空前火爆，并转化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留量” 。

王庆能来自江苏，曾经从事过五星

级酒店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经理、房

地产项目投资人等职业。 2019 年，他在

不惑之年放弃了城里高薪工作和优渥

生活，扎根右二村开展乡村建设。

到一个离家千里之外的乡村发展，

干的还是短期难以见效的投资， 王庆

能的所作所为曾经让朋友们不理解。

如今，王庆能给右二村带来的变化，不

仅让朋友们转变了看法， 就连萍水相

逢的游人都感到惊叹。

扎根右二村后，王庆能最初的目标

是将右二村打造成和韩国黑里村等一

般的艺术乡村， 因为右二村的特质与

之相似，都是远离城市、尊重和保护自

然的传统村落。 为此，王庆能投资建设

了咖啡店、民宿、露营地、酒吧 4 个“蒙

安” 系列项目。

在“蒙安” 系列项目建设中，王庆

能没有启用专业施工队， 不管是桌椅

制作、房屋装修，还是栽树种菜、景观

打造，都由他和村民以“蚂蚁搬家” 的

方式逐步完成， 用艺术的手法让村子

保持“原汁原味” 的气质。 由此，村民

的闲置房屋转为咖啡馆； 荒废的农场

变身精品民宿；树皮、木块、“上岸” 的

渔船、老茶馆的桌腿、木屋拆下的门窗

等组成露营地；石块、茅草、树根、竹筒

共同构成“野性” 十足的艺术工作室。

王庆能在所有项目的运营中， 全部聘

用右二村的村民作为服务人员， 从头

开始教村民准备和制作食材、 研磨手

冲咖啡等。

右二乡村咖啡馆是“蒙安” 系列项

目的代表作。 尽管没有投一分钱做营

销推广， 咖啡馆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

客人，天气晴好时更是常常“爆单 ” ，

最高单日接待量超过 5000 人次， 高峰

期日销售咖啡超过 800 杯。 2024 年，右

二村的综合旅游收入预计将从百万元

级迈向千万元级。

从 2023 年开始 ，在征得校方、村

“两委” 同意后，王庆能在右二村开

办乡村绘画班 ， 每周六上午 9 点至

11 点面向村里的孩子授课 。 授课地

点除了村委会会议室外 ，通常选在田

间地头 ， 因为他想让孩子们走出课

堂 ， 走向旷野 ， 通过经常写生积累

“画感” ，感知丰富的色彩。王庆能不

仅免费授课，还免费提供画笔、画纸、

画板 、颜料等画材 ，并利用咖啡馆的

场地为孩子们举办作品展， 期盼以

“小手拉大手” 带动村民丰富对艺术

的认知。

王庆能的“蒙安” 创业团队还资助

鼓励右二村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按

照“一本 6000 元、二本 4000 元” 的标

准，已经资助了 30 多名学子。

来到右二村 5 年，因为全身心投

入热爱的乡村建设事业，王庆能非但

没有感到疲惫， 反而觉得活力充沛 ，

用艺术 “建设 ” 右二的灵感源源不

断。

从今年夏天开始，王庆能不再局限

于自己的乡村建设梦想，想做“更大的

事” ———广泛带动右二村群众增收致

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为此，王庆能

挨家挨户地发动村民腾出更多空闲的

屋子发展旅居产业， 将右二村打造为

能够容纳三四百名客人生活的避暑空

间。 他挖掘当地文化的进度也在加快，

很多设计理念和文创作品都带有当地

的瓜灯、苗绣、屯堡、地戏等文化元素，

带动村民“变现” 特色文化，获得更大

收益。

“与其说我是在右二‘漂泊’ ，不

如说我是在右二找到了真正的 ‘宁

静’ 。 ” 王庆能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建设艺术乡村 助推乡村振兴

———“贵漂” 王庆能在右二村的乡村建设实践

贵州战友之声合唱团在贵阳市退役军人红色文化宣讲进校园活动中表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超 摄

本报讯 9 月 18 日，贵阳市退役军

人红色文化宣讲团走进贵阳职业技术

学院，开展以“黔程启航 筑梦未来 银

发引领 少年可期” 为主题的红色文化

进校园活动，该学院千余名师生参加。

活动一开始， 全国 “模范退役军

人” 、全省“最美退役军人” 、红色文

化宣讲团副团长陈晓义进行宣讲，通

过回顾“九一八 ” 事变 ，加深师生们

对抗战历史的了解。

原贵州省军区毕节军分区政治委

员 、 红色文化宣讲团成员沈绍翔以

《烈士家书》为题进行宣讲，通过讲解

一封封饱含真情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烈

士家书， 带领师生们感受烈士们对家

人的真挚情感、 对保家卫国的坚定信

念。 红色文化宣讲团成员赵学尹、杨映

欣分别宣讲了 《独腿将军———钟赤

兵》《一大代表———邓恩铭》， 讲述革

命前辈的感人事迹。 活动现场，贵州战

友之声合唱团还为师生们进行了合唱

表演。

听完宣讲， 学院的学生纷纷表示，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应当

感激先辈、珍惜当下，传承和发扬革命

精神，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

据悉，开展此次红色文化进校园活

动，旨在通过讲述红色文化、展示红色

老物件的形式，弘扬不屈不挠、敢于斗

争的革命精神，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民族复兴

接续奋斗。

今年以来，贵阳市退役军人事务系

统已在全市开展了 30 余场红色文化宣

讲活动，覆盖听众逾万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云嵩）

贵阳市退役军人红色文化宣讲团———

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9 月 15 日， 在第七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 贵阳市

农业农村局，以“相聚多彩贵州 相遇

贵州茶香 品茗爽爽贵阳” 为主题，启

动 2024 庆丰收·贵阳贵安中秋国庆品

茗活动。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百花湖公园

高寨茶场（观山湖区朱昌镇高寨村）、开

阳硒街、开阳云山茶海（开阳县禾丰乡

马头村）、南贡河茶园（开阳龙岗镇坝子

村）、清镇红枫山韵茶场（清镇市红枫湖

镇大冲村）、花溪贵茶大师工作室（花溪

区久安乡小山村）等地游人如织。 在以

上地点，游客不仅能领略“爽爽贵阳” 的

人文风情，还可免费品尝优质的贵州茶，

同时了解学习“贵州冲泡” 的技巧与方

法，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据悉，本次品茗活动将从中秋假期

持续到 10 月 7 日。

自 2014 年以来， 贵阳贵安持续在

“五一” 、 国庆等时间节点开展品茗活

动，推动贵阳贵安茶产业宣传、茶产品

推介、茶品牌打造，取得了较好效果。 通

过举办品茗活动，有效发挥出贵阳贵安

作为全省茶叶集散地的品牌多、规模大

等优势，进一步传承弘扬茶文化，讲好

茶故事、推动茶产业多元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文 /图）

金秋品茗 共话“丰” 景

2024庆丰收·贵阳贵安

中秋国庆品茗活动启动

游客在百花湖公园高寨茶场参加品茗活动。

（上接 1 版）

幼有所育，不仅是简单的生活照料，

还要结合早教、保健，确保小朋友身心健

康成长。

近日，在白云区泉湖街道白云睦

米托育早教中心，工作人员正带领幼

儿们做运动、玩游戏，现场一片欢声

笑语。

白云睦米托育早教中心属于白

云区泉湖 1 生活圈婴幼儿托育配套

项目，2023 年 4 月投入运营， 总面

积约 4000 平方米，按照标准配备 7

个班级，提供 108 个托位。 2023 年，

该中心获评白云区三星级示范托育

机构。

家住泉湖街道的居民蒋璐菲把

孩子送到白云睦米托育早教中心已

经半年多了。 “我家孩子出生 6 个月

就送到了托育中心，这里的老师非常

专业，原本孩子不爱笑，除了父母其

他人抱他就不乐意， 现在几个月下

来，孩子不仅爱笑了，亲朋好友抱他

都非常开心，性格改变很大。 ” 蒋璐

菲说，此外，中心有在线监控，她可以

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孩子的情况，非常

放心。

“我们中心专注于 0 至 3 岁婴幼

儿托育服务，为婴幼儿提供‘医、养、

教、保’ 四位一体的日间照料服务，设

立体能训练、语言表达、艺术创新、智

能探索、情感体验、自然课程六大主

题课程。 ” 白云睦米托育早教中心园

长吴迎说，中心配有专业教师 27 人，

致力于普及先进幼儿教育理念与教

养方法， 为家长和儿童提供日间照

料、早期教育、儿童发展评估、亲子活

动、父母成长课堂、家长交流平台等

家庭教育服务和支持。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聚焦“一老

一小” ，贵阳贵安向改革要动力、向创

新要活力，出实招、求实效，用实际行

动把“民生清单” 变为老百姓的“幸

福账单” 。

截至目前， 贵阳贵安共建立 89

个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 ，56 个街

道、200 个社区建有托育设施。

医养融合让养老更有“医” 靠

实现“老有颐养”“幼有善育” ，

是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的现

实检验，是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

福祉的具体体现。

在南明区太慈桥街道铁建国际

城医养中心， 医养融合让养老更有

“医” 靠。

今年 67 岁的蒋成燊已在铁建国

际城医养中心住了近 3 年，他说：“医

护人员非常用心， 对我们的照顾无微

不至。特别是在膳食方面，医养中心针

对不同年龄的老人提供不一样的营养

餐，晚上休息的时候，医护人员每隔两

个小时就会到房间查看老人情况，我

在这里住得非常安心、舒心。 ”

铁建国际城医养中心下设卫生

服务中心和长者服务中心， 共有 56

张医养床位，老人入住率保持在 95%

以上，形成“楼上养老、楼下医疗” 的

社区嵌入式医养融合模式。 此外，该

中心与贵州省人民医院等 4 家三甲

医院合作建立“医联体” ，并入驻全

国首个基层医院 “博士工作站” ，为

社区居民及托养老人提供诊疗、健康

指导等服务。

“中心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在

80 岁以上。 我们在座椅、床位、卫生

间等方面进行专业化设置，进一步方

便老人使用， 有的设施还申请了专

利。 同时，老人的床垫还有健康监测

功能，可以通过系统及时了解夜间老

年人的身体情况。 ” 铁建国际城医养

中心负责人杜楠说， 中心提供 24 小

时高品质全程医疗及助餐、 助浴、助

医、助急、助洁“五助” 养老服务，还

为慢性病患者提供机构养老、康复护

理服务，并运用智慧化管理平台把服

务延伸至家庭，实现居家养老。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在新征程上，贵

阳贵安将继续开拓创新，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