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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禾城市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项目

已经于 2023年 9月 30日到期结束。原在我

贵阳分公司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请于

2024 年 10 月 20 日前电话联系我司工作人

员办理大额医保缴纳事宜（联系人凌女士，

联系电话 13978073917）。若逾期未联系，我

司将该员工视为同意由公司每年代为缴纳

的大额医保转为其个人自行缴纳。 从 2025

年 1月 1日起，其个人若逾期未缴纳将不得

享受大额医保待遇，由此产生后果公司不承

担 任 何 责 任 ， 特 此 通 知 。

升禾城市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0月 9日。

●黄宝住遗失贵州溪南科建置业有限公司

收据单号 7081099 （88 万）、7081941（98

万）、7081100 （89 万）、3081943 （91 万）、

3081942（99万）声明作废。

●新闻记者证遗失公告 兹有我中心姜华同

志 不 慎 将 记 者 证 遗 失 ， 记 者 证 号

R52011166000001， 即日起作废。 特此声

明。 贵阳市花溪区融媒体中心 2024 年 10

月 12日。

● 本 人 朱 梅 （ 身 份 证 号

520102196712241222） 购买的乐湾国际湖

语美郡 8 栋 1-1 号房屋不慎遗失购房收据

2 张： 编号 1029865 金额 20 万元、 编号

1029965金额 80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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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王岗村，

远远就能看到一座青蓝色的牌坊矗立

在村口，牌坊上“庖汤第一村” 几个烫

金大字尤为引人注目。

说起王岗村的“庖汤宴” ，时间要

回溯到 2007 年以前。 那时，王岗村还是

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寨，村民主要以种植

水稻和玉米过活。 虽然坐拥绿水青山，

却没有将绿色财富转换为经济效益的

办法，村里 80%以上的年轻人只能选择

外出打工。

穷则思变。 2007 年，王岗村决定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依托优良的自然

生态和独特的布依族文化发展特色乡

村旅游。

知易行难，一个传统的穷山村要怎

么搞旅游？ 为此，王岗村邀请有关专家

到村里考察，为发展出谋划策。 经过专

家的“把脉问诊” ，王岗村决定发展以

布依族“庖汤” 为特色的美食产业，打

造“庖汤第一村” 美食文化名片。

乡村发展不能光喊口号不行动，关

键还是在村民自身。 但在这个世代以耕

种为主的布依族村寨， 大部分村民都是

庄稼汉，一没钱，二没经验，靠谁来带头

经营“庖汤” 特色美食产业？ 王岗村“两

委” 开始号召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返村经

营“庖汤” 特色农家乐，给村民做示范，

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那时，20 多岁的花兵正在上海务

工，得知村里要发展乡村旅游后，他立

即决定返村创业。 他利用自家的农家小

屋经营起“庖汤” 特色农家乐。 除了花

兵家，村里还有两户村民也积极响应号

召。 在村“两委” 的主导下，王岗村首批

“庖汤” 特色农家乐， 共同推出布依族

传统待客筵席“庖汤宴” ：“三盘、四碟、

八大碗” ，为“庖汤第一村” 打造奠定了

基础。

2007 年 12 月 8 日，王岗村举行“庖

汤第一村” 开村仪式，游客纷纷寻味而

来，吃“庖汤” 、体验布依风情，“庖汤第

一村” 的美食文化名片由此传开，同时

也拉开了王岗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序幕。

2014 年，尝到甜头的花兵，把原来

的农家小屋扩建为 3 层独栋民居，将原

来只能接待二三十人的农家乐，扩大到

能接待 200 人。 在花兵等首批农家乐经

营户的示范带动下，王岗村的农家乐越

开越多，从原来的 3 家增加到现在的 18

家，经营户年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最高

的达到 100 余万元。

王岗村打响了 “庖汤第一村” 的

美食文化名片， 全村人都跟着吃上了

“旅游饭” 。 在“庖汤” 的带动下，村民

的养猪热情高涨， 少的人家养五六头，

多的养十几头，根本就不愁卖。 如今，全

村 80%的农户都搞起了“养猪副业” ，每

年冬至后，游客就会陆续到农户家里选

购生猪， 并请村里的杀猪师傅宰杀，然

后交由村里的农家乐烹制成 “庖汤

宴” 。 就这样，“庖汤” 上下游产业链接

起来了，游客吃得满足，村民挣到了钱，

各美其美。

经过多年发展， 王岗村逐渐意识

到：“庖汤” 美食产业业态较为单一，

仅靠“庖汤” ，难以真正将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起来。 为此，王岗村坚持以农促

旅、以文促旅，围绕“庖汤第一村” 美

食文化名片，不断探索农、文、旅融合

发展之路。

2010 年，乌当区全力打造“泉城五

韵 ” 乡村旅游品牌 ,王岗村借此推出

“福韵·王岗” 乡村旅游品牌，围绕吃

“庖汤” 、 饱口福， 丰富 “庖汤第一

村” 美食文化名片内涵 ，助力乡村旅

游发展。

2013 年，王岗村开始向农旅采摘方

面拓展，种植了 200 余亩草莓。

2016 年，王岗村引进华兰兴旺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发展淡水鱼养殖。

2018 年，引进华瑞农业有限公司和

贵阳贵林山水生态园等，发展观光农业

旅游。

2022 年，王岗村引进“骆越菌苑” ，

打造集食用菌主题餐饮、菌菇文化及产

品展示、民俗文化产品展示和体验为一

体的布依风情农旅体验中心。

……

不仅如此， 王岗村还发展了油菜、

蔬菜、食用菌等农业产业，以农业产业

赋能乡村旅游，逐渐形成“春赏花、夏避

暑、秋摘果、冬吃‘庖汤’ ” 的乡村旅游

发展格局。

近年来，王岗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山靠山，傍水

靠水，谋发展、善治理，先后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省

级五好基层党组织”“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中国最美村镇” 。 如今，王岗

村下辖 6 个村民组， 有农户 203 户 876

人，其中 95%以上为布依族，人均纯收

入 由 2007 年 前 的 2000 多 元 增 加 到

2022 年的 2.5 万元，实现“穷山村” 到

“旅游村” 的美丽突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文 / 图

乌当区王岗村：从“穷山村”到“庖汤第一村”

� � � � 本报讯 日前，在清镇市卫城镇永

乐村的“空心房” 整治现场，随着机器

的轰鸣声， 一座座破旧不堪的 “空心

房” 应声倒下。 不一会儿，原本杂乱的

“残垣断壁” 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现

场施工既安全又有序。

卫城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负责

人梁永兰介绍，这些房子因年久失修已

变成危房，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存在

安全隐患，很有必要拆除。

近期，卫城镇立足农村“五治” 工

作，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的关键举措和重要环节，强化党建

引领，坚持人民立场，着力开展好“空心

房” 整治工作。同时，持续做好拆除后续

的土地规划、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推

进“四在农家·和美乡村” 建设，不断提

升镇村环境质量。

为了开展好“空心房” 整治工作，

卫城镇前期积极进行入户宣传，并组织

村民召开会议，详细讲解农村废弃“空

心房” 的危害及拆除政策，让村民充分

认识到拆除“空心房” 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 在拆除过程中，镇村两级积极协调

挖机等机械设备，对于一些容易拆除的

“空心房” 率先进行清理，并逐步展开

拆除工作。 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

分门别类制定解决方案， 因户施策，赢

得村民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为减轻村民负担，卫城镇在“空心

房” 整治工作中积极落实拆除补贴政

策：对于土木结构的“空心房 ” ，每平

方米补贴 50 元； 对于砖混结构房屋，

补贴标准则提高到每平方米 60 元。 这

一政策不仅有效减轻了村民的经济负

担， 也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拆除工作

的热情。

（刘天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清镇市卫城镇———

拆除老旧“空心房” 打造宜居新环境

近年来，在南明区永乐乡的广袤田

野间，农村“治风” 工作有序开展。 制

定制度、 细化措施、 强化宣传……在

乡、 村两级的引领带动和村民的积极

响应下， 一系列务实举措逐步落地落

实，文明新风浸润人心，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

定好“硬约束” 强化宣传激励

“治风” 工作非一日之功，必须构

建长效机制才能保障工作持续有效

推进。

自贵阳市启动农村“五治” 工作以

来，永乐乡紧抓机遇，成立由乡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挂帅” 的“治风” 工作

领导小组，成立各村“治风” 工作办公

室，明确职责分工，确保“治风” 工作有

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

同时，制定《永乐乡治理滥办酒席

实施方案》《永乐乡各村红白事宜实施

细则》等文件，对村民酒席办理进行规

范引导； 指导各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 等

婚丧事宜细化内容纳入其中，成立红白

理事会，推动移风易俗“软任务” 变成

“硬约束” 。

为了让“治风” 工作深入人心，永

乐乡充分利用各类渠道和平台，开展系

列宣传活动———

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播放广

播、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广泛宣传“治

风”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展“文明新

风进万家” 主题宣传活动，以文艺演出、

知识竞赛等形式，让村民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接受文明新风的熏陶；深入挖掘

和宣传“治风” 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广大村

民，激发村民的向善向美之心；利用微

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发布“治风”

工作动态和典型案例，进一步扩大宣传

覆盖面和影响力。

此外，永乐乡还创建了一系列激励

机制，设立“文明家庭”“治风先锋” 等

评选活动，对表现突出的家庭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建立“红黑榜” 制度，将

违规办酒、 铺张浪费等行为纳入 “黑

榜” 进行通报批评，对遵守“治风” 规定

的家庭纳入“红榜” 进行表扬和宣传。

这些激励机制的建立，有效激发了村民

的内生动力，让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

“治风” 工作中来。

细化“任务表” 推进措施落地

“治风” 工作中，永乐乡各村积极

响应乡党委、政府号召，认真履行职责

使命，脚踏实地推进“治风” 各项措施

落地落实。

具体工作中， 各村根据乡一级制定

的实施方案， 结合村情进一步细化本村

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具体任务。一

方面， 成立由村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的

“治风”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宣传组、监

督组、执行组等多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宣

传发动、监督检查和具体执行等工作。另

一方面，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完成时限，确

保“治风” 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为确保“治风” 工作规范执行，各

村委会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建立红白事

申报审批制度，要求村民在办红白事前

必须向村委会申报并说明相关情况，经

审核批准后方可举办。 同时，组织成立

由老党员、老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监

督小组， 对村民办酒情况进行全程监

督，防止出现违规现象，若发现违规行

为，村委会及时制止并依据村规民约进

行处理。

除加强监督外， 村委会还注重引导

村民树立文明新风，通过召开村民大会、

坝坝会、座谈会等形式，与村民面对面交

流，听取意见建议，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

和困惑；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新风宣传

活动，如举办道德讲堂、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等， 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

德观，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

当好“参与者” 共树文明新风

“以前村里办酒席，比排场、比阔

气，大家压力都很大。 现在好了，有了红

白理事会的指导， 大家都按规矩来，既

省钱又省心，邻里关系也更和谐了。 ”

“我家去年办喜事时，本来想大办，

但看到村里都在响应‘治风’ 号召，就

改变了主意，简单办个家庭聚会，既温

馨又省钱。 ”

“‘治风’ 不仅减轻我们的经济负

担，还促进乡风文明的培育，我们村现

在风气好了，环境美了，游客也多了，乡

村旅游发展得越来越好。 ”

……

在乡、村两级的引导宣传下，永乐

乡村民的观念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村

民从“旁观者” 转变为“参与者” ，开始

自觉践行“治风” 要求，摒弃陈规陋习，

共同为构建文明新风尚贡献力量。

除了做好“自家的事” ，还有许多

村民乐于助力“全村的事” ，积极为村

里的“治风” 工作出一分力。 他们有的

自愿加入监督小组， 对村民办酒情况

进行监督； 有的积极参与文明新风宣

传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形

式传播文明新风； 有的主动向村委会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治风” 工作献计

献策……村民的积极参与，不仅为“治

风” 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还增强了大家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如今，随着农村“治风” 的深入推

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

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村民切切实实减

了负，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未来，永乐乡

将继续巩固和深化“治风” 工作成果，

推动乡村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筑牢乡

村振兴之“魂”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上下联动凝聚合力 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南明区永乐乡持续推进农村“治风” 走深走实

� � � � 本报讯 10 月 11 日， 贵阳高新区

在德福中心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生

活细节出发宣传垃圾分类基础知识，并

结合贴近居民生活的实例进行说明，让

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好处、怎么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等， 鼓励大家争做垃圾分类倡导者、

参与者。

为增加宣传活动的趣味性， 现场还

设置大转盘问答、“钓鱼” 分类等游戏。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现场群众积极参与，

在欢声笑语中了解、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贵阳高新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本报讯 10 月 12 日， 由贵阳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服

务中心主办的 2024 贵阳贵安农村 “治

垃圾” 宣传主题活动在修文县扎佐镇新

柱村新民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 文艺表

演、趣味互动问答、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等环节，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广泛宣传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垃圾分类小技巧

等知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有效提升辖区群众整体环保理

念和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

据介绍， 此次活动是 2024 贵阳贵安

农村 “治垃圾” 宣传主题活动的第 15

场。 今年以来系列活动促进了广大农村

群众更加了解垃圾分类知识、 自觉主动

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农村人居环境。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 扎佐镇围绕前

端有效分类、 中端规范运输、 后端无害

处理“三端共建” 和“两分五点” 的方式

开展“治垃圾” 工作。 随着垃圾分类工

作的不断推进，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继

续走进乡村、校园、社区等，开展垃圾分

类主题宣传工作， 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

人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农村“治垃圾”宣传活动

走进扎佐镇

本报讯 10 月 11 日，观山湖区金

华园街道养马村举办以“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为主题的重阳节活动，金

华园街道和养马村党员干部、 志愿者

以及该村 60 岁以上老人共计 500 余人

参加。

“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营造关爱老人的社会氛围，将尊

老、孝老的美德深植村民心中。 ” 养马

村村支书助理申黔豪说。

养马村为老人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内容。首先，邀请医疗卫生专家开展

健康知识讲座。随后，各村民小组演出的

歌舞节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表演期

间，还穿插抽奖环节。 此外，村卫生室工

作人员还免费为到场的老人开展基础体

检。 最后，养马村安排老人集中就餐，并

为每位到场的老人送上慰问金。

“重阳节活动是我们村增进民生福

祉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多年来我们

聚焦‘一老一少’ ，开展了暖心助学等

系列行动， 切实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

感，真正实现‘爱老有温度，重阳情更

浓’ 。 ” 养马村村支书张光虎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养马村———

邻里共庆重阳节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

举办重阳节音乐会

本报讯 10 月 11 日晚， 观山湖区

金阳街道举办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音乐会。

音乐会上， 辖区群众各展才艺，舞

蹈、合唱、独唱和乐器表演一一登场，当

《听我说谢谢你》《万疆》《奢香夫人》

等歌曲开唱时， 观众打着节拍热情应

和，气氛十分热烈。 “今年这个重阳节，

太热闹了！ ” 现场群众纷纷表示。

“此次音乐会， 在给辖区老年朋友

带来欢乐和感动的同时，营造了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 金阳街道

有关负责人说，街道将结合实际，继续开

展各类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丰富群众

的业余生活， 为大家持续打造文化交流

的平台，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

（段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文 / 图）

辖区群众进行乐器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