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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6 日，贵阳路边音乐

会·黄金大道交响乐在花溪河畔的黄金

大道激情奏响。

此次演出由中央芭蕾舞团原首席指

挥、中国交响乐团联盟首任主席、国家一

级指挥卞祖善执棒贵阳交响乐团， 并携

手中央歌剧院首席男高音歌唱家李爽、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赖小英， 共同

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当日的演出曲目丰富多元， 既有展

现民族风情的王西麟的《火把节》，也有

彰显异域情调的艾克拜尔的 《一杯美

酒》； 既有蕴含家国情怀的印青的 《芦

花》和王酩的《海霞》组曲选段，也有浪

漫与优雅的柴可夫斯基的 《天鹅湖》组

曲选段。 此外，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

方》和爱德华多·迪·卡普阿的《我的太

阳》等经典曲目也被深情演绎，让现场观

众沉醉于音乐的海洋。

“太震撼了！感谢贵阳路边音乐会为

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舞台， 让交响音乐

会变得触手可及。 在美景中享受美妙的

音乐，是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 77 岁

的观众齐向平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黄金大道奏响交响乐章

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赖小英在倾情献唱。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摄

本报讯 作为贵阳市唯一一家集

“养、治、教、康、社” 于一体的综合性儿

童福利机构，近年来，贵阳市儿童福利

院坚持“党建引领，五化提质” ，从个性

化养育、融合式康教、专业化社工服务

等方面为孤残儿童提供全面、 专业、精

准的服务， 给孤残儿童打造幸福家园，

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市儿童福

利院集中供养儿童 255 名。

该院探索个性化养育模式， 为 50

名残疾儿童提供照料评估服务，根据评

估结果制定个性化养育计划。 该院还建

立了儿童亲情成长档案，从护理员妈妈

的亲情视角记录儿童的成长趣事和点

滴进步。 完善“一课两陪伴” 工作机制，

每月定期开展个性化养育培训课堂，提

高护理员的专业技能，为残疾儿童和健

康儿童分别提供户外活动和亲情阅读

等陪伴服务。

在融合式康教方面，市儿童福利院

以残疾儿童智力康复训练为重点，强化

康复有效率提升，康复有效率持续保持

在 90%以上。 搭建市孤残儿童特殊教育

学校少先队组织架构，成功申报市级课

题，推进融合教育的深入开展。 强化教

研能力和社会融合能力提升，组织儿童

到“红飘带” 数字体验馆、阳明文化园、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地参观，

安排儿童观看《志愿军》爱国电影等，

从思想上增强孤残儿童的爱国意识，厚

植家国情怀，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为孤残儿童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

供了坚实保障。

在专业化社工服务方面，市儿童福

利院加强组织保障和业务能力提升，成

立了社工部，派遣社工前往其他先进儿

童福利机构学习。 强化制度建设，推动

多元化安置，为孤残儿童回归社会和融

入家庭提供全面帮助。

贵阳市儿童福利院负责人表示 ，

将持续提升儿童精细化养育质量和学

生学业综合素养， 探索制定儿童护理

照料规范。 强化康复和特教融合服务，

做好康教融合、普特融合、学前融合等

个别化支持服务， 健全社工服务制度

体系，加强业务档案建设，为孤残儿童

打造更温馨的港湾和更加幸福美好的

家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为孤残儿童打造幸福美好家园

本报讯 10 月 27 日，2024 年 “国

际熊猫日” 动物园联动科普活动在贵阳

市黔灵山公园动物园举行。

本次活动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央视网 iPanda 熊猫频道联动贵阳

市黔灵山公园动物园举行，旨在以大熊

猫保护及其生态环境保护为载体，宣传

更为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激发

公众爱护动物、保护环境情感，引导公

众形成正确的野生动物保护价值观，提

高公众保护意识，鼓励公众选择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支持生物多样

性保护，共建共享生态文明。 活动中，黔

灵山公园大熊猫馆科普宣传人员化身

“密探” ，带领游客趣味“认猫” ，详细

讲解如何分辨大熊猫和与大熊猫相关

的知识。

今年 10 月 27 日是第 8 个“国际熊

猫日” 。“国际熊猫日” 是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中国办公室发起设立的节

日，倡议国内外社会各界像关爱大熊猫

一样，关注和支持其他物种及自然保护

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国际熊猫日” 科普联动活动

在黔灵山公园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4 日，白云区“贵

州希望工程升级版·壮苗计划” 区级研

学活动第二期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白云区委举办。

活动当天，白云区组织了沙文镇、牛场

布依族乡的 50 余名师生走进红飘带

（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和贵州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馆进行参观研学。 在红

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学生们

“身临其境” 地参与了革命先辈的英勇

历程，聆听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长征的艰难和革命先辈

的伟大；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馆，同学们在展馆老师的带领下，参观

各种展品，感受多彩的贵州文化。

据了解，白云区“希望工程·壮苗计

划” 开展以来，已组织 162 名青少年开

展研学活动，通过带领辖区乡镇学生探

访各类红色教育基地、 科研教育机构，

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 在体验中成长。

下一步， 共青团白云区委将持续开展

“壮苗计划” 研学活动，通过组织红色

教育、文化体验、科学探索、社会实践等

研学活动， 助力乡村少年儿童开眼界、

强素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持续开展

“壮苗计划” 研学活动

本报讯 10 月 26 日晚，“宾” 纷闪

耀 生“声” 不息———“活力宾阳” 社

区音乐会系列活动之“‘秋’ 日来信 如

‘乐’ 而至” 音乐会举行。

此次音乐会由观山湖区文体广电

旅游局、区文化馆指导，宾阳街道携手

贵州开放大学、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

阳康养职业大学，联动贵州省地质博物

馆举行。

音乐会分为 《来自秋天的私语》

《捕捉秋天的镜头》《写给春天的手

信》三个篇章，包括独唱、乐队演奏、合

唱等多种形式。 音乐会在原创歌曲《多

想在观山湖遇见你》 的歌声中拉开序

幕。 随后，摇滚组曲《茶底世界》《小红

帽》《山海》陆续开唱，热情的乐曲将现

场气氛点燃。紧接着，吉他弹唱《那些花

儿》、独唱《夜空中最亮的星》等节目一

一亮相，优美的乐曲、熟悉的歌词、精彩

的表演，让现场掌声不断。

“音乐是形式，相聚为目的。 下一

步，街道将链接更多资源，持续推进‘一

圈两场三改’ 工作，以居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大家

的文化生活，在提升居民群众幸福感的

同时，唱响‘活力宾阳’ 品牌。 ” 宾阳街

道有关负责人说。

（高雪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宾阳街道———

社区音乐会精彩上演

清镇市红枫湖镇大冲村坐落于红枫

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好似镶嵌在红枫

湖上的一颗宝石，曾获评“全国文明村

镇”“国家森林乡村”“全国十大美丽乡

村” 等。

大冲村原名东苗冲。在地区方言中，

山间地势平坦之地称为 “冲” 。 东苗冲

因其地处海拔 1400 米高的龙椅山、白虎

山（大扁山）、黑虎山之间长约 5000 米、

宽约 500 米的峡谷地带， 又因是清镇苗

族其中一个支系（东苗）的聚居地而得

名。 明末清初，战祸不断，大冲村下寨的

彝族先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 为远避

战祸，从水西（今鸭池河西岸毕节等地

区）迁徙至东苗冲一带，始建彝人九寨。

新中国成立后，东苗冲改名为大冲村。

大冲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移民村

落，村中有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侗

族、 仡佬族等多民族居住。 大冲村特有

的少数民族文化， 更多体现在各民族的

节日节庆之中。

“四月八” 是大冲村苗族的主要传

统节日。 “四月八” 即农历四月初八，缘

于纪念苗家大英雄奏斗喽抗暴牺牲的日

子。这天，家家户户备酒菜，吃乌米饭。青

年后生带好礼品到相好姑娘家拜节，年

长者走村串门， 青少年则用花竹饭萝装

糯米饭赶牛群上山，尽情玩耍。苗族青年

男女身着盛装，邀集同伴，携带芦笙前往

贵阳喷水池，开展多姿多彩的文艺活动，

凭吊民族英雄，欢度传统节日。

“二月二” 又称“龙抬头” ，村内布

依族人会在这一天， 举行与龙有关的各

种活动。 一是剃头， 寓意能够一年好运

当头， 年少的学习进步天天向上， 年长

的鸿运当头万事如意， 年老的健康长寿

平安幸福。 二是举行祭龙仪式， 龙是主

管治水行雨的天神，“二月二” 祭龙，在

于表达族人对龙的敬重， 希望龙在农事

季节能及时行云降雨， 确保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三月三” 布依语俗称“向

善” ， 是布依族祭社神和山神以及给祖

先扫墓的节日。 “六月六” 是布依族最

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有过小年之称。“六

月六” 这天早晨，各家用白纸剪成纸马、

纸人或三角旗，染上鸡血，插于稻田中，

奉祀“白马” 。 带酒菜、香烛到河边、塘

库边、水沟边和稻田水口，祭祀“天神”

“水神” ， 祈求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丰

登。 白天，寨老主持“议郎活动” ，与众

乡亲商订保护庄稼等公益事业的乡规民

约，共同遵守。 晚上，老年人将少年男女

集中起来， 通过 “摆古 ”（讲古老故

事）、编唱民歌、使用谚语等形式，对族

内少年进行族规家训教育。

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

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

七，村内彝寨杀猪宰羊祭诸神。 夜晚降临

时，男女老少皆手持青木冈柴、松枝、干竹

等燃成火把，游行于村寨、田间，并会在空

地中心选一根青松柱立在中间，堆砌宝塔

火堆。 彝家青年男女与客人手拉着手，围

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舞蹈。 彝族人认为夏

至为阳盛之端，而夏至一般在农历五月初

五，故定农历五月初五为端阳节。 当日，清

晨有放牧牲口的习俗，下午对歌、赛马。 端

阳这天，彝族人还不约而同挖野菜、摘草

莓，是人们聚会的节日。

吃新节是仡佬族最隆重的节日，是

仡佬族先民在新粮即将收获之际感恩天

地、祭祀先祖、庆祝丰收、祈福未来的日

子。 吃新节没有固定日期， 多在每年农

历七月的第一个辰（龙）日或八月的第

一个巳（蛇）日，故有“七月吃龙，八月

吃蛇” 的说法。2010 年，清镇市仡佬学会

将境内仡佬族吃新节定为农历七月初

十， 因为这天是中元节接已故老人过节

的第一天。 吃新节这日清晨， 全寨参加

采新的族人从家出发前要着盛装， 一路

上边走边唱 《仡佬着装歌》。 来到寨中

后，在族长或寨老率领下，到田间地头去

采新，不论何族、何姓、何家的都可任意

采摘，不受阻挠，自家地里的谷物被采是

吉祥之兆。 仡佬族青年男女在去田间地

头时，边走边唱《五方采新歌》。 到了田

间，采摘新谷前要唱《开镰歌》。 采新回

寨途中， 寨老要率参加采新的族人在十

字路口焚香点烛行跪拜礼， 用仡佬语诵

迎神、迎祖词，恭请天地神灵、列祖列宗

下凡过吃新节。 完毕， 寨老带领迎祖队

伍回到寨中献新祭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清镇市大冲村：多彩文化魅力无限

俯瞰大冲村。 代胜强 摄

●杨冬妹身份证号 520103196212044827持 有云岩区黔灵镇沙河村《农房建设施工许可 证》（证号为 93 年黔农建管 0359 号，面积

80

評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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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文化产业园招商合作公告

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有效盘活工业土地资产、实现互利共赢，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所属沙文

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现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商合作开发。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位于贵阳高新区科创南路 551 号， 土地总面积约 5.1 万

平方米，其中，市政道路面积 1.25万平方米，高压电路防护面积 0.76 万平方米，林地面积 0.6 万平方米，净

地面积约 2.5万平方米。 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交通 S2 线出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

件便捷，拟建设标准化厂房，为周边黎阳、振华等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二、商业定位

��������该项目定位为工业园区，面对产品研发、制造企业提供产业基地及配套服务。

三、洽谈联系方式

现对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 （净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公开整体招租或者合作建设标准化厂

房，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行投资合作的单位，可持企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面谈。

联系人：吴先生 13985032718

��������现场看地联系人：赵先生 18984042664

本报讯 10 月 25 日， 由贵州省林

业局与贵阳市林业局共建的野生动物

收容救护中心开始试运营，标志我省林

业系统初步具备独立开展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的能力，全省“林业系统 + 社会

力量” 的收容救护体系基本完善。

该救护中心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南垭

路 57号， 是利用原贵阳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闲置资产改建而成，规划面积 46667 平

方米， 本次投运的是一期工程， 面积

10680 平方米，有动物笼舍 54 间，可一次

性收容不同种类动物约 130只（头、条）。

贵阳市民若发现受伤、病弱等需要

救助的野生动物，可直接送到该收容救

护 中 心 ， 也 可 以 拨 打 救 助 热 线

“85962004” 联系该中心；其他市（州）

野生动物由当地林业局工作人员依照

《贵州省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移送。 中心工作人员将通过收

容、治疗、康复护理、野化训练等方法，

让得到救护的动物尽早回归野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州省市共建野生动物

收容救护中心试运营

可一次性收容不同种类动物 130 只（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