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5日，在观山湖公园，有游客见樱桃成熟便爬树采摘，这种不文明行为不

仅破坏树木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也给城市形象和游客体验带来负面影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永 摄

得了樱桃 失了风度

5 月 5 日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彩贵州城草坪音乐生活节热度持续。当天，

别具特色的 T 台走秀成为焦点。小朋友们用欢快的步伐、自信的笑容，展现出健康、

积极之美。除走秀外，现场还开展趣味挑战赛、亲子体验等活动，游客们既能感受贵

州文化魅力，又能参与互动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图为小朋友在参加T台走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覃伟 摄

多彩贵州城草坪音乐生活节
欢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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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5 日，“打起手鼓唱

起歌”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

节目巡演（贵阳站）在贵阳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举行艺术沙龙活动，意味着贵

阳站活动圆满收官。

当天，新疆巡演队伍代表和贵州

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民族音乐乐器、

民族舞蹈以及民俗文化进行演绎与交

流，并与 100 多组家庭互动。

活动在新疆民族乐器合奏的《春

节序曲》《我们新疆好地方》乐曲声

中拉开帷幕，哈萨克族民歌《燕子》、

刀郎木卡姆弹唱《勃姆巴亚宛》、江

格尔说唱《英雄江格尔赞》等节目一

一上演。其中，《勃姆巴亚宛》集歌、

舞、乐于一体，旋律高亢激越；《英雄

江 格 尔 赞》选 自 蒙 古 族 长 篇 英 雄 史

诗、“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

的《江格尔》。

活动现场，广陵派古琴艺术传承

人刘怡、木叶吹奏传承人陈忠华、苗族

姊妹萧传承人王明贵分别演绎了《阳

关三叠》《茉莉花》《老洋调》。演出

中，手鼓、艾捷克、热瓦普、冬不拉、卡

龙琴等新疆民族乐器和木叶、姊妹萧

等贵州民族民间乐器的独特魅力逐一

展现在观众面前。

本场艺术沙龙是首届中国新疆

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巡演（贵阳站）

的最后一场活动。在贵阳巡演期间，

新疆巡演队按照“一场民族文化交流

展 演 ，一 系 列 民 族 文 化 小 分 队 进 景

区、进社区、进乡村等巡演（快闪），一

场民族服饰 T 台秀，一场艺术沙龙”

的巡演模式，先后在筑城广场、花溪

公园、龙井村、越界影城等地开展了

多场演出、快闪、艺术沙龙活动，让

“大美新疆”与“多彩贵州”“爽爽贵

阳”交相辉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巡演（贵阳站）收官

本报讯 5 月 4 日，“打起手鼓唱

起歌”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

节目巡演（贵阳站）走进观山湖区国贸

玖福城，新疆、贵州两地艺术家同台献

艺，用艺术对话架起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桥梁。

本次巡演以“石榴花开筑同心 大

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通过舞蹈、民

族乐器合奏、歌伴舞等形式，展现两地

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巡演中，开场舞《花开盛世》惊

艳开场，打击乐合奏《高昌鼓韵》、刀

郎木卡姆弹唱《勃姆巴雅宛》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两地节目交替上演，贵州

的女子群舞《多彩锦绣》、民族乐器合

奏《赛马+庆丰收》等尽显本土风情，

新疆的陶力《英雄江格尔赞》、麦西热

甫《丰收的喜悦》等歌舞，热情韵律扣

人心弦。压轴环节，两地演员携手演

绎经典曲目《打起手鼓唱起歌》，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绘就民族大团结动

人画卷。

贵州省民族乐团芦笙演奏员杨胜

东在演出后感慨：“新疆音乐特有的震

撼力给我们带来全新创作灵感，期待

更多跨地域艺术碰撞。”

活动现场，市民刘女士说：“邂逅

这场文化盛宴，零距离感受贵州与新

疆的多元艺术碰撞，既惊喜又感动！”

据悉，“打起手鼓唱起歌”首届中

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由文化和旅游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

（王明元 郝涌智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蔡婕）

又讯 5 月 4 日，“打起手鼓唱起

歌”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

目巡演（贵阳站）暨“风筝季里听冬不

拉”新疆·白云民族文艺交流汇演活动

举行。

此次活动是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

术季优秀节目巡演 （贵阳站）活动的

小分队巡演活动之一，以“风筝季里听

冬不拉”为主线，旨在促进新疆与贵阳

白云的文化交流，展现两地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活动由新疆来筑文艺团

队、白云文化馆及贵阳本地民谣乐队

共同参与，通过多种表演形式，为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本土乐队

暖场表演之后，新疆节目群舞《琴舞

飞扬贺盛世》登场，舞者舞姿轻盈优

美，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瞬间将观众

带入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大地；女声

独唱《青川河》，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

与眷恋，让观众沉浸其中。白云区的

节目同样精彩纷呈，走秀《黔彩霓裳

秀》，展示了当地独特的服饰文化；舞

蹈《木鼓声声》，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热

情与活力。

除舞台表演外，现场还设置了白

云民族特色互动表演。拦门酒、布依

山歌、竹竿舞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游客参与。此外，通过市集展

示、互动问答等形式，白云区风筝文化

也得到广泛宣传。

贵阳市民李佳说：“这样的活动太

棒了，不仅能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欣

赏到新疆的特色节目，还让我们对白

云区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希

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5 月 4 日，“打起手鼓唱起歌”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巡演（贵阳站）走进观山湖区国贸玖福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覃伟 摄

走进观山湖区白云区 新黔艺术家联袂奉上视听盛宴

在贵州的广袤田野上，有这样一位

农业科研工作者，她将论文写在大地

上、把科技送进农户家，用 20 多年的坚

守与奉献，践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誓

言。她是 2025 年贵州省劳动模范、贵

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耿坤。

1976 年出生的耿坤是植物病理学

博士，长期深耕植物保护、植物检疫、

农药技术服务、粮油果蔬新技术及农业

机械化技术的研究推广领域。2001 年，

硕士毕业的她毅然回到贵州投身植保

事业。寒来暑往，她的足迹遍布贵阳所

有乡镇和大部分村寨，成为农民心中亲

切的“耿大姐”。

农业工作尤其是植保工作，条件艰

苦。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耿坤

工作的常态。每逢病虫测报，无论严寒

酷暑、烈日寒风，她都起早贪黑地蹲守

在田间，只为观察病虫发展动态，获取

第一手真实数据。20 多年来，田间地

头是她的办公场所，实验室是她的科研

舞台，她默默奉献、孜孜以求，全力为

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2010 年，贵阳突发稻水象甲疫情。

耿坤临危受命，带领植保团队迅速行

动，仅用 15 天就完成全市 1160 个村的

地毯式普查，以最快速度摸清疫情情

况。在防控关键期，她带药下田，组织

联防联治，最终将水稻产量损失率控制

在 3.66%，远低于国内其他疫情发生区

20%至 30%的损失率。此后三年，为攻

克外来疫情防控技术难题，耿坤白天在

田间调查、做试验，晚上查阅资料、分

析数据、撰写报告。经过多地多点的试

验示范，她成功集成一套适合贵州的稻

水象甲疫情防控技术，达到国内同类项

目领先水平。2013 年，该技术荣获贵州

省农业丰收一等奖和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二等奖。2015 年至 2020 年，这一防

控技术在全市 10 个区（市、县）实现全

覆盖，推广规模达 258 万亩次，平均每

亩挽回产量损失 80 公斤以上，亩新增

纯收益 255 元，有效守护住了百姓的

“米袋子”。

在日常工作中，耿坤发现不少农户

因病虫害识别能力不足、防治技术落后，

存在滥用农药的情况，这不仅造成资源

浪费，还污染环境。2008 年主持贵阳市

植保工作后，她以“科学植保、公共植保、

绿色植保”理念为引领，创新构建“贵阳

市农业植物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带领团

队集成创新多套粮油果蔬茶等特色作物

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推动贵州

植保迈向绿色发展之路。

深耕“三农”领域多年，耿坤主持或

参与实施省市级科研及推广项目52项，

集成创新多套果蔬茶等特色优势作物

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获成果奖

励 15 项；主编专著 5 部，发表专业科技

论文 61 篇，制定发布 22 个行业、省市级

技术标准；取得国家著作权登记1项、发

明专利证书 3 项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4

项，其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于“三农”领

域，为我省“三农”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同时，耿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

便易学的方式，将农业新技术“手把

手”传授给老百姓。“我认为有责任和

义务引领农业农村的发展，现在首要任

务就是把我们掌握的农技知识，传播给

老百姓，让农户掌握良种、良技、良法，

同时做好种植大户的培育，引导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耿坤说。

凭借在农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耿坤

获评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全国

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先进个人、

贵州省巾帼建功标兵、贵州省五一巾帼

标兵、贵州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本报讯 为支持异地缴存职工在

贵阳贵安购房的需求，贵阳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对《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异地

个人住房贷款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

新规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细则》有三大亮点。一

是扩大申请对象范围，取消原政策中

“购房人或配偶在贵阳公积金中心缴存

则不能申请异地贷款”的限制，允许此

类家庭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贷款申

请人。二是简化贷款流程，借款人无需

再提前到贵阳公积金网点开立异地贷

款账户，可直接向受托银行提交贷款申

请，减少办理环节。三是精简办理材

料，新建商品住房贷款免提交购房合

同、备案表；现房贷款取消完税证明要

求；二手房贷款不再提供卖方配偶户口

簿；统一取消还款账户、新建房贷款收

款账户资料。

据了解，申请人需满足连续缴存

公 积 金 6 个 月 以 上 、信 用 良 好 等 条

件 ，贷 款 额 度 按 贵 阳 单 缴 存 职 工 家

庭 政 策 执 行 ，利 率 与 本 地 缴 存 职 工

一 致 。 此 外 ，明 确 借 款 人 需 优 先 使

用 异 地 公 积 金 账 户 余 额 偿 还 贷 款 ，

逾 期 严 重 者 将 面 临 贷 款 提 前 到 期 等

约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扩大申请对象范围 简化贷款流程 精简办理材料

贵阳实施公积金异地贷款新规

意大利低音提琴演奏家托比亚·

弗 朗 切 斯 卡（Tobia Francesco Gi-

useppe）是 贵 阳 交 响 乐 团 首 批 外 籍 演

奏员之一，16 年间，他的琴声在上千

场演出中回响。

在 2025 年 1 月 纪 念 遵 义 会 议 90

周年的“新时代 新长征——《长征组

歌》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上，尽管语

言不通，不能准确理解每一句歌词背

后的含义，但弗兰切斯卡仍然在音乐

中 感 受 到 作 品 背 后 深 厚 的 历 史 及 其

重大意义。

舞台之外，弗兰切斯卡还是举办

过个人影展的摄影师，镜头成为他表

达 艺 术 的 第 二 语 言 。 在 贵 阳 交 响 乐

团发布的“花式宅”系列视频中，他曾

与同名恩师隔空合奏贝多芬《第九交

响曲》经典片段“欢乐颂”，画面中定

格的不仅有音乐家的专注，还有他与

儿 子 在 贵 州 山 水 间 游 玩 互 动 的 温 馨

画面。

16 年间，弗兰切斯卡带着镜头几

乎走遍贵州的山山水水。“在贵州各地

旅游时，我惊叹于这里有太多美丽而隐

秘的事物，还有那么多待挖掘的瑰宝，

所以，现在的我甚至比之前更期待在贵

州的旅行。”他说。

在弗朗切斯卡的摄影作品中，总能

找到一个主题，那就是他自己。他说：

“在作品中，我与自然相比显得非常渺

小。这就是我的摄影风格，我追求的不

仅是瞬间的捕捉，更是那一刻我在那个

地方所感受到的情感。”

提起贵阳，弗朗切斯卡说：“这里已

经 是 我 的 家 ，是 我 生 活 了 16 年 的 地

方。我喜欢这里的人，他们非常友好、

和蔼，每个人都很欢迎我，总让我感觉

这里像家一样。此外，城市和基础设施

的变化也很大。”

未来，弗朗切斯卡希望自己的摄影

作品能结集出版，成为一本带有艺术照

片的旅游指南，帮助任何想来贵州旅

游、想探索这个美丽地方的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贵阳交响乐团成员托比亚·弗朗切斯卡：

用琴弓演绎多彩和鸣 用镜头定格贵州美景

贵州省劳动模范耿坤：

把论文写在田野上 把科技送进村民家

■相关新闻

本报讯 5 月 5 日，由指挥家张国

勇执棒贵阳交响乐团的“吟游他乡”

中国当代作品音乐会在上海上演。

此 次 演 出 是 贵 阳 交 响 乐 团 第 二

次受邀参加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

化 和 旅 游 部 艺 术 司 、中 国 音 乐 家 协

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音乐家协会承

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

请展演”。作为西部地区唯一受邀的

乐团，贵阳交响乐团通过王西麟《火

把节》、赵季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郭文景声乐套曲《远游》三部作品的

同台演奏，诠释了音乐既扎根于民族

土壤、又以语言的形态拥抱世界的艺

术理念。

据悉，此次“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

团邀请展演共邀请了中国交响乐团、中

央民族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

乐团、贵阳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

苏州交响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宁

波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 10 家全国

优秀乐团参与演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阳交响乐团“吟游他乡”中国当代作品音乐会在沪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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