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区市县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田军/版式：岑继维

“感谢国家政策好呐，乡镇搬来到

这里，感谢党的政策好呐，我们住着好

开心……”5 月 16 日午饭过后，在花溪

区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院坝里的凉亭

内，72 岁的韦昌良老人与街坊坐在一

起纳凉，并哼唱着自编的布依族山歌，

质朴的歌声里满是对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的感激。

2019 年 6 月，290 户 1060 名易地扶

贫搬迁群众从花溪区 7 个乡镇、54 个自

然村搬迁到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开启

了新生活。近 6 年来，作为花溪区的集

中安置点，南溪苑社区致力于各项民生

实事，帮助有劳动力的搬迁群众实现就

近就业，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

社区生活品质，整合多方资源解决特殊

困难群众的实际需要，让搬迁群众实现

安居乐业，乐享幸福生活。

踏入南溪苑社区，一间别致的“服

装店”映入眼帘，店内衣物没有特别的

展示，但摆放得井井有条。这其实是社

区利用阶梯下的杂物间精心打造的“暖

心衣橱”，衣物均由社区工作人员及驻

村干部单位职工捐赠，经清洗消毒后供

居民免费取用，传递着邻里间的温情与

关怀。

不仅有免费的“服装店”，社区还引

进慈善企业开办了诚善助老助残互助

餐厅，生活不能自理的居民、残疾人、留

守儿童等都可以到食堂免费就餐，对行

动不便的困难人员还有志愿者上门送

餐。一位志愿者介绍，食堂开办 5 年多

来，累计近 10 万人次前来就餐，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除了公益食堂，南溪苑社区还联合

区级各部门、自主孵化“益馨”社会组

织，并携手各大高校，共同打造了儿童

之家，开设了“四点半课堂”，实施“雏鹰

计划·五型少年”行动。这一系列举措，

不仅解决了 300 多名未成年人的学习教

育辅导问题，还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课

外生活，让搬迁未成年学生逐步拉近与

城市孩子在教育上的差距，享受到了更

加优质的素质教育。

为了让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南溪苑社区成立以来，下

大力气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引进企业、打

造商业街、举办招聘会等多种方式，为搬

迁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创业机会。

穿插藤条、手指翻飞……走进南溪

苑自强藤艺加工车间，工人正在认真编

织藤艺手工艺品。区别于一般的公司，

这里的工人大多是残疾人和老年人，除

了搬迁群众也有附近村民。

韦昌良从花溪区马铃乡搬迁到南

溪苑后，本来还担心进了城生活没着

落，没想到在“家门口”的就业帮扶车间

就找到了工作，每天领取原材料回家编

织藤编，一天能有上百元的收入。公司

负责人祝凯介绍，灵活就业、按件付薪，

培训两三天就能独立完成，基本上每天

都有附近的村民来学习，最多时有 100

多名村民来领原材料。

而在另一家就业帮扶车间——贵

阳黔乐创包装有限公司，不仅提供稳定

的工作，还为员工缴纳社保，目前提供

岗位 31 个，其中搬迁户有 8 人。搬迁户

唐国洪夫妇从公司入驻时就在这里上

班，现在每月工资加起来有上万元。唐

国洪说：“楼上居住、楼下工作，不仅方

便收入还高，比外出务工强多了。”

此外，社区还打造了南溪苑巷商业

街，提供了 16 间商铺门面，优先由搬迁

群众使用。针对搬迁群众，社区只收取

500 元的房租，并免除押金，让有创业意

愿的群众能够轻松起步。目前，已有 3

户群众在商业街上自主创业，实现了楼

上带孩子、楼下挣票子、回家过日子的

美好愿景。

为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社区还

联合区级相关部门，在“家门口”举办了

50 余场人才招聘会，申请了 80 多个公

益性岗位，帮助搬迁群众解决就业问

题。2024 年，南溪苑社区搬迁群众的就

业率达 95.92%，搬迁脱贫户人均收入 1.8

万元以上。

在物质帮扶的同时，南溪苑社区亦

不忘精神滋养。南溪苑社区党支部书

记赵世兰介绍，社区建设了便民图书

室、民俗文化广场等场所，组建了民族

舞蹈队和芦笙队，为群众在“家门口”搭

建文化服务平台。这些举措不仅丰富

了搬迁群众的业余生活，还促进了他们

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区还依托“我们

的节日”等活动载体，组织搬迁群众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春节、中秋

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里，社区广场上

总是热闹非凡，搬迁群众伴着音乐跳起

传统舞蹈，共享节日的喜悦。

在南溪苑社区党支部和全体居民

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搬迁群众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

和管理中来，成为了推动社区发展的重

要力量。

花溪区生态文明家庭、花溪区“最

美爱党忠诚家庭”、疫情防控优秀志愿

者……在搬迁户徐晓艳家中，记者看到

一排鲜红的奖状，在社区的引导帮助

下，她不仅成为社区物业办公室副主

任，还光荣入党。“搬进了新家，生活好

了，自己也得到了成长，这都要感谢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徐晓艳说。

如今，在南溪苑社区的每一个角

落，都洋溢着幸福与和谐的气息。赵世

兰表示：“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

服务群众’的宗旨，不断探索创新社区

治理模式和服务方法，努力为搬迁群众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南溪苑社区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在这里，搬迁群众正用勤劳的双手编织

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这里，他们

正用团结的力量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

巨变；在这里，“稳稳的幸福”正温暖着

每一个人的心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文

杨才江/图

花溪区南溪苑社区——

多元服务惠民生 搬迁社区气象新

本 报 讯 5 月 19 日 ，来 自 乌 当 区

城乡的 36 支太极拳（剑）队、千余名老

年太极爱好者齐聚振华广场，共同参

与“健康中国·活力乌当·银龄行动·

太极添彩”——2025 年全国老年人太

极拳大联动（贵州主会场）暨“银龄筑

梦·携 子 同 行 ”贵 阳 市 老 年 人 太 极 拳

展演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和贵州省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

当天，千余名老年人展示了太极功夫

扇、24 式太极拳、广场舞、柔力球、盘花

棍等节目，展示老年群体的活力与健

康，展现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现

场还开展了 42 式太极拳（剑）的交流活

动，来自乌当区老年大学、区健身协会、

区气功协会、区太极协会及各乡、镇（街

道）等的队伍参与竞技比拼。

据了解，开展此次活动，旨在推广

太极拳健身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贵州主会场，乌当区已连续多年成

功举办该项活动。今年的活动融入“银

龄筑梦·携子同行”主题，希望通过老年

人与青少年的互动，让更多人了解和爱

上太极拳这项传统健身活动，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乌当区积极促进老年人

体育事业的发展，举办了一系列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太

极 拳 作 为 一 项 深 受 老 年 人 喜 爱 的 运

动 ，已 经 普 及 至 全 区 城 乡 各 个 角 落 ，

成 为 乌 当 区 的 一 张 闪 亮 名 片 。 2020

年 ，乌 当 区 获 评 为“ 全 国 老 年 人 太 极

拳 之 乡 ”。 目 前 ，全 区 拥 有 太 极 活 动

队 伍 280 余 支 ，参 与 人 群 达 3.8 万 人 。

同时，乌当区还积极推动太极拳走进

56 所中小学，参与太极拳运动的学生

达 4.6 万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推广太极健身 倡导健康生活

乌当区千余长者共秀太极功夫

本报讯 5 月 15 日，南明区“家教

伴成长 润心护未来”家庭教育主题宣

传活动举行，200 余名家长、教育工作

者及学生代表参与。

活动以一株幼苗的生长为脉络，

分四个篇章进行，展现了家庭教育之

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深远影响，生动诠

释新时代家庭教育的内涵与价值，助

力广大家庭建设好家庭、树立好家教、

传承好家风。

在“春·播种希望”篇章里，情景简

笔画《三代同框》寓意教育如种子需用

心播种、用爱滋养，久久为功、代代相

传。“夏·浇灌成长”篇章，舞台剧《爱

的沟通》聚焦青春期亲子冲突，引出贵

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亚夫现

场分享“沟通是打开孩子心门的金钥

匙”，带领家长参与互动游戏，深化教

育共情。“秋·收获硕果”篇章，朗诵

《给妈妈的一封信》道出子女心事，歌

曲《是妈妈是女儿》演绎亲子深情，8

位“爱心妈妈”代表登台接受表彰，并

分享“倾听与共情”的陪伴秘诀。在

“冬·蓄力新生”篇章中，现场发布并

启动南明区家庭教育“培土计划”。

据介绍，南明区家庭教育“培土计

划”将开展构建“学校-村（居）-社会

组织”三方网络“筑基”，开发输送亲

子沟通、科学育儿、心理健康等家长必

修课程“灌溉”，持续强化特殊家庭关

心关爱、指导帮扶“修复”，整合嫁接

多方资源协同育人“光合”，培育专业

化人才队伍“滋养”等行动，系统构建

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助力广大家庭成

为让孩子扎根和全面发展的沃土。

除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外，家庭教

育宣传周期间，南明区还以多元化、广

覆盖的形式推动家庭教育理念深入人

心。线上，联动市家庭教育协会，开展

为期一周的家庭教育宝藏直播课，同

步推广发布《南明区家庭教育家长应

知应会手册》，向家长推送高效、实用

的家庭教育技巧。线下，通过设立宣

传展台、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

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同步开展家庭教

育系列讲座进机关、进企业、进乡（街

道）5 场，邀请专家针对不同群体需求

分享家庭教育理念与实用技巧，切实

将优质家庭教育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家庭教育的浓厚

氛围，让家校社协同共育理念扎根基

层、惠及全民。

（谭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家教伴成长 润心护未来

南明区举行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5 月 15 日，清镇市召开

年轻干部座谈会，号召广大年轻干部

争当“六型干部”，矢志砥砺奋进，忠

诚干净担当，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强

化青年担当、作出青年贡献。

“六型干部”包括学习型干部，自

觉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学深理论、

学懂政策、学精业务，真正做到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

一 行 ；研 究 型 干 部 ，坚 持“ 走 下 去 ”

“沉下去”“解剖麻雀”，研究政策、研

究 工 作 、研 究 问 题 ，多 想 思 路“ 破

题”、多出办法“破冰”、多拿措施“破

局”；创新型干部，紧跟时代、打开思

路、放开手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在改革创新中求突破，推

动 事 业 发 展 取 得 新 成 效 ；实 干 型 干

部，自觉抵制“庸、懒、散、软、浮、推”

等作风顽疾和“作风十条”指出的问

题，敢干实干快干会干，做到靠作风

吃饭、拿数字说话、凭实绩交卷；服务

型干部，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和服务水

平，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良心服

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企业；廉洁型

干部，时刻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

动，自觉坚守“底线”，不越“红线”，

不碰“高压线”，始终做到慎独慎微、

慎言慎行、慎友慎情。

清镇市将始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强化“选、育、

管、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更好地为年

轻干部历练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今年 3 月

以来，清镇市相继举办了 2025 年春季

学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乡科级副职

干部任职培训班，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

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人工智能等内容展开培训，

让广大年轻干部在学思践悟中增本

领、长学识。同时，先后组织 110 余名

新进公务员以“明纪法、守初心、担使

命”为主题开展纪法教育活动；组织

40 余名党员干部走进法院“零距离”

旁 听 庭 审 ，用“ 身 边 事 ”教 育“ 身 边

人”，以最直观的方式警示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李齐 张弘扬）

学习、研究、创新、实干、服务、廉洁

清镇市号召年轻干部
争当“六型干部”

本报讯 为增强园区企业防灾减

灾意识，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

力，近日，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工业

园区服务中心、应急管理局组织辖区

企业，在吉源小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通

过警示教育片观摩、知识竞赛比拼、急

救知识讲解及实操等多元形式，为园

区企业呈上一场精彩纷呈、干货满满

的防灾知识盛宴。

活 动 现 场 ，参 加 活 动 的 60 余 家

企业集中观看了自然灾害警示教育

片，直观了解地震、洪涝、森林火灾

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和防灾减灾的

重 要 性 。 在 防 灾 减 灾 知 识 竞 赛 中 ，

参赛的 10 支企业队伍踊跃抢答，展

现 出 对 灾 害 预 警 信 号 识 别 、灾 害 防

范 、家 庭 防 灾 物 资 储 备 等 多 方 面 应

急 知 识 的 扎 实 储 备 。 通 过 竞 赛 ，进

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在急救知

识 讲 解 环 节 ，双 龙 黔 安 综 合 应 急 救

援队队长李箭采用“理论+实操”的

教 学 模 式 ，为 大 家 带 来 了 一 堂 生 动

实用的急救课。

此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通过寓教

于乐、学用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园

区企业职工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

灾工作的良好氛围。

（王安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厚植安全理念 共筑生命防线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开展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清晨的白云区沙文镇四方坡村，月

季花沿路绽放，村民手持扫帚清理街道

的身影与整洁的村道相映成景。谁能

想到，这个毗邻工业区、曾因流动人口

激增饱受“脏乱差”困扰的城郊村，如今

已成为沙文镇“两清两改两治理”行动

的标杆示范。

通过“清理乱堆乱放、清理残垣断

壁；改厕、改圈；治理污水和垃圾”的精

准施策，四方坡村不仅实现了环境“痛

点”变“亮点”，更以全民共治的创新机

制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四方坡村聚集了 130 余家企业，流

动人口达 4000 余人。过去，村里的卫生

管理一度陷入困境，“垃圾随手丢、门前

无人扫”曾是常态。村民孔令婕妤对此

感触颇深——她家位于村口车流密集

处，以往路边经常堆满塑料袋、饭盒、矿

泉水瓶等废弃物。随着村里推行“门前

三包”制度，将卫生责任与村民荣誉挂

钩，这一“脏乱差”的卫生死角悄然蜕

变。孔令婕妤一家坚持“见垃圾就捡”

的好习惯，带动了周边企业和租户共同

参与清扫，家门口也挂上了村里颁发的

“清洁文明户”荣誉牌。她笑着说:“环

境好了，住着更舒心了！”

如今，四方坡村已评选了 15 户“清

洁文明户”，保洁员人数从 9 人精简至 2

人，年保洁成本从 25 万元减少至 10 万

元。村党支部书记蒋昌松坦言：“以前

村民总觉得打扫是保洁员的事，现在觉

得自家门前不干净，微信群‘晒丑’脸上

挂不住，大家主动清扫环境的意识强多

了。”

环境卫生的改善不仅体现在公共

区域，更深入村民生活的细枝末节。73

岁的李鹂慧老人站在自家改造一新的

水冲式厕所前高兴地介绍：“这里以前

是蹲式旱厕，我的膝盖蹲下去就疼。现

在政府给改了水冲式厕所，我自己加装

了马桶，又安全又方便。”近年来，四方

坡村全面推进“厕所革命”，将全村旱厕

改造为水冲式，并针对留守老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配备无障碍设施，让“方

便事”真正方便。

李鹂慧老人家门前一处低洼田埂

的变迁更令人振奋。这里曾是雨季内

涝的“重灾区”，山洪水位最高时达两

米，严重影响交通和周边香菇种植基地

发展，甚至导致部分香菇种植户“打了

退堂鼓”。近年来，四方坡村向上争取

100 余万元项目资金，修建了排洪大沟，

彻底终结内涝历史。香菇种植户陈权

站在田埂旁满意地说道：“这条沟作用

太大了，雨季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运输

也方便多了。”

如果说硬件改造夯实了环境基础，

那么“积分制”的推行则激活了全民共

治的热情。在四方坡村垃圾分类回收

点，村民刘燕正抱着一摞纸箱前来兑换

积分，台账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送来

的可回收物数量。“攒够积分就能换大

米、洗洁精等小礼品，既环保又实惠。”

刘燕兴奋地说。四方坡村推行“残疾家

庭承包清运+村民源头粗分”模式，不仅

解决了垃圾处理难题，还为 3 名残疾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目前，全村设置了两

个可回收物收集点、35 个垃圾斗和 10

个 分 类 垃 圾 桶 ，垃 圾 分 类 参 与 率 超

90%。

企业的转变同样令人瞩目。以往，

扎根四方坡村 20 余年的贵阳伟佳塑料

有限公司因厂区周边小作坊聚集，塑料

垃圾随风飘散问题突出。如今，该公司

主动聘请两名环卫工每日清扫厂区及

周边路段。公司行政负责人赵信红说：

“推行‘门前三包’，我们企业也要成为

环境共治的主力军。”

如今的四方坡村，从企业厂房到

田间地头，从留守老人到务工群体，一

把扫帚扫出了文明乡风，一套机制激

活了共治热情，一条水沟灌溉出产业

新景。这场由“两清两改两治理”引发

的“美丽行动”，正以共治共享的治理

模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和

美乡村不仅是‘扫’出来的，更是生态

赋能‘长’出来的。”蒋昌松信心满满地

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力，深入开

展‘两清两改两治理’行动，建设干净

整洁的美丽家园。”

贵 阳 日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李 佳 旭

实习生 王倩

本报讯 5 月 15 日，清镇市 2025

年“红枫诗韵”诗词大赛小学低段组总

决赛在清镇市博雅实验学校举行。来

自全市各学校的近百名选手、观众齐

聚一堂，以诗会友，以词传情，童韵演

绎中华诗词之美，为夏日的清镇增添

了一抹诗意与文化韵味。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化身

为新时代的“小诗人”，在一轮轮比赛

中激烈角逐。在最激动人心的“飞花

令”环节，大屏幕上抽出的字化作诗词

对决的令牌，选手们须在 10 秒内接出

带有此字的诗词。一时间，一句句经

典诗词从选手口中奔涌而出，以对诗

词知识的熟练掌握，赢得了观众阵阵

掌声。

总决赛为期 3 天，现场设置诗词

必答、抢答、飞花令等竞技环节，根据

选手年龄分为小学低段组、小学高段

组、高中组、大学生组、成人组等 6 组

进行比赛，评委组现场打分，并评出

一、二、三等奖和学校组织奖、班级组

织奖等集体类奖项。

据了解，本次“红枫诗韵”诗词大

会由清镇市委宣传部、清镇市委教育工

委、清镇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清镇市博

雅实验学校承办，旨在通过竞赛评比，

引领广大师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涵，领略中华诗词之美，增强文化自

信。活动于 4 月 15 日启动，以“红枫悠

扬·诗韵心田”为主题，分线上初赛、校

级复赛、县级决赛三个阶段，吸引了来

自全市 63 所学校共 9351 人参与，经初

赛、复赛后，227人进入总决赛。

（陆劲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展现诗词之美 增强文化自信

清镇市“红枫诗韵”
诗词大赛总决赛举行

环境共治共享 乡村新貌宜人
——白云区四方坡村积极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

南溪苑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唱山歌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