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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项目寻合作13608596722杨经理。

● 注 销 公 告

贵阳市南明区蕾蕾音乐艺术学校办学许可证

号：152010270000531 因未正常办学决定注

销。法人：陈蕾，地址：云岩区省府路47号。

● 遗 失 ： 贵 ADH2961 营 运 证 ：

（520111081747）声明作废。

●陈丽明，身份证号 522525196506229159，

贵州省王武监狱，警号5203627，不慎遗失人

民警察证。

●本人李桂萍不慎遗失贵阳优山美诗 11-

1-18-4 房款交费收据（ 壹拾万零捌佰玖

拾陆元捌角）声明作废。

● 贵 A2829 挂 贵 AC7795 贵 A8361 挂 贵

A1525挂贵A6281挂贵A9761挂道路运输证

遗失。

● 本 人 赵 举 科 身 份 证 号

522421197110020416 遗失贵州安然居家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开具合同保证金收

据金额 40000 元大写肆万元整内容为合同

保证金现声明作废。

●王云 贵ADB4852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 遗 失 声 明
贵阳市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车辆贵AD4707

（黄 牌）道 路 运 输 证（黔 交 运 管 贵 阳 字

520115002516号）遗失，现声明作废。

寻合作

遗 失

★ 贵 阳 日 报 广 告 办 理 ： 18685190007 15185005326 ★ QQ 2606408746

线上办理广告请扫码关注——

启 程 广 告 通分 类 刊 登 指 南: ★ 50 元 11 字
（标点符号计1字、手机号计6字、固号计4字；并请携带或提供相关资料）

结婚、庆生、贺寿等重大时

刻表达您的心意，全城见证。

贵阳日报帮您
“传情达意”上新上新

服务服务
●办理电话：0851-85822529 ●咨询电话：0851-85813858

●咨询电话：0851-85813858

公 告

Y二

本报讯 6 月 6 日，由南明区文体

广电旅游局主办，永乐乡、后巢乡、云

关乡、小碧乡、区文化馆、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承办的南明区“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传统文化戏曲进乡村”越剧展

演举行，4 个乡的 50 余位村民及越剧票

友齐聚一堂，共同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

活动现场，南明区文化馆百花越剧

团的专业演员与南明区群众文化协会

的本土票友同台献艺，既有《手心手背

都是肉》《沙漠王子》等传统剧目的细腻

演绎，也有《我把美酒献给你》等融入本

土风情的新编曲目，让古老戏曲与当代

乡村生活同频共振。舞台上下，“老中

青少”四代演员同框演绎，萌娃奶声奶

气的清唱、专业演员功底深厚的表演、

本土票友充满热忱的参与，共同勾勒出

非遗传承“后继有人”的生动图景。

据了解，6月14日是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本次展演是南明区“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之一，不仅是一次戏曲艺术的集中展

示，更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

新实践。展演以引导辖区群众认知传

统、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情感为核心目标，在潜

移默化中引导乡村群众厚植家国情怀，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

根，促进非遗保护传承有力有序。

（刘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文/图）

南明区：举办越剧展演 促进非遗传承

越剧展演现场。

清晨，在观山湖区朱昌镇赵官村，

村民王大姐轻点手机，在“禾力乡村”

小程序上查看自己参与环境治理新获

得的积分……这看似寻常的一幕，是继

高寨村打造“小兰山数字视听生态村

落”后，朱昌镇数字乡村版图上涌现的

又一生动实践——赵官村借力数字科

技，探索以“积分制”为核心的乡村治

理与产业发展新模式。

位于朱昌镇北部的赵官村，拥有

丰 富 的 人 文 地 理 资 源 和 自 然 景 观 。

如 何 将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胜 势 ？

今年起，赵官村与贵州小黑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展开深度合作，通过在“为

村筑才、场景营造、数字乡村建设、品

牌打造、规划引领、招商引资、产业助

力、示范点创建”等八大领域共同发

力，该村的数字乡村建设迈出实质性

步伐。

科技赋能治理 积分激活自治新动能
目前，赵官村 12 名村干部已全员

入驻小黑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禾力

乡村”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全村 540 户

家庭、1435 名村民的信息纳入数字化管

理。通过集中培训，村委工作逐步实现

线上化，已发布三务公开信息 6 条、村

委大喇叭通知 7 条，村民线上咨询问题

5 条。

在积分制的引入与推广方面，村“两

委”通过党员会、组长会、联户长会及网

格员包组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村民通

过配合村务、志愿服务、环境治理等途径

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等。目

前，已有105名村民开始产生积分数据，

“小积分”正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

“大热情”。

同时，积分制有力推动“两清两改

两治理”工作。在个人区域，37 户村民

家庭积极报名“最美庭院”，主动清扫房

前屋后、庭院和厕所环境并长期保持。

在公共区域，村民通过“禾力拍”功能化

身监督员，随时反馈垃圾乱堆、清运不

及时等问题，并积极参与处理，形成了

“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与

侧重数字视听产业的高寨村不同，赵官

村正依托积分制打造数字治理与农文

旅融合的特色样本。

此外，数字治理的便捷性也日益显

现，村级电子通讯录和花名册动态更

新；村民一键可知晓村务动态，落实知

情权监督权；线上办事如问题反馈、证

明开具等，让村民“少跑腿”。

活动引流塑品牌 人才联动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赋能为赵官村打开流量入口，

并成为孵化本土品牌、凝聚人才力量的

关键引擎。

小黑科技结合当地特色，精心策

划徒步场景。在徒步活动中，参与者

通过小程序报名参加后，可通过在打

卡点打卡、有奖问答回答问题等方式

获取积分，积分可在平台“惠黔村”

积分商城兑换特色农产品，也可累积

到下次活动中。数据显示，累计举办

的 3 场 主 题 徒 步 活 动 ，共 发 放 积 分

7305 分。3 场活动涉及民族文化与村

落自然景观结合、樱桃采摘与山野徒

步结合、传统节日与乡村文化深度融

合等各类场景要素，带动村集体收益

共 40000 余元，实现“流量引入-在地

消费-口碑传播”良性循环。

这些涌动的客流，为“赵官四印”系

列农产品品牌提供了亮相舞台和销售

渠道。双方联合打造的该品牌，已设计

出 10 余款特色农特产包装并上线“惠

黔村”电商平台。在第三期徒步活动现

场，“赵官四印”产品销售 24 单，积分转

化 552 分，让本地的农特产品在游客体

验中直接转化为消费力。“以此为起

点，赵官村围绕‘徒步+研学’双主线打

造的文旅 IP 规划也已启动，未来将开

发‘四季徒步路线’‘乡村研学营地’

等，着力构建‘活动引流-内容沉淀-品

牌增值’的可持续发展闭环。”朱昌镇

相关负责人说。

徒步活动不仅带来人流，徒步过程

中参与者还可以通过问答游戏获取积

分，问答与村百科关联，参与者通过

“禾力乡村”小程序进入“村百科”板块

可查看赵官村村庄信息。徒步活动开

展以来，带动赵官村的村百科板块曝光

3000 余次，进一步助力村文化的传播。

同时，成为人才与产业联动的纽带。一

方面，活动吸引 10 余名高校志愿者深

度参与，其中 2 人担任活动发言人、1 人

担任活动主持人、1 人获暑期实习机

会，为乡村治理注入青春力量；另一方

面，村里还签约了 1 名摄影师，建立乡

村影像库，用视觉力量强化品牌输出。

规划引领未来 展望乡村振兴新图景
“通过前期的驻村调研、村委访谈

与实地考察，赵官村已梳理出一份详细

的《赵官村产业调研报告》，并同步提

供给北京专家团队及设计院。下一步，

将启动乡村规划方案编制、专家实地考

察及示范点创建工作，为赵官村的招商

引资、产业助力做好顶层设计。”谈到

数字乡村的产业规划，朱昌镇相关负责

人说。

小黑科技项目负责人透露，下一步

将重点深化赵官村数字基建，优化平台

功能以适配村委需求，同时拓展“徒步

贵州”系列 IP，通过举办系列主题活动，

力争实现年游客流量进一步有效增长。

如今的赵官村，正以数字技术为

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治理有

效、产业兴旺、人才回归的新篇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文

朱昌镇/图

点燃自治热情 激活发展动能
——观山湖区朱昌镇赵官村引入积分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赵官村第一期徒步活动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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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产品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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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杨女士杨女士 1960851563719608515637

阳光城阳光城··启航中心启航中心
22栋栋11--88商铺商铺 面积面积1010平方米平方米

11栋栋2222楼公楼公寓寓 面面积积178178平方米平方米

小十字中山东路报业大厦世纪星光影城小十字中山东路报业大厦世纪星光影城
二楼临街旺铺二楼临街旺铺 面积面积181181..3838平方米平方米
1717、、1818层层 面积面积 17361736平平方米方米

未来方舟未来方舟GG66组团负组团负44--99号号
临河临街商铺临河临街商铺 面积约面积约846846平方米平方米

本报讯 近日，花溪区久安乡集市

人头攒动，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课

堂”在此开讲。花溪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区委宣传部，以“文艺搭台、

乡风唱戏”形式，将移风易俗宣传融入

烟火市集，让赶集群众在沉浸体验中感

知文明力量。

倡议宣读，乡风文明“声”入人心。贵

州财经大学学生朱萍手持《文明乡风倡议

书》走向人群，清脆嗓音穿透喧嚣：“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赶集群众驻

足聆听，卖菜的王大姐放下秤杆感慨：“大

操大办既费钱又费力，早该改改了！”

文艺赋能，山乡小戏“活”化理念。

舞台区瞬间变身文明剧场，学生志愿者

朗诵《文明乡风，焕发新彩》，布依语快

板《三办三不办》以方言趣解新风尚，

村民笑赞：“比开会讲政策更入脑！”

互动破圈，知识礼包“趣”传万家。

“乡风问答”擂台赛吸引老少争相抢

答，“农村卫生家庭建设”转盘游戏前

排起长队。手持“抵制攀比之风”标语

牌的村民在打卡墙前合影，朋友圈瞬间

刷屏。张阿姨抽中环保礼品袋喜笑颜

开：“赶集学知识，奖品还实用！”

据初步统计，当天，活动现场发放

移风易俗折页 800 余份，16 块展板以

“漫画+案例”图解村规民约。花溪区

委 宣 传 部 后 续 将 推 出“ 乡 风 流 动 课

堂”，把文明宣讲融入民俗节庆、田间

课堂，让文明乡风吹进“百家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文/图）

花溪区——

集市上开讲文明课 乡风新韵浸润心田

学生志愿者朗诵《文明乡风，焕发新彩》。

徒步活动现场，主办方向活动参与者推介“赵官四印”产品。

新华社贵阳6月9日电（记者 罗羽）

9 日，“学转英超”基层足球教练培训项

目又一次在“村超”发源地、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举行。这

是继 2023 年和 2024 年两次开办足球培

训班之后，英超针对“村超”开展的第

三次培训联动。

此次为期五天的培训与前两次不

同，这是英超首次将“村超”裁判员纳

入培训班，并分别对教练员和裁判员开

设了培训课程，还派出了 5 名专业讲师

的最强阵容，其中包括 1 名布莱顿足球

俱乐部青训教练员和 2 名英格兰职业

赛事裁判公司裁判课程讲师。参与培

训的 69 名“村超”学员中，教练员 45 名、

裁判员 24 名，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优秀裁判员的标准”“犯规与不正

当行为”“团队协作与沟通”“未成年人

安全保护”……看到精心设置的培训课

程，首次参与培训的“村超”裁判员、该

县古州镇第四小学教师兼学校足球教

练吴东胜说，英超提供的机会十分难

得，他将用心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这次培训的内容很丰富，从赛前的

热身到赛中的执法等，都将有专业的讲

解和示范。”负责“村超”对外联络的贵州

“村超”运营管理负责人彭西西介绍，从

集中培训教练员延伸覆盖到更多的裁判

员，也是英超希望全面帮助“村超”提升

球场执教和执法水平的渐进式安排。

据悉，2023 年 12 月，“学转英超”基

层足球教练培训项目首次对榕江的 44

名中小学教练员开展了为期四天的培

训。2024 年 12 月，该项目第二次对包

括“村超”球员、当地学校体育教师在

内的 42 名学员开展了培训。

连续三年合作 英超培训“村超”

（上接 1 版）

从传统背带到时装元素，从单一

绣品到绣银结合，不断适应个性化需

求，韦桃花设计出上百种马尾绣产品，

带动周边村寨数百名绣娘共同致富。

为民族文化创新表达注入不竭

力量。“十四五”以来，贵州持续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省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管理水平，创建 6 个传统

工艺高质量发展试点县，实施 5 个传

统工艺振兴项目，分层建立人才梯次

培训教育体系，将 11 所院校、26 家非

遗企业打造为非遗研培基地。

强化业态融合，打造特色文旅

品牌——

夜幕降临，肇兴侗寨信团鼓楼

前，侗族大歌美妙空灵。

“没有伴奏，没有指挥，没有歌

词，但唱出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情

感。”参观木质建筑、品尝侗家美食、

体验蜡染刺绣，欣赏侗族大歌，游客

赵志明感慨“贵州之行难以忘怀”。

“文体活动+民族文化”结出硕

果。2024 年，肇兴侗寨累计接待游

客 10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4%；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约 4.16 万 元 ，增 长

12.3%。放眼贵州，以非遗乐器、侗族

大歌、蜡染工艺等为代表的民族文

化，借力“村超”“村 BA”“村晚”等平

台走出大山。

深化文体旅融合，丰富旅游业

态。贵州推出十大非遗主题旅游路

线，创新非遗展演、非遗文创产品展销

等消费模式，开拓 200 余家非遗旅游

体验空间，打造一批特色文旅品牌。

民族文化日益繁荣，让多彩贵州

愈发精彩。贵州省委书记徐麟表示：

“贵州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

特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好、挖掘利用

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培育文明新风，

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

（原载于《人民日报》2025年6月4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