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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5 日，记者从开阳县

获悉，该县将采取推出“动静养享”项

目、提升游玩体验及“可带走体验”、增

强活动策划等措施，迎接暑期旅游高

峰，让游客在开阳“爽游一夏”。

开阳县将推出自然奇观、极限挑

战、康养旅居融合的“动静养享”四大维

度项目——

“动”感维度。游客可体验南江大

峡谷激情漂流、玻璃水滑道的立体玩

法，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高空管轨、绝

壁攀岩的惊险刺激，云中君滑翔伞的云

端飞翔，青龙河的秘境溯溪。

“静”乐维度。游客可乘坐禾丰乡

玉水金盆即将开启的小火车穿行千亩

金浪，观赏香火岩瀑布，去南江霁月星

空营地，到龙广村布依长桌宴上聆听铜

鼓酒歌、品鉴富硒美味，在水东文化陈

列馆与王车村庖汤宴感受千年文脉。

“养”疗维度。游客可体验白马峪

42℃硒泉理疗池、河湾坪寨苗家苗药贴

及富硒药膳宴。

“享”年维度。游客可到夫子蜂研

学 基 地 、云 山 茶 海 、末 遮 民 宿 城 市 农

庄、森林露营享受慢生活，顺便逛一逛

硒品体验馆、夜间市集，并体验温泉套

票活动。

此外，在提升旅游体验感和互动度

上，开阳县同样不遗余力——

在景区长廊、民宿设置硒科普展

板，提升游客对硒养价值的可感性。在

农家乐提供硒食菜谱含硒量检测，让游

客看得到硒、吃得到硒。

以“趣开阳·硒游记”为活动主题，策

划举办“四季之声”五大主题活动，叠加

周末乡村“FUN 歌”音乐会、开阳大集、

贵州峡谷村跑赛等常态化活动，形成“5+

2+N”活动矩阵，让游客乐享其中。

以“可带走体验”强化记忆锚点，让

游客可实地感受富硒茶宴的硒元素渗

透，品尝富硒茶、富硒枇杷等富硒生态

特产，形成旅游与体验为一体的沉浸式

“硒养记忆”。

推出布依黄精小肠炖跑山鸡等美

食、硒泉药浴等沉浸式疗愈，让游客感

受舌尖上的惊喜和身心的放松。

据了解，近年来，开阳县以打造高

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为目标，围绕“水

陆空”三栖布局构建多元业态，以十里

画廊、南江大峡谷、开州湖为核心开发

水上桨板、溯溪探险、高空玻璃七彩水

滑道等涉水清凉项目；在龙岗镇瀑布旁

建造翁洞滩咖啡吧，打造“瀑布+咖啡”

独特清凉场景；在高寨乡、双流镇开发

特鲁利森林秘境野营地；在禾丰乡玉水

金盆、云山茶海推出采茶制茶、稻田餐

厅等亲子体验项目；在云开街道猴耳天

坑落地“超级大秋千”“高空管轨”等岩

壁极限项目；加速开发星禾飞索、龙水

水上运动、十里画廊低空飞行等新业态

项目。2024 年，开阳县接待游客 983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1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3%和 1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文新 许发顺）

推出“动静养享”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及“可带走体验”、增强活动策划……

开阳县多举措迎接暑期旅游高峰

本报讯 近日，清镇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推出夜间停车管理新举

措，在城区划定 6 处临时停车区域，以

缓解市民和游客夜间停车难题。

“ 此 前 ，通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调 研 ，

我们发现清镇市夜间消费比较集中

的 几 个 地 方 ，存 在 停 车 困 难 的 情

况。”清镇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教

导 员 贺 涛 介 绍 ，划 定 路 边 单 排 停 放

区 域 ，在 不 影 响 其 他 车 辆 通 行 的 同

时 满 足 群 众 需 求 ，也 是 助 力 地 方 经

济发展的举措。

清镇市划定的 6 处夜间临时停车

区域，包括职教路盛源新天地路段、百

花路建设学校门口路段、云站路中环

国际路段、云岭东路中央公园路段、红

枫街盘化家属区路段、云岭东路阳光

水岸路段。按照规定，6 个路段每日

22:00 至次日清晨 7:00 为允许停车时

段，同时明确交叉路口 50 米内、消防

通道、人行横道线及公交站、消防设施

周边 30 米内禁止停车。

记者走访发现，这一政策已让不

少车主受益。“以前来这边吃饭，找停

车位都要找很久，现在晚上 10 点之

后，就可以直接停在划定区域，太方便

了。”车主陆先生说。

据了解，清镇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持续动态调

整停车区域范围，为“便民不添堵”提

供更坚实的保障。除了 6 处夜间临时

停车区域外，该交通警察大队正协同

周边机关单位、公共企事业单位开放

内部停车场，计划近期释放更多便民

的夜间停车位，并发布“夜间消费集聚

区免费停车指南”，让市民和游客停车

无忧。

（张弘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促进夜间消费——

清镇城区新增六处夜间临时停车区

本报讯 日前，全省乡村振兴驻

村帮扶工作总结表彰暨动员部署会在

贵阳召开，表彰了一批优秀驻村第一

书记、工作队员和驻村帮扶工作先进

集体。位于贵阳经开区的企业贵州贵

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航股份）党委荣获“全省乡村振兴

驻村帮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据介绍，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乡村振兴紫云工作组副组长单位，贵

航股份党委将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

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推进，积极发挥资

源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两年来

通过投入自筹资金、统筹帮扶资金，以

及消费帮扶、产业帮扶等方式，有效助

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农户增收。同

时，贵航股份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聚焦地方所需，立足企业所能，在紫云

县打造了“蓝天照亮回家路”、“蓝天

工匠”育才计划、基建便民等一系列帮

扶工程，助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人才培育。

此次是继 2021 年 4 月获评“贵州

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5 年 2 月

获 评“2024 上 市 公 司 乡 村 振 兴 优 秀

实践案例”之后，贵航股份在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上取得的又一殊荣。接

下 来 ，贵 航 股 份 将 继 续 凝 聚 工 作 合

力，发挥航空企业优势，助力贵州乡

村振兴。

（彭寻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贵航股份党委获评
“全省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先进集体”

进入夏季，蝉鸣渐起，乌当区高新

路街道阿栗村又迎来杨梅丰收季。

清晨 6 点，阿栗村水泥路两旁的山

坡上，一片片青翠的杨梅林里挂满了诱

人的红色果实，滴滴露珠倒映着果农们

忙碌的身影。果农刘启文腰上别着竹

篓，穿行在杨梅林中采摘杨梅。

“现在是雨季，我们正忙着抢收杨

梅。”刘启文抹了把汗，指着路边停放的

货车说，最近村里可热闹了，天天都有四

川、湖南、广西等地的收购商前来收购杨

梅，“我家80%的杨梅都卖给了收购商”。

刘启文说，他家是村里首批种植杨

梅的农户，一共种植了 10 亩，每年为家

庭带来约四五万元的收入。杨梅不仅

让刘启文家实现增收，更成为阿栗村家

家户户的“摇钱树”。

杨梅成为支柱产业
阿栗村杨梅产业发展历程，还得

从 38 年前说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坡多地

少，阿栗村的发展一度受限。彼时，阿

栗村的荒山上到处都是野生酸杨梅，每

年花开果落无人问津，谁也没有想过杨

梅还能发家致富，最多是摘些杨梅到城

里换点盐巴钱。

1987 年，阿栗村发展迎来转机。一

次，贵阳市农科所专家到阿栗村考察，

发现这里很适宜种植杨梅，阿栗村遂从

浙江引入荸荠杨梅进行试种，并开辟

150 亩的荸荠杨梅试验田。

建设试验田的消息不胫而走，3 亩、

5 亩……全村党员、群众纷纷拿出自家

土地，种植荸荠杨梅，为阿栗村发展蹚

出了一条新路。

阿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唐

友梅说，当时，村里缺乏产业支撑，大家

收入普遍不高，但发展意愿非常强烈。

当得知村里计划发展杨梅产业，村民们

纷纷响应。

刘启文的父亲刘洪光就是其中之

一。刘洪光今年 67 岁，是一名老党员，

为支持村里发展杨梅产业，他率先带

头，主动拿出 5 亩土地种植荸荠杨梅。

上世纪九十年代，荸荠杨梅连年丰

收，由于其果核小、肉质细软、味甜爽

口，深受消费者青睐，价格最高时一斤

能卖到 8 元左右。眼见杨梅效益高，刘

洪光发展信心十足，又将原来的 5 亩杨

梅扩大到 10 亩。

其他村民见状，也都加入到杨梅产业

发展中，并陆续引入东魁杨梅等品种。

2002 年，阿栗村成功注册“阿栗杨梅”商

标。2003年，阿栗村杨梅获“贵州省优质

农产品”称号。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阿

栗村杨梅产业也从最初的150亩扩展到了

现在的 7000 余亩，产业覆盖全村 1700 余

户村民，每年杨梅产量稳定在300万斤至

500万斤，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超过1000万

元，已然成为阿栗村的支柱产业。

一颗杨梅激活百果产业
杨梅于6月成熟，采摘期大概持续半

个月，而采摘期前后则为村民收入的空白

期。如何有效填补这一空白期，推动村民

持续增收，成为阿栗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阿栗村平均海拔 1100 米，生态环境

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80%，气候适宜，为

果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杨梅产业的成功，为阿栗村产业

发展提供了不少启示。”唐友梅说，良

好的自然生态是阿栗村的发展优势，

靠山吃山，也要养山富山。为此，阿栗

村锁定了现代都市休闲采摘农业这一

发展方向。借助杨梅产业带来的品牌

效应，种植与杨梅错季的樱桃、枇杷、

桃子、李子等 10 多种精品水果，推进水

果品种由单一发展向多元化发展，持

续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阿栗村共发展种植精品

水果 1 万余亩，其中，杨梅 7000 余亩，樱

桃、枇杷、桃子、李子等精品水果 3000 余

亩，全村家家户户都种植有精品水果，形

成了“四季皆景、三季有果”的发展格局。

如今，阿栗村春季盛产樱桃，夏季

盛产杨梅和李子，秋季盛产桃子和梨，

冬季还能卖杨梅苗，每个季节村民都有

收入，增收渠道拓宽了，年人均纯收入

也增至 2 万余元。村民们纷纷住进小洋

楼、开上小汽车，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百果产业带热乡村旅游
因为有了杨梅，地处贵阳市东郊的阿

栗村声名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杨梅村”。

每年 6 月，随着杨梅成熟，阿栗村进

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13.93 平方公

里的村寨，每天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收购商、本地小商贩和游客，成为贵

阳城郊一道亮丽风景。

近年来，阿栗村依托杨梅产业，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不断推进农旅深度融

合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仅拓

宽、硬化乡村道路，串连起各个杨梅种

植区，还开通公交线路、乡村巴士，提升

游客的体验感。在打造特色活动方面，

自 1997 年起，阿栗村每年 6 月都会举办

杨梅文化节，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当地民

风民俗及杨梅采摘活动。

此外，随着樱桃、桃子、李子等水果产

业在阿栗村蓬勃发展，春季赏花游也逐渐

兴起。每年4月前后，樱桃花、桃花、李花

相继绽放时，一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拍照打

卡。与此同时，阿栗村以杨梅为主、其他

水果为辅的现代都市休闲采摘农业也取

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吸引了游客。

赚足了“人气”，不仅让阿栗村的水

果卖出好价钱，也让阿栗村的旅游业得

到快速发展。据统计，阿栗村去年接待

游客逾 2000 人。

唐友梅介绍，下一步，阿栗村将坚

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引进培育优质

品种，推广绿色种植技术，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开发更多杨梅深加工产品，推

进多种水果产业同步发展，不断深化农

旅融合，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文/图

乌当区阿栗村——

一颗杨梅撬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6 月 25 日，花溪区黔陶

乡组织辖区内党员干部到关口村干坝

组开展“两清两改两治理”及农村卫生

家庭建设问题摸排培训，正式启动“两

清两改两治理”及卫生家庭建设样板

寨攻坚行动。

当天，参加培训的党员干部走进

关口村干坝组的家家户户，针对乱堆

乱放、残垣断壁、改厕改圈、污水横流、

垃圾乱倒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建立

问题整改台账并就如何整治进行精准

培训。

据了解，黔陶乡自 6 月 25 日起开

展为期 1 个月的“两清两改两治理”及

农村卫生家庭建设样板寨攻坚行动，

选取黔陶村老榜河组、关口村干坝组、

马场村小马场组、半坡村半坡组、谷洒

村二组、赵司村村委会周边 50 米及主

干道、骑龙村主干道等为专项行动示

范地点，通过示范引领强“核心”、积分

激励稳“抓手”、问题整改促“长效”、

政企联动助“升级”，全力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攻坚行动中，黔陶乡通过“党委统

筹+支部引领+群众参与+政策项目支

持+社会企业带动”的总体思路，积极

争取项目资源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环

境综合治理，全力打造一村一样板，并

组织跨村观摩、现场交流等活动，推动

工作从局部突破迈向全域深化。

同时，结合旅居产业发展，黔陶乡

积极引入企业和艺术家，发挥运营管

理、技术指导、规划设计等优势，以艺

术旅居产业发展为引领，通过带动群

众参与旅居产业，让群众亲历“家乡美

带动产业兴、产业兴带动百姓富”，从

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变被动为主动，

形成“家乡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

循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花溪区黔陶乡——

启动“两清两改两治理”
及卫生家庭建设样板寨攻坚行动

本报讯 日前，观山湖区世纪城

街道联合贵阳开放大学（贵阳市社区

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和贵阳市女子职

业学校，组织开展两场社区教育讲堂

特色体验活动。

据了解，活动开展前，世纪城街道

将问卷推送到辖区 21 个社区及龙泉

村，采用不记名的形式进行社区教育

课程需求调查。通过对辖区居民需求

进行摸底，街道社区学校对接需求、拓

宽思路，制定社区教育计划，联合专业

学校，组织开展了此次活动。

活动为期两天，课程内容为美妆

DIY 与烘焙技能。活动期间，在专业

教师的指导下，参与者体验了制作口

红、烘焙甜品。活动中，大家不仅学会

了生活技能，也增进了邻里情谊。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居民需求按

需定制，定期开展各类社区教育活动，

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实现

社区教育与为民服务深度融合、同频

共振。”世纪城街道有关负责人说，将

通过各类社区教育活动，让社区教育

讲堂等优质项目在辖区开花结果。同

时，探索构建可持续、有活力的社区教

育实践样本，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的学习氛围。

（谢志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

开展社区教育讲堂特色体验活动

本报讯 近段时间，南明区五里

冲街道发动各社区扎实开展 2025 年

度征兵宣传工作，通过线上线下协同

发力，精准动员与暖心服务并重，点燃

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五里冲街道利用业主微信群、朋友

圈等渠道，推送涵盖报名条件、经济补

助、升学就业、退役安置等优待政策的

征兵信息。同时，用好线上平台答疑窗

口，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及退役军人志愿

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和报名指导。

在线下宣传方面，五里冲街道各社

区在小区公告栏、单元大厅、出入口等人

流密集处广泛悬挂主题横幅、张贴宣传

海报；设立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咨询点，

由社区工作人员及退役军人志愿者驻点

服务，发放手册、面对面解读政策、分享

军旅感悟；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宣

传资料入户宣传，重点深入18至24周岁

适龄青年家庭家中面对面动员，倾听家

长与青年心声，动态梳理更新辖区适龄

青年名册，建立潜力数据库。

同时，五里冲街道线上线下同步

开通便捷参军意向预登记通道。对登

记在册有意向的青年，社区建立专门

台账，专人负责后续联络，提供从政策

答疑、报名指导到身体初检、政考咨询

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确保意愿不

流失、服务不断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五里冲街道——

开展2025年度征兵宣传

●声明 我司以租赁形式提供给燃气经营企

业投入市场的自有产权液化气钢瓶，经贵州

省气瓶监管大数据应用平台查证，2025年6

月 1 日至 30 日，将有 59 只达到检验周期。

因各种原因仍未收回，该批次钢瓶存在安全

隐患。为确保广大用户用气安全，如发现该

类型钢瓶，请及时与我司或提供该钢瓶的经

营方联系回收，热线电话：4009901930。微

信公众号“运气来”回复“超期瓶”可查看钢

瓶编码清单。 贵州由你想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2025年6月27日

● 本 人 卓 凌 竹 （ 身 份 证 号 ：
522227199102050048）遗失贵阳恒大南明御
府 8-1-26-1 号房发票两份，发票编号
03551378、03551379，现声明作废，由此引起
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

●遗失启事 因不慎将位于花溪区甲秀南路
396号，美的国宾府B25栋7层1号，买受人
鲁圣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黔
契合字B-0214）遗失。特此声明！鲁圣涛
监护人：王茜
●黄三妹贵州溪南科建置业有限公司收据
单号8749714金额总计129679元声明作废。

●遗失：钟书军人民警察证（警号：005978，

有效期2024.08.05-2029.08.05）声明作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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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公 告

因太平哨G-2-11-3地块项目建设需要,位于大关村一组（小地名：鸡场路、万人坟）

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60日内到大关村委会办理迁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无人认领

或不办理坟墓迁移手续的按无主坟处理，我街道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观山街道 文 平 13639009547

大关村 陈祥贵 18208512201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大关村村民委员会

迁坟公告

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政府观山街道办事处
2025年6月27日

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公司拟在贵州省贵阳
市开阳县永温镇永金路231号（贵州省开阳县现代
化工园区内）实施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4万吨选矿药剂建设项目，现将《中地科（贵州）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14万吨选矿药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MDXpeAI- EELclS8- A6msNA 提 取 码 ：
n62u。纸质报告书存放于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
公司安全环保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工作生活的居民、团体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填写意见表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纸质意见提交地点为：
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联系方式：赵总
联系电话：0851-8861936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

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4万吨选矿药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中地科（贵州）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3日

阿栗村村民刘启文在果园里采摘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