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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将所学知识

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各村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

遵义市余庆县红渡村党支部书记江
伟积极盘活红色资源，结合红色美丽村
庄建设，发展红色旅游，建立电商助农直
播间，帮助村集体经济年创收 200万元，
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6万元。

黔东南州岑巩县塔山村返乡创业大
学生、村党支部书记郑培坤带头成立塔
山村职业农民培训中心，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发展家庭农场37个，年均产值7000
余万元，村集体经济积累超过700万元。

近年来，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奋战乡村全面振
兴一线，越来越多的村庄正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

助力红色旅游出圈
“我仿佛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共同

经历了那段艰辛的岁月。”两个月前，上
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人培训班在
贵州“红飘带”（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
馆）开展情景教学活动，上海交通大学钱
学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张勇感慨颇深。

自 2023年10月 22日启动试运营以
来，“红飘带”人气高涨，合计演出超8300
场，接待省内外入园游客100万人次、观
演游客近 80万人次，先后荣获国内权威
机构颁发的10余个奖项。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
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在传承红色基因的
道路上，我省持续打造提升红色文化产
品品牌，推动红色景点串点成线，持续深
化“重走长征路”等红色研学活动，不断
丰富红色文化旅游体验。

遵义市打造“小小红色宣讲员”红色

德育品牌，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所承载的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头故事，不断提
炼和阐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伟
大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安顺市发挥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田
园乡村和生态资源优势，依托“红色+绿
色”“红色+乡村”“红色+研学”“红色+
科技”等旅游新业态，培育壮大特色旅游
产业。

黔西南州把红色资源作为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筑牢初心使命、夯实理想
信念的现实教材，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
重温革命历史等活动，增强党员干部党
性修养，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我省将
推出20条红色旅游线路，持续挖掘、利用

“红色富矿”，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科
技、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手记】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

需要我们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以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的决心，苦干实干加油
干，踏出奋进新时代的铿锵步伐。

踔厉奋发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我
们用好红色资源，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塑
造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在践行初心使
命中展现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努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
多彩贵州新未来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
跑，我们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报讯（记者 田艳琴 唐宇尘 实习生 杨艺） 1月
10日，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市互联网发展协会承办，市
融媒体中心、各区、县、自治县党委网信办协办的贵州
山居冬游记暨“绿色发展看铜仁”网络主题宣传优秀
作品现场分享会在碧江区举行。

分享会上，市委网信办通报了 2024年网络宣传
工作情况。市、区县融媒体中心分别就“贵州山居冬
游记”网上宣传工作推进情况、如何落实《铜仁市加
快网络人士队伍建设和促进直播经济发展的十八条
措施》及工作成效情况进行发言。10名优秀网络作
品创作者从策划选题、拍摄过程、视频制作、传播效
果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分享。市网络（数据）安全支
撑单位（企业）代表就网络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进行
了发言。

市融媒体中心创作的《“大山”不会忘记系列短
视频》，以梵净山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通过五个篇
章深入展现生态保护的意义和重要性。创作团队克
服复杂地形和艰苦的拍摄条件，精心挑选画面、设计
旁白和音乐，通过内部审看、专家和观众反馈不断优
化作品，旨在唤起更多人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和行动。

黔东鬼才团创作的原创歌曲《不敢带你回贵州》
及其他作品在抖音上获得6亿次的曝光，受到多家官
方媒体的支持和推广。这个由五位热爱音乐的年轻
人组成的团队，通过发布具有贵州特色的山歌作品，
向广大网友展示贵州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贵州旅游观光。

专家评委及大众评审对分享作品进行现场打
分，经过角逐，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3名、三等
奖6名，来自贵州念乡人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作
品《傩面具》荣获一等奖。现场还举行了 2024年度

“十佳网络账号”、铜仁市网络（数据）安全应急技术
支撑队伍授牌和2024年下半年优秀网络作品颁奖。

“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有时候可能看到有的人
突然就爆火了，其实这并不是偶然，是因为他们做了
长期的准备和偶然性挖掘，从而引起受众共鸣。”贵
州念乡人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志林说。

2024年以来，铜仁市委网信办紧扣中心大局，坚
持守正创新，强化“新媒体开路”融媒体传播打法，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贵州山居、绿色发展看铜仁等
主题为重点，加强议题设置和专题策划，推出了一系
列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故事反映大时代的原创网
络作品，在网上营造了热烈氛围和强劲传播声势，生
动展现了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图景。

我市举行网络
主题宣传优秀
作品现场分享会 临近春节，1月7日至1月26日，由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明办、农工党铜
仁市委、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市民政局、
市机关事务中心、市共青团、市残联、市
文联联合主办，市残疾人书画协会、市
书法家协会等多家单位举办的铜仁市

“乡园书画室·迎新春送祝福”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将持续举行。志
愿者们将前往铜仁各区县开展活动，让
更多市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新
春的温暖。

本次活动的第一站在碧江区逸群
小学启动，吸引了 50名书法志愿者踊
跃参与。

当天，50名市区书法家和志愿者与
学生齐聚一堂，书法志愿者们笔走龙
蛇，行书、楷书、隶书等多种字体各展风
采，学生们也毫不逊色，在书法家的指
导下，认真地书写着，稚嫩却充满力量
的笔触饱含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得
围观者阵阵赞叹。

市残疾人书画协会会长黄毅表示，
协会接下来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到全市
各区县开展“迎新春送祝福”活动，走进
乡村、社区、街道和广场，将写满祝福的
春联和福字送到市民手中，传播中华
文化。

活动的第二站在沿河中界镇，市残
疾人书画协会、市“乡园书画室·迎新春
送祝福”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以
及沿河文联书法爱好者们为该镇群众

免费书写春联，送新春祝福。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从

“花好月圆”到“国泰民安”，从“家兴人
兴万事兴”到“福旺财旺运气旺”，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春联承载着满满的祝

福。为方便群众挑选到心仪的春联，书
法家们不仅提前备好对联词本，供大家
选择，也可根据群众需求来书写春联
内容。

同时，市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市丰晟畜禽产业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铜仁残疾人书画协会等还向中界镇
捐赠3万余元的爱心物资。

迎新春送祝福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石阡县年货
市场逐渐升温，市民们穿梭在商铺和菜
场之间，挑选着心仪的年货，购销两旺
的氛围让人感受到浓浓年味和节日将
至的“烟火气”。

一大早，石阡县农贸市场早已人头
攒动、烟火升腾。在老百姓的年货清单
里，美味佳肴必不可少，鸡鸭鱼肉更是

新年餐桌上不能缺的。猪肉铺老板席
运强告诉笔者，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肉
价相对稳定，肉类供应充足，他平均每
天可销售两头猪。

“这段时间销量比前段时间好得
多，因为老百姓都要炕腊肉，每斤猪肉
14元至15元之间。”席运强说。

近日，水果市场也已迎来了“春节

旺销模式”，选购水果的市民络绎不绝，
苹果、甘蔗、橙子等一些寓意较好的水
果备受市民青睐，水果商们都提前备足
货物，满足市场需求。

水果商赵秀波说：“桂圆、苹果是春
节期间比较好卖的，跟贵阳的供货商都
联系好了，保证春节期间货源充足。”

在各大超市，瓜果蔬菜、粮油米面

等商品供应充足，干果、饮料、营养品等
年货区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蔬菜、水
果都很新鲜，所有商品明码标价，市民
纷纷驻足选购。

目前，石阡年货市场购销两旺，呈
现出一片红火热闹的景象，“菜篮子”

“果盘子”价格平稳、市场井然有序。”

赶大集 备年货
魏敬松吕小清

进入腊月，我市乡村开始“杀年
猪”，招呼亲戚朋友吃上一餐刨汤肉，欢
欢喜喜迎接新年的到来。

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村民何孝保
邀请了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将自己家喂
的猪进行宰杀，烧水、煮肉、吃团圆饭，
场面十分热闹。

房檐炊烟袅袅，灶台阵阵菜香。经
过一阵翻炒，鲜嫩可口的白菜猪血汤、
回锅肉、炒肉丝、红烧肥肠、排骨萝卜汤

纷纷出锅。邻居们围坐在一起，品尝刨
汤宴，共话邻里情。

何孝保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庆
祝一年的丰收和喜悦，也加强了相互之
间的情谊。”

杀年猪、吃刨汤是当地村民迎接新
年的传统习俗。

“一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杀年猪、吃
刨汤，氛围热闹，充满着烟火气，喜气洋
洋的。”村民邹雨芬说。

玉屏侗族自治县群众同样也有杀
猪过年的习俗。在该县皂角坪街道枹
木垅村，每年腊月期间，杀猪师傅和村
民们一起把猪从圈舍里赶上车，运送到
广场进行集中宰杀。杀完猪后，刚切下
的猪肉就被送往厨房，新鲜的猪肉、猪
肝、猪排、猪血等烩成一锅，就是一桌丰
盛美味的“刨汤饭”。

圆形木桌摆满院落，村民们唠着家
常农事，杯觥交错间，暖了胃，更暖了乡

情。吃过刨汤后，村民们再次分工协
作，将余下的猪肉进行分割、腌制、熏
烤，制作成侗乡独特年货腊肉、香肠等。

枹木垅村村委会副主任龙仕成说：
“我们腌腊肉的原料只有猪肉、花椒、白
酒和食盐，用的柴火都是麻栗柴和青冈
木，制作出来的腊肉肥而不腻。”

吃刨汤 话乡情
黎福慧宋丽萍文政松殷瑜禧杨坤

牢记初心使命 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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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丹妮) 隆冬低温天气给户外工作者
尤其是环卫工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一个个户
外工作者驿站就成了温暖他们的港湾。

位于玉屏侗族自治县街心花园的户外工作者驿
站，饮水机、空调、急救药箱及手机充电线等设施齐
全，几名户外劳动者正享受着冬日的温暖，其乐融融
地休憩交谈。

环卫工人姚茂菊说：“我们工作结束了就可以来
驿站喝杯热水、取取暖，休息一下。”在雨雪交加的
日子里，户外工作者驿站如同冬日里的“爱心港湾”，
温暖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心。

玉屏“爱心港湾”
暖身又暖心

（上接1版）
现如今，思南县红薯产业从红薯收购、淀粉加

工、产品成型、附属产业配套到销售再到物流配送，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闭环，正逐步向规模化、集
群化发展。

“目前我们新建的方便粉饼生产线已经安装调
试完毕，于不久前投产，解决了原有生产线不能满足
生产需求的问题。”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双
塘分公司生产部班长田杰说。

在距离红薯产业园3公里外，总投资2.75亿元的
贵州益兴淀粉加工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的红薯收购
季正式投产，该公司是思南县红薯产业链延伸的重
要一环，在为思南红薯品牌“陈薯”酸辣粉产业就近
解决原材料供给的同时，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我们公司主要收购德江、印江、石阡、松桃等县
还有思南双塘周边的‘商薯19’鲜红薯订单，年收购
量在15万吨左右，淀粉产量在 3万吨左右。”贵州益
兴淀粉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斌介绍，公司带动了
周边100余人就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思南
县因地制宜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以红薯产业为
示范，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引领全县种植红薯超10
万亩，带动5万群众持续增收。辐射带动周边区县红
薯产业发展，建立了以思南县为核心、周边 6个区县
为支撑的“双高”红薯基地10万亩，全市鲜薯产量达
20万吨以上，2024年综合产值超7亿元。

“2024年，我们研发的双高红薯薯种‘陈薯1号’
试种成功，引进的智能包装厂已投产，调料包厂也蓄
势待发，正式投产以后，将进一步推动红薯产业向生
产标准化、销售品牌化、产业循环化方向发展，有效
促进红薯产业提质增效，实现集体经济壮大、农户持
续增收的目标。”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羽琴介绍。

小红薯 大产业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本报讯（记者 杨铜琴）连日来，我市
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电影院
观看电影《浴血困牛山》，追溯红色记忆，
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凝聚磅礴
力量，立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浴血困牛山》讲述了长征期间，红
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指战员转战湘桂
黔边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五十二团
800多人主动诱敌，将敌人牵制在铜仁石
阡困牛山浴血奋战，最终为保护老百姓
宁死不屈、集体跳崖的感人故事。影片
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对战斗的场景和
感人故事进行影像再现，生动地诠释了

“信仰至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吸引

了大量观众，特别是党员干部、学生和红
色文化爱好者的关注。

作为首部展现铜仁长征文化的电
影，该片在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长征精
神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观众也对电影
《浴血困牛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影
片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历史场景，还深刻
揭示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
神。许多观众表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
样，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
作中。

石阡县困牛山村是一个位于武陵山
深处的少数民族村落，多年来，困牛山红

军战士集体跳崖的故事在这里传颂，红
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
的崇高精神在这里传承。电影《浴血困
牛山》一经上映，便在这里引发了热烈反
响，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鞠
华国表示，将大力弘扬困牛山精神，以红
色赋能奋进新征程，以党建引领建功新
时代，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全力描绘好红色美丽乡村新画卷。

“我们向其他人讲述父辈的英勇事
迹都是通过口述或者实物，书籍，这部电
影通过用画面来陈述还原困牛山战斗，
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激烈场景，更能感受
到当时红军战士绝对忠诚、信念坚定，勇

于牺牲、赤诚为民的崇高精神。”红军后
代陈德昌说，作为红军后代，为他们的这
种精神感到自豪，也想告诉他们，今天的
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强大，大家的日子越
来越好，未来，我们也会更好，请他们
放心。

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的上演，其
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影院，去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汲取奋进力量。据猫眼专业版 APP数据
统计，截至2025年1月8日，电影《浴血困
牛山》在铜仁的累计票房已达到40万。

《浴血困牛山》持续热映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申逸恺通讯员崔磊张洪全杨莎莎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