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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乾胜） “请问，你们这里的火灾报警
控制器是谁在负责？”1月16日，德江县应急管理局在
该县一家超市，向安全员了解火灾报警控制器管理、
运行情况。

超市作为春节期间群众生活物资的主要供应场
所，人员密集，其安全风险防范尤为重要。该局专门派
出安全检查指导组，对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
检查指导。

“冷库的门关上后，你在里面能自行打开吗？应急
响铃是否能正常使用？”在另一家超市，检查指导组发
现其冷库门锁已经损坏，且门铃按钮被堆放的物品遮
挡，随即指出存在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了火灾报警控
制器、配电箱、面包烘烤室、冷冻冷藏库、安全出口及消
防设备设施等。

“目前，我们已经对县城几家大型超市进行了全面
巡查指导。春节前后，将持续开展超市等人员密集场
所安全检查，并指导他们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
节日安全稳定。”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张国民 文/图） 1月 18
日，思南县2025年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完
成录制。本次少儿春晚以“星光少年·
闪耀新春”为主题，旨在通过孩子们的
才艺展示，传递新年的喜悦与祝福，为
观众献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少儿春晚共有21个节目参加演出，
涵盖了舞蹈、声乐、朗诵、相声、体操等丰
富的表演形式，每个节目都散发出青春活
力与艺术魅力，生动展现了思南少年儿童
的创造力与自信风貌，整台晚会洋溢着热
闹活泼、欢乐喜庆的新年氛围。

“我今天来到少儿春晚感到特别荣
幸，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娃》。在这里
能跟其他优秀的伙伴学到很多的知识和
才艺，最后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
意。”何沐灵小朋友开心地说。

本次晚会录制完成后，将在春节期间
通过思南县广播电视台、明珠思南微信公
众号、思南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平台播
出，届时全县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观看到
这场属于孩子们的艺术盛宴，一同感受思
南青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新春喜悦。

思南县2025年少儿春晚录制完成

随着春节脚步日益临近，关乎市
民日常生活的“菜篮子”产品供应情况
备受关注。

近日，笔者来到碧江区和平乡龙
鱼村的大坝上，杨昌军蔬菜种植家庭
农场里，新鲜的白茶、芥蓝等蔬菜经工
人采摘打包后，陆续运往铜仁主城区
的菜市场。杨昌军说：“农场一年四季
都有各种应季蔬菜销售，目前每天要
送上千斤蔬菜进城。”

在和平乡，像这样的家庭农场和
种植大户就有15家，还有市级以上蔬
菜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5家，深加工企
业1家，自动化育苗基地1个。去年，
该乡蔬菜种植面积1.9万余亩，产量
达到3.5万吨，产值1.18亿元。

“我们乡虽然只有2万多人，但蔬

菜产业却占了全区的13%。”和平乡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毛冬勇自信地说，“若
按人均每天吃 2斤蔬菜计算，我们年
产 3.5万余吨蔬菜，大约可供城区10
万人吃一年。”

和平乡离铜仁主城区仅10余公
里，坐落在锦江重要支流的小江河畔，
全乡辖 9个行政村115个村民组，总
人口 2.1万余人。海拔较低，气候温
和，降雨充沛，土壤肥沃，有适宜蔬菜
产业发展的理想环境，该乡历来就有
种菜卖菜的传统。

2005年，和平乡开始把蔬菜作为
重要的富民产业，大力引导群众种
植。多年来，该乡坚持“扩规模、提质
量、强基础、创品牌、拓市场、增效益”
总体思路，倾力打造城区蔬菜保产保

供的“菜篮子”。
为此，该乡党委加强统筹协调，建

立推动蔬菜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采
取“农技干部+包保领导”包保基地的
方式，当好蔬菜产业发展的“服务
员”。同时还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农
技专家的作用，加强蔬菜新品种、新技
术的推广应用。

同时还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大户”发展模式，大力培育
家庭农场和大户，形成山上以油茶林
下套种南瓜、辣椒、马铃薯为主，山下
推进蔬菜基地标准化建设以反季节蔬
菜、速生蔬菜、时令蔬菜为主，并通过
产业、就业和分红等方式联农带农，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据介绍，该乡全年打造常年蔬菜

保供基地 600 亩，季节性蔬菜基地
1000亩，林下套种蔬菜 800余亩。常
年带动务工2000余人，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为解决蔬菜销售问题，我们在巩
固拓展蔬菜进超市、进学校、进农批市
场等渠道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数字农
业。”和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田爱国
说，该乡依托粤黔协作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建设，引进随处见等企业，建立
农产品集采集配中心，并依托“念乡
人”团队、周周（周莫）带动蔬菜深加工
产品销售，打通产销信息共享渠道。

此外，和平乡还不断推进蔬菜产
业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让产业增
效，进一步促进群众增收。“聂大姐”
酸豇豆就是该乡蔬菜产业的一张响
亮名片。

10年前，和平乡和平社区村民聂
淑珍，尝试把自家种植的豇豆加工成
酸豇豆，一经推出就备受顾客青睐。
此后在政策扶持下，从小作坊迅速成
长为大企业，和平乡小小的酸豇豆逐
渐成为大产业，销往全国各地。

在做强“聂大姐”品牌的同时，和
平乡还以华以农业为龙头，积极推进

“三品一标”认证，带动农户资源共享，
抱团发展，打造“和平蔬菜”品牌。

去年，该乡累计投入 480万元建
设温室大棚、单体大棚等基础设施建
设，争取资金 30万元对12个蔬菜种
植的家庭农场进行扶持。并支持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一批田头仓储
保鲜、分拣包装、产后初加工等设施，
提升蔬菜就地处理能力。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和平乡
党委书记张妮娅表示，“我们因地制宜
打造高质量的‘菜篮子’，不仅确保了
城区蔬菜稳产保供，也为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实现强村富民目标提供了有
力支撑。”

本报讯（杨小友） 春节临近，位
于碧江万丰产业园的贵州创融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蛋卷食品厂一派
繁忙，智能生产线有条不紊运行，开
足马力赶订单。

“年初，我们接到 30万元蛋卷订
单，实现‘开门红’，现在每天满负荷
生产，日产量 600箱，力争全部按时
交货。”看着不停运行的生产线和忙
碌的工人，贵州创融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江勇无比
自豪。

在生产车间，随着智能化生产线
运转，工人分工明确，动作娴熟，经面
团制作、蛋液混合、烘焙、蛋卷成型、
包装等一系列工序，空心酥脆的蛋卷

生产下线，准备运往东莞、铜仁订购
商手中。

作为碧江区供销合作社参股的
供应链企业，贵州创融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2021年成立后，就主动走出
去，借力东西部协作契机，打通广东
东莞等地市场，将铜仁市农特产品销
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 9月，该公司
转型升级，启动蛋卷食品厂建设，经
过近 3个月紧锣密鼓施工，智能化生
产线安装调试后，1月 2日，蛋卷食品
厂正式投产。

“蛋卷食品厂可谓是广东技术、
市场和铜仁原材料的完美结合。”卢
江勇说，我们通过引进广东智能生产
设备，立足广东和铜仁市场，依托碧

江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资源，
不断创新，生产原味、香葱味和抹茶
味三款蛋卷产品，抹茶味和原味最具
特色，深受消费者喜爱。

蛋卷精心选材，贵州创融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蛋卷食品厂所用鸡
蛋采用铜仁红心鸡蛋，抹茶味原材料
选用当地欧盟标准抹茶，生产出来的
蛋卷品质高、味道美。

好产品，市场俏。该公司线上线
下齐头并进，线上“832平台”、美团、
抖音、拼多多等平台同时呈现，产品

“云”上销，线下立足东莞和铜仁市
场，以订单、代理等推动产品销售。

线上线下闯新路，产品刚生产出
来，线下客商订购电话不断，市场供

不应求，畅销广东、北京、江苏、湖南、
贵阳、铜仁等地。

在该公司展销中心，独具包装特
色的蛋卷礼包摆放在入口显眼处，市
民争相品尝选购。

“口感酥脆细腻，带有浓浓的抹
茶香。”市民黄丽华品尝抹茶味蛋卷
后，意犹未尽，果断下单购买两盒。

市场火热，发展劲头足。今年，
蛋卷食品厂预计年产量28万斤，预计
年产值8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在做好做优蛋卷
生产基础上，研发新产品，生产月饼、
糕点，不断丰富产品类型，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卢江勇说。

杨聪 文/图

铜仁蛋卷走俏东莞市场

本报讯（石乔清） 连日来，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组织医疗专家与各乡镇卫生院、村医组成医疗服务
队开展“关爱返乡农民工义诊温暖送心中”活动，让广大
返乡农民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关爱，为他们提供温馨
的健康服务。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前来义诊的群众量血压、测
血糖等，并根据检测结果提供健康指导，开出有针对性
的良方。此次义诊活动共接待义诊群众2000余人次，免
费量血压2000余人次、测血糖1000余人次，发放健康知
识宣传册2000余份。

朱砂古镇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山
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
小镇，景区内拥有丰富的采矿遗迹和
汞工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科研
价值和工业历史文化，让朱砂古镇成
为游客旅游、研学的首选。

“看，这红色的就是朱砂，一般都
长在青石头和白石头的夹缝里，这儿
就有一些，大家看到了吗？”在朱砂古
镇岩鹰窝景点，一场“干货满满”的地
质课正在进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
来自万山区民族中学的学生们正观
察着岩壁上的朱砂原石晶体，深刻感
受着自然演变的奇妙。古时的岩鹰
窝地势险峻，是古人发现朱砂露头的
位置，在之后的 2000年间，人们顺着
矿脉凿硐采砂，在地下开凿了长达
970公里的采矿坑道。

据了解，本次研学活动将课堂带
入工业文化遗产中，带领学生重走宏
伟瑰丽的“地下长城”，穿梭于光怪陆
离的采矿坑道，近距离欣赏令人惊叹
的采矿遗留，倾听这片土地上曾经发
生的传奇采矿故事。让学生在历史
实地中感受书本上没有记载的工业
文化美学，加深他们对于前人汞矿开
采艰辛的了解和感悟。

“以前我也来过这儿，但都没真
正去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这次研学
让我重新认识了朱砂采矿遗址。”学
生饶婷婷感慨万分，直言采矿工人的
艰辛与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每个人
铭记学习。

随后，同学们来到万山汞矿工
业遗产博物馆，这里是保护和传承
工业文明的重要场所。在机械文
物展厅里，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机械
展品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卷板
机、普通车床、精密车床等机械文
物诉说着万山汞矿开采技术的变
迁发展，承载着万山数代采矿人的
奋斗精神。

从珍贵的文献资料到造型千姿
百态的朱砂原石，馆内共保存有4000
件工业展品。在这里，学生与展品进
行跨时空交流，强化对于万山采矿文
化的认同感，成为万山拼搏精神的传
承者和践行者。

“看到先辈们开采朱砂用的那些
简陋工具，我特别震撼，难以想象他们
就是用这些简单器具，挖出大量矿石，
开拓出那么大规模的矿洞。”学生张美
云由衷赞叹，被历代矿工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精神深深
打动。

朱砂古镇拥有丰厚的工业遗产资源，内部的汞矿遗
址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表面积达到 2.5
平方公里，遗址采掘面积约3.2万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
大、历史最悠久的重要汞矿遗址，遗址内保存有各类冶
炼汞矿的遗迹遗物，是研究中国汞矿史不可多得的历史
遗迹。

“在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与资源活化利用方面，我们
持续发力，推出研学、文创等多元产品。2024年以来，朱
砂古镇已接待研学游客超 2万人次。”景区讲解员杨明
月介绍道。

近年来，朱砂古镇聚焦工业遗产资源，通过深入挖
掘朱砂开采历史文化，借助矿山遗址、老旧建筑、朱砂开
采、采矿坑道等时代元素，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昔日悠久
的工业文化底蕴，不断丰富新兴旅游业态，全力推进当
地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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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爱心义诊”
守护返乡民工健康

德江开展
人员密集场所安全检查

本报讯（毛林峰） 1月 18日腊
月十九一大早，新建成的碧江区正光
街道正光社区集市人头攒动，商户叫
卖声不绝于耳，碧江区的志愿者们忙
着为群众做各种志愿服务、进行义诊
的医护人员忙着为老百姓送健康。

正光社区居民饶艳霞与卢大香，
既是商户也是赶集的群众。她们对
于集市开集，内心很是激动，更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今天是我们正光集市第一次赶

场，我带着我姑娘来买一些东西，年
底了需要备的年货还有很多。集市
的货物很齐全，有小朋友喜欢的灯
笼、玩具，还有家居用的窗帘以及各
种年货。希望集市以后天天都这样
热闹，让我们在正光的生活越来越
好。”从松桃苗族自治县石梁乡搬迁
到碧江区正光街道正光社区的居民
饶艳霞兴奋地说。

作为正光社区集市的运营公司
——贵州商盟有限公司在开集前期积

极与办事处、社区对接开集具体细节，
把个体商户邀请到现场，促使当天的
开集热闹非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正光社区集市是我们湖南商会
与正光社区联合主办成立的第一个社
区集市，今天开始试营业。涵盖的产
业有花卉、宠物、牛肉、零食、餐饮以及
生鲜百货、日杂日用品等。我们的宗
旨就是以后在铜仁城区打造更多这样
的社区，让市民就近就能买到更多物
美价廉的商品，为大家的生活提供更

多的便利。”铜仁市湖南商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悉，正光社区集市汇集农贸商
户、百货商户等大型商户 28个，小商
户临时摊位300余个。当天，共吸引3
万市民参加赶集活动。此外，现场还
开展了送春联、义诊、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共送出春联
200余副，义诊人数 400人次，发放宣
传单500余份。

碧江正光社区：居民家门口“赶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