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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艳琴 文/图）
为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理
念，3月5日，铜仁市红十字会、铜仁市
中心血站、万山区直机关工委和万山
区红十字会联合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万山干部职工踊跃参与，用热血
凝聚爱心，以行动传递温暖。

当天上午，天空下起了蒙蒙细
雨，不少献血者陆续来到现场，在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的耐心引导下，逐一
有序完成信息登记、检测血型、测量
血压、抽血等各项流程。现场还贴心
准备了牛奶、糕点等，供献血志愿者
及时补充体能营养，医护人员细心为
他们讲解献血后的休息、饮食等注意
事项，不时地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

活动中，既有常年坚持奉献爱心
的老熟人，也有首次参加无偿献血的
新面孔。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党员干
部，能通过无偿献血为挽救更多生命
尽一份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无偿
献血中来，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让爱的接力棒不断传递下去。

据悉，此次活动共计成功献血20
人次，累计献血总量 5600毫升，为我
市营造了良好的无偿献血氛围，弘扬
了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

热血奉献 争当新时代追“锋”人

近年来，碧江区通过搭建服务
阵地、开展走访慰问、拓展文体活
动等具体措施，不断提升离退休干
部晚年生活幸福指数，推动离退休
干部工作提质增效。

搭建“贴心”服务阵地
打造温馨家园

该区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活
动阵地建设，精心打造两处设施齐
全的活动场所。依托老干部服务
中心、离退休干部党建服务站为离
退休干部提供学习、休闲场地，配
备共享会议室、先锋室、“助夕”工

作室、乒乓球台、健身器材、台球器
材等设施，在这里，离退休干部可
以阅读书籍、挥毫泼墨、交流心
得。2024年，开展健康管理等各类
宣讲活动18场次，持续丰富离退休
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

开展“暖心”走访慰问
传递组织关怀

坚持“五必访”制度，按照领导
包保、结对联系等方式，持续开展

“五必访”“四个机制”“五进家门”等
活动，加强与老干部思想交流和情
况沟通，主动掌握老同志的思想动

态、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为他们送
去组织关怀，在“七一”、国庆、重阳、
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走访慰问离
退休干部45人次，通过与老同志拉
家常、关心询问近期生活状况，从情
绪状态、自理能力、社交支持等方
面，掌握离退休干部生活情况。动
态更新离休干部“一人一策”服务台
账，定期与离休干部及其家属沟通，
做好归纳总结，认真倾听老同志的
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拓展“用心”文体活动
丰富精神生活

积极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如文
艺演出、体育比赛、健康讲座等。
2024年举办庆祝“三八”妇女节、“银
龄齐聚庆五一·凝心聚力谱新篇”等
各类文艺汇演30余场，全区离退休
干部累计创作诗词20余首、文艺节
目 80余个、创作书画作品 23幅，展
现了老同志退休后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组织全区老干部开展乒乓球
比赛、象棋比赛、广场舞、太极单项、
健身球、持杖、秧歌等各类文体竞赛
8场，让离退休干部锻炼身体、愉悦
心情、增进友谊。

碧江“三心服务”提升离退休干部幸福指数
唐源

本报讯（龙衡） 人勤好春光，
只为一叶香。当前正值春茶管护
黄金期，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层层叠翠的茶山上，嫩绿的茶
芽在春风中吐出新绿，一旁的茶园
管护工人正忙着进行春季管护。
如今，生态茶产业已成为印江特色

农产品产业的重要支柱，为提升茶
园产量和质量，某生态茶业发展公
司拟对承租的1万亩低效成年期茶
园开展施肥改造工作，但资金不足
的问题却让企业犯了难。

在了解到融资需求后，农发行
贵州省分行主动上门，开辟绿色通

道，实时跟踪问效，高效审批贷款，
成功提供 500万元“化肥贷”，用来
提高闲置茶园的出茶率，有效助力
企业改造生态茶园。同时，茶园的
建设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有效带
动周边农户增收，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以实际行动做深做实

金融“五篇大文章”。
下一步，该行将始终秉承“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当好服务“三农”主力军，以有
力的金融举措助力茶产业发展，让
武陵茶香越飘越远。

浇一抔金融“活水”让春茶漫山溢香

玉屏箫笛用玉屏侗族自治县出产的竹
子制成，遂因此而得名。

玉屏箫笛是中国著名的传统竹管乐器，
以音色清越优美、雕刻精致而著称，它是玉
屏当地侗、汉、苗、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发展的
结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工艺价值。

玉屏箫笛，不仅是一种民族乐器，同时
也是一件工艺品，其历史悠久，驰名中外。

玉屏箫笛始创于明代末期万历年间，称
“平箫”，后称玉屏箫。玉屏箫是中国著名乐
器之一。

1913 年在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展览
会上获银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被誉
为“贵州三宝”之一。

玉屏笛据传是郑家子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以本地水竹做成笛子，音色远胜南北各
地所产的竹笛，称“玉笛”，将箫与笛配对，
称“平箫玉笛”。

近代玉屏箫笛制作的艺人最有名的为
郑氏，现在是箫笛制作的主要厂家。

箫笛厂有一陈列馆，是箫笛历史的缩
影，也是玉屏的文化珍品。其生产工艺独
特，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产品是一种极
具收藏价值的高档旅游商品。

玉屏箫笛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是传统手
工箫笛的典型代表，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它以生长在玉屏境内的一种特有的水
竹为原料，经过取材、制坯、雕刻、成品 4个
工艺流程，制作工序繁多复杂，且均采用手
工制作。

从伐竹到制成，箫制作有 24道工序，调音笛有 38道工序。
最后在箫笛表面刻以诗画，管身的古铜色彩刻上各种图案、诗
词更显得古朴典雅。

玉屏箫笛中尤以“龙凤屏箫”最受欢迎，它是雌雄成对的箫
管。雄的略粗，雌的稍细。

吹奏起来雄箫音浑厚洪亮；雌箫又音色圆润含蓄而隽
永。雌雄合奏，好似一对情侣在合唱，是那样的协调和谐，娓
娓动听。

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于2006年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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