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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元旭） 近日，碧江区司法局组织
“法治副校长”到辖区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以“法护成
长”为主题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前为精准掌握不同学校的法治教育需求，“法
治副校长”们均提前与学校对接，并结合不同年龄段学
生特点设计课程内容，实行分类施策，创新普法方式，切
实提升普法实效，为不同学段学生送上“量身定制”的法
治课堂。

本次活动在15所学校举行，开展法治讲座15场次，
发放普法资料 3000余份，惠及师生1500余人次。下一
步，碧江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
探索“家长法治课堂”“校园法治文化节”等形式，推动形
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法治教育格局，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本报讯（田勇） 4月 3日，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市人社局举办了养老护理职业
技能培训班，深化政校企合作，为社会培养一批用得上、
留得住、干得好的养老护理员。

开班之初，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就积极寻找岗位100
余个，探索“培训+招聘”的一体化模式，从思想上提高大
家对养老行业的认知。通过岗位定制，明确培训期间的
学习目标。从行业参观、企业观摩中让大家有机会面对
面地交流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情况。培训
会上，招聘企业为学员们介绍企业的发展情况、招聘岗
位要求、薪资福利以及职业发展路径，让学员们对养老
服务机构的运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此次培训活动为学员们提供了直接与企业对接的
机会。实现“结业即就业”精准对接，31人达成了就业意
向，不仅解决了学员们的就业之忧，为铜仁市银发经济
注入专业人才。

养老护理学员“结业即就业”

院校+部门

碧江法治宣传进校园
护航青春助成长

“只要与时俱进，有创新思维，我们
的砂陶制作技艺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在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朗溪镇坪阳村荥家湾陶器厂，当
笔者问起，在工艺发达的新时代是否担
心砂陶制作这项老手艺会失传时，贵州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荥家湾砂陶制作第七
代传承人刘祖民坚定地说道。

砂陶制作又俗称窑罐制作，共有取
土、碾泥、沉淀、制坯、晾坯、施釉、装窑、
烧窑等 20多道工序，据考证最早诞生于
三皇五帝时期，距今已有 5000多年的历
史。而经过长期的传承演变，荥家湾砂
陶制作技艺兼具了实用性与艺术性。

刘祖民的祖先自清朝嘉庆年间从湖
南辰溪搬迁到印江朗溪镇坪阳村定居
后，便从事窑罐制作从未间断，其制作的

陶制品美观实用，远近闻名，如今传到刘
祖民的儿子是第八代。2015年，荥家湾
砂陶制作技艺更是被列入贵州省第四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艺，制作的是
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土碗、盐罐、水缸、
泡菜坛子等陶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
场的变化，现在主要是制作酒罐、饭甑、
蒸鸡罐等新器。”站在自家琳琅满目的产
品展示架前，65岁的刘祖民讲述着近年
来陶器制作的变迁。

其中蒸鸡罐是刘祖民众多创新产品
之一，它是一种专门用来蒸鸡的陶器，底
层放入加水的锅中，罐内分布着 4道蒸
气孔，在加热的过程中水蒸气通过气孔
不断聚集到罐内的鲜鸡身上，待蒸上 4
个小时后揭开罐盖，色香味俱全，这样蒸

出来的鸡肉既滋补又美味。蒸鸡罐一经
上市便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供不
应求。

“小的卖 240元一个，大的卖 340元
一个，上一批烧制的都已经卖完了，只剩
下这两个小的展品了，我烧制的产品都
不愁卖，因为我走的是差异化发展的路
子，纯手工制作，卖的跟网上那些陶罐样
式不一样，都是我自己独家创新构思制
作出来，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感，虽然量
不大，但是卖得起价利润高。”刘祖民介
绍着他的生产经营秘诀，那就是要创新，
要紧跟新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

如今荥家湾陶器厂每年销售量稳定
在1.5万件以上，年利润超十万元。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非
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留下的

灿烂瑰宝，是凝聚先辈智慧与卓越价值
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因为独具匠心，制陶技艺高超，刘祖
民还被授予了市级工匠的称号。2024年
他制作的长寿油灯、双耳酒罐、花罐等 6
件陶器被贵州民族博物馆收藏。他还成
了印江中学、印江朗溪中学等学校的砂
陶制作特色社团课的客座讲师。他的陶
器厂也成为了多家学校的研学基地，时
常有学生或陶器爱好者慕名前来实地制
作体验，这项古老的制陶技艺在新时代
散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和魅力。

近 60年的制陶经验，被刘祖民老人
概括为“造型在脑中、出型在手中、色彩
在釉中、成败在窑中”的二十字口诀。

省级非遗传承人刘祖民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
冯芳芳

随着气温渐暖，江口县怒溪镇骆象
村 7200余亩茶园吐露出嫩绿的新芽，茶
农们抢抓农时，趁着大好春光采摘今年
的第一批春茶，供应市场。

一芽一叶一抹香，一人一篓采茶
忙。走进怒溪镇骆象村坪所沙地茶叶基
地，放眼望去，茶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一垄垄整齐的茶树绿意盎然，焕发出勃
勃生机。茶农们头戴草编帽，腰挎小竹
篓，穿梭在茶垄间，双手在茶尖上下翻
飞，一捏一提，动作熟练地将一片片清香
的茶叶放入竹篓中。

“我这个茶叶基地占地180多亩，以
龙井茶为主。春茶从 3月 25日开始采

摘，采茶工人有 80人左右，一天产量大
概 200多公斤。目前，明前茶产量 2000
多公斤。”骆象村茶叶大户坪所沙地茶叶
基地负责人杨光辉说。

好山育好茶，怒溪镇骆象村地处梵净
山丘陵地带，森林覆盖面积 65%，光照充
足，气候温润，坡地资源丰富，具备得天独

厚的高山茶叶种植条件。今年春茶采摘
期间，骆象村采摘鲜叶预计 720吨，制成
成品茶36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

江口县怒溪镇骆象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阙从汗介绍，该村茶产业的地理
优势是高海拔、低纬度且寡日照的区域，
非常适宜茶叶种植；品种优势有小叶福
鼎、龙井 43等品种，它们的氨基酸含量
极高；村里有 5家茶叶加工厂，形成了多
元化的生产模式。

近年来，该村通过“公司+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大力发展
茶产业，引进茶叶种植技术与现代化加
工工艺，建设规模化高品质茶叶基地，打
造生态茶全产业链，组织农户参与茶叶
种植、采摘、初加工、销售等各环节，有效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动力。

“我们与贵茶集团合作，负责生产抹
茶的前端产品——碾茶。另外，我们还
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产品发往浙江，目
前，今年已接到了10万公斤的订单，茶
农们在销售方面没有后顾之忧。”“江口
县怒溪镇骆象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阙
从汗说。

每至采茶季，漫山遍野都是茶农们
忙碌的身影，茶产业的蓬勃之势为骆象
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每年茶产业
带动就业 7000余人次，带动农户户均增
收4500元。下一步，该村将对 90％的茶
园进行提质增效的管护，降低茶企、茶
农的生产成本，带领全村村民走上致富
之路。

江口骆象村

春茶采摘忙漫山新绿酿“金叶”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龙吟 姚元旭 实习生 蒲雨杉

本报讯(张帆) 近日，德江县举办第五届“关爱明
天 普法先行”青少年法律知识抢答赛，来自该县28所中
学的84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内容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比
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各参赛队伍通过抽签随机
分组，依次进行个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最终，经
过激烈角逐，评选出了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
名及组织奖 5名，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
金。通过比赛进一步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增强青少年
法治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德江举办青少年
法律知识抢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