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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佳 夏磊） 近年来，石阡
县坪山乡佛顶山村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深挖“六和”文化，深化“六共”机制，共建
宜居、宜游、宜业、宜商、宜学、宜养的和
美乡村。

佛顶山村坐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佛顶山脚下，森林覆盖率 90%以上。
该村依托保护区、尧上仡佬族民族文化
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面改
善人居环境，利用特色传统民居打造民
宿文旅新业态，做优做亮民宿、康养、餐
饮等名片，让村民吃上了“靠山吃山”的
旅游饭，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投资兴
业，佛顶山村花筑民宿负责人龙英就是

其中一位。
12年前，龙英从六盘水市来此，创

办了佛顶山村花筑民宿。多年来，她已
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黄水粑是佛顶山村仡佬族人的一道
传统美食，该村以“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模式建立了佛顶山村集体经济专业
合作社，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六合山
庄”大楼，整合 22家传统工艺作坊，投入
启动资金66万元定制采购黄水粑生产加
工设备，建成“黔乡姊妹”黄水粑加工厂，
于2022年7月投产运营，逐步形成了“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带动周
边群众就近就业。如今，黄水粑已成为
该村的特色产品，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
佛顶山村党支部副书记、监委会

主任李以强说：“我们黄水粑产业从2024
年10月至2025年3月共计收入112.7万
元，提供了 40余个就业岗位，发放工资
40余万元。经过 3年的发展，黄水粑加
工厂目前处于稳定提升阶段。”

佛顶山村是石阡仡佬族人的聚居
地，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都要举办“敬
雀节”活动。起初，该节日仅是仡佬族人
感恩自然、祭祀祈福的活动，如今已延伸
至文化活动周，参与者从当地人拓展为
各地各族群众。“敬雀节”也成了各族人
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于 2005
年 12 月被列为贵州省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
“今年‘敬雀节’一共举办了 3天，共

接待省内外游客11万人次，把‘六和’文
化也融入到了活动中，希望把我们仡佬
族的传统文化宣传出去、传承下去。”李
以强说。

佛顶山村曾先后获得“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集体”“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示范村寨”“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生态
文化村”“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试点村
寨”等荣誉，石阡“村播基地”“市级研学
营地”纷纷在此落户，一幅生态优美、产
业兴旺、文化繁荣、群众生活富裕的和美
乡村新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石阡坪山乡：“和”“美”共绘乡村新貌

初夏，清晨的梵净山还笼着薄雾，山
脚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五甲
村的酿酒车间已热气蒸腾。

在白酒产业园贵州省木黄酒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杨兵手持竹簸箕，
在雾气中麻利地铺撒酒糟：“蒸汽一冒头
就得盖住，这样酒香才能锁住！”

在他身旁，工友们正忙着翻动酒糟、
测酒精度。这是木黄窖酒“12987”古法
工艺的日常场景：一年周期、两次投粮、
九次蒸煮、八轮发酵、七次取酒。

“你尝尝，这可是梵净山泉水酿造的
酱香酒。”木黄酒业总经理彭江涛端起酒
杯说。这个藏在深山里的酒厂，用世界
自然遗产地的水和良好的气候微生物环
境，酿出了自己的酱香密码，酒香飘进江
苏、广东等18个省市。

印江在明清代就开始了白酒酿造，
“木黄窖”“黔五粮”“灵芝酒”在 20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曾畅销东南亚地区并

多次获奖。
木黄酒业成立于2011年，当年印江

国有平台公司与贵州一恒酒业有限公司
合作，重组为由国有平台公司控股的股
份制企业。

东莞东西部协作资金1400万元投
向厂房升级：自动化行车替代了人力搬
运，数字化管理风冷系统让酒醅发酵更
均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技术，不仅
提高了白酒生产效率，更确保了产品质
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生产车间使用循环风能，在提高热
效率、降低能耗的同时，还能减少环境污
染。”彭江涛自豪地说着优势。

如今，8000平方米车间里，出酒率提
升15%，但老师傅们仍守着簸箕上甑的
老手艺，机械与人工的默契，让百年工艺
有了新生命。

在包装车间，木黄窖1934礼聚酒瓶
上的梵净山蘑菇石剪影和“1934”格外醒

目。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木黄会
师，这一数字不仅是装饰元素，更是对历
史的铭记。

木黄酒业把红色文化酿进酒里，把
酒带到不同的场景。

在“村戏”活动现场，游客能体验古
法调酒，定制专属酒标。前不久举办的

“登山见未来”登高赛中，4000多名选手
喝上了印着自己登山编号的纪念酒。

实验室里，专家在检测酒体风味物
质。木黄酒业与江南大学、贵州大学等
高校合作成立研发实验室，开展酒体设
计、风味物质检测等研究，推动产品多
样化。

“过去靠老师傅的舌头，现在靠数据
说话。”校企合作让酒体设计更精准，满
足了消费者对白酒口感的高品质需求，
还使产品在市场销售中更具竞争力。

生产车间外，试种的小麦地里穗浪
翻滚。“先试种再带农户种，酿酒产业链

要扎根本土。”彭江涛拉过一根麦穗说。
印江全县已连续三年种植酒饲高粱

（茅台红 2号）共计近 6000亩，累计产量
近3000吨。5家酒企、175家酒坊串起产
业链。

投资 2900万元建的污水处理厂，让
酿酒废水变灌溉用水；已入驻 5家酒企
的白酒产业园，纳入省级规划。

产业园区内，投资 2 亿元的年产
2000吨优质酱酒生产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项目由上海东隆纺织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和红色木黄酒业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新建，投产后将新增 500个岗位，实现
年营业收入近1.2亿元。

“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好酱酒木黄也
有。”彭江涛目光坚定。

酒甑旁，杨兵擦把汗继续铺着酒
糟。蒸汽裹着酒香漫过窗台，与梵净山
的云海融为一体——这缕穿越百年的香
气，正酿出乡村全面振兴的醉美答卷。

木黄酿有好酱酒
刘皓胡晓梅邓钺洁阙成岱

连日来，铜仁各地组织龙舟队抓紧
训练，备战即将举行的龙舟赛。拟以一
场全民参与的龙舟盛宴，弘扬端午文化，
续写跨越千年的文化传奇。

铜仁被誉为“中国传统龙舟之乡”，
其龙舟文化可追溯至先民以竞渡纪念屈
原、祈愿风调雨顺的古老习俗。历经千
年，龙舟竞渡已从祭祀仪式蜕变为融合
体育竞技、民俗庆典与民族精神的综合
性文化符号。临近端午，锦江水面成为
焦点，多支队伍以近乎严苛的标准备
战。桨手们掌心的老茧与鼓手激越的节
奏交织，奏响胜利的序章。

在碧江区大明边城龙舟基地，烈日
下，各队正进行高强度模拟赛。灯塔街
道坳上坪青年龙舟队的训练场景尤为瞩
目，队员芦渝皓坦言：“我们从 5月14日
开始下河训练，哪怕拿不到好的名次，也
要拼进前十。再苦再累都要传承这份精
神！”另一位队员唐小峰自幼受父辈影
响，专程从浙江温州请假赶回参赛：“小

时候看父母划龙舟，心里就种下了热
爱。这次一定要为坳上坪青年队争光！”

摄影爱好者瞿鹏历年用镜头记录家
乡龙舟文化。他感慨：“每当端午，河边
的船只斗志昂扬，桨手们齐心协力，连江
水都沸腾了。铜仁人对龙舟的热情，是
骨子里团结的体现。我的照片里，每一
帧都是他们的热血与信念。”

乌江河畔，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第九
届端午节赛龙舟准备活动如火如荼进
行。午后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曾经三次
夺冠的温家坝队和去年夺冠的瓦窑坨队
正在抓紧训练。龙舟队员们伴随着激越
的鼓点，整齐划一地挥动着船桨，龙舟如
离弦之箭在江面上飞驰，溅起一层层晶
莹的水花，场面蔚为壮观。

“我们正在进行实战模拟训练，我主
要负责调整全船整齐度以及鼓点的节
奏，引导队员划桨整齐。敲鼓不仅能定
节奏，还能鼓舞士气。我们的队友每天
刻苦训练，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今年我们会再接再厉，希望取得更
好成绩。”瓦窑坨队鼓手张彪说。

据了解，沿河赛龙舟活动将于 5月
31日在乌江航段县城中心段举行，比赛
项目为龙舟逆水竞速 500米。期间还将
举行土家非遗展演、龙舟队巡游展演等
系列活动。

连日来，松桃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
赛各参赛队伍火力全开、挥桨苦练，将训
练场化作“战场”，为这场水上竞技蓄势
赋能。

“咚！咚！咚……”在九龙湖水面
上，鼓声阵阵、号子激昂。多支参赛队分
散在不同水域进行高强度训练，现场热
闹非凡。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动作整
齐划一，龙舟如离弦之箭向前冲去，在水
面上划出一道道弧线，溅起一朵朵浪花。

“每天训练虽然很累，但一想到比赛
时和大家并肩作战，就充满动力。”决基
社区白岩组女子队队员王方满头大汗，
眼神中透着坚定，“现在我们加强体能，

磨合动作和节奏，期待今年能在赛场上
划出‘决基速度’，展现我们良好的精神
面貌。”

另一边，南门社区男子队反复练习
起航、加速、冲刺等环节，教练的指挥声
与激昂的鼓声交织，队员们心领神会，默
契配合，根据鼓点的节奏及时调整划桨
频率，每一次挥臂都精准而有力。

“我们这支队伍因为热爱龙舟运动
而相聚在一起，每年都会参加县里面的
赛事。最近我们也积极投入训练，希望
今年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展现南门社
区青年风采！”南门社区男子队教练杨政
兴说。

据了解，5月31日，松桃将在九龙湖
举行 2025年传统龙舟赛，竞赛项目为男
子组、女子组500米竞速。

龙舟竞渡，不仅是民俗的延续，更是
文化自信的彰显。在这片古老的水域，
铜仁人正用汗水与团结，让千年传统焕
发新彩，桨声鼓韵中，传奇故事永续。

铜仁龙舟千年传统出新彩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浩然万文稀通讯员杨莎莎冉唯一杨雯靖陈伟

享梵净风情

品梵净山珍

桨声鼓韵 齐心竞渡

本报讯（黄石明）近日，由万山区人社局主办的零
工市场手工针线制作防尘套培训班开班，“实操教学”
的精准培训模式吸引了131名群众积极参与，经培训
制作合格后的手工品由企业按件回收，工资日结。此
次行动将助力70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为保障培训成果转化为实际收益，万山区零工市
场与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为学员制作的防尘套打
通稳定销售渠道，解决后顾之忧。培训全程配备经验
丰富的指导老师，根据学员学习进度和掌握程度，量身
定制教学方案，开展“一对一”个性化指导，确保培训的
实用性和有效性。

万山零工驿站
助力群众搭上就业快车

小厕所关系大民生，小细节体现大文明。近年来，
玉屏侗族自治县以“厕所革命”为抓手，通过完善设施、
优化服务、强化监督等方式，全面提升公厕管理水平，
让公厕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

走进舞阳广场公厕，环卫工周顺菊正仔细擦拭着洗
手台的镜面和水龙头，清理便池内外，连墙角、排水口等
卫生死角都不放过。从日常清洁到消毒除臭，从设施维
护到安全检查，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我们早上六点上
班，每天对公厕进行两次清洁并检查设施设备，给大家
提供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

在茅坪新区公厕，乳白色外墙上的“公共卫生间”
标识醒目，内部瓷砖墙面光洁如新，智能感应冲水装
置、无障碍卫生间、儿童专用洗手台等设施一应俱全。
特别设置的母婴室内，婴儿床、哺乳椅、温奶器等贴心
设备也为哺乳妈妈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便利、安全
的空间。

一座城市的“面子”和“里子”，不仅展现在高楼大
厦处，也体现在细微角落里。玉屏持续完善和优化公
厕管理制度，强化公厕精细化管理，从细微处完善提升
公厕管理水平和服务标准，切实提升市民幸福感和满
意度。

小角落藏着大文明
杨丽娜 唐丹妮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春风浩荡满目新，感恩奋进正
当时。

收官开局，枢纽之机。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亲临贵州考察，赋予我
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
州新风采”的重大时代使命。5月
15 日，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之际，市委召开三届十
一次全会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
部署，鲜明提出展现绿色铜仁现代
化建设“七个新风采”，这是在中国
式现代化这个时代背景下的风采，
是彰显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奋进状
态的风采，是凸显铜仁特色优势的
风采，为铜仁标注了历史新坐标，
擘画了发展新图景，注入了强劲新
动能。

放眼今日之铜仁，生态文明建
设在铜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
领作用，1.8 万平方公里的红色热
土，森林覆盖率达66.2％；乌江、沅
江两大水系润泽，是“中国生态好
水源集聚区”，遍布着优质的山泉
水、矿泉水、温泉水；有着地球同纬
度保存最完好原始森林的世界自
然遗产梵净山；县县有穿城秀水、
乡乡有青山绿水、村村有田园山
水。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赋予铜仁
山水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贵州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

“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为铜仁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依据、最根本的工
作遵循、最有力的行动指南。近年来，全市将生态优先
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通过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文化
培育等多维举措，实现了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建设的转
变。从单一治理到系统推进的跨越。这种引领不是简
单的环境保护，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是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重构。

奋力展现绿色铜仁山清水秀自然生态新风采，要推
动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两山转化”取得新突破；奋力展
现绿色高质高效经济生态新风采，要深化营商环境改
革，探索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奋力展现绿色铜
仁舒适宜居城镇生态新风采，要坚持城乡融合，打造兴
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的新范式；奋力展现绿色铜仁多姿
多彩文化生态新风采，要形成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融合
的新表达；奋力展现绿色铜仁和谐稳定社会生态新风
采，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奋力展现绿色铜仁
充满活力人才生态新风采，要开辟绿色人才集聚的新通
道；奋力展现绿色铜仁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新风采，要坚
持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建立基层治理新机制。

“七个新风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自然
生态是基础，经济生态是支撑，城镇生态是载体，文化
生态是灵魂，社会生态是保障，人才生态是动力，政治
生态是引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铜
仁绿色发展的有机整体。这种系统性推进的发展模
式，既避免了“单兵突进”的局限性又形成了“整体协
同”的倍增效应。

奋进新征程使命在肩，展现新风采梦想催征。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市委
三届十一次全会安排部署。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
求进、善作善成，坚持以生态文明引领高质量发展，为
奋力展现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新风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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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