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印迹·村史村事

本报讯（记者 田艳琴） 当前，铜仁
进入主汛期，多地出现大雨、暴雨天气，
为全市防汛救灾工作带来挑战。为应对
持续强降雨天气带来的隐患风险，我市
于 5月 27日12时迅速启动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组织人员下沉防汛一线，全力筑
牢防汛“安全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市委、市政府及时召开全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对全市防汛减灾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按照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要求，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积极稳
妥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连日来，我市从
抓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充实物资储备
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打好防汛“主动
仗”，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千方
百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天气，我市
气象部门加强值班值守，严密监测天气
变化，及时准确发布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确保第一时间将精准气象信息传递到各
级各部门，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
道防线作用。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供电局等部门密切协作沟
通，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情况，迅速采取针
对性应对措施，打好防汛“主动仗”。

市应急管理局围绕防汛责任落实、
隐患排查、预案修编等工作提前进行全
面部署，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区域，开
展汛前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完
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并对各区县防汛
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全面清点补充防汛
物资装备，加强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修订
完善，指导开展各类防汛防灾应急演练
和宣传培训，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碧江区应急管理局积极完善、充实
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储备防洪编织袋、
帐篷、折叠床、雨衣等 45 种物资共计
35538件。万山区应急管理局储备18类
1.6万余件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并建立乡
镇物资需求清单和快速调拨机制，确保
救生衣、抽水泵等关键物资 2小时内可
送达一线。思南县应急部门以集中储备
与分散储备相结合，加大防汛物资储备
力度，明确专人负责管理、养护，确保物
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为防汛
抢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资支撑。

防汛工作只有做到预警在前，织密
“保障网”，才能让防汛更有主动权，让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更有保障。面对汛情
时，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更是把确保人民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与时间赛跑，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因强降雨天气，碧江区部分区域出
现地质灾害隐患。碧江区各乡镇持续开
展汛情分析研判、值班值守、隐患排查、
避险转移等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度汛“安
全网”。5月 27日，碧江区锦江街道、川
硐街道、坝黄镇、和平乡等乡镇（街道）党
员干部下沉到各村，对辖区山洪灾害危
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斜坡等重点
区域进行实地排查，对在家的留守未成
年人、残疾人、独居老人等重点人员进行
摸排，安全转移群众317户787人，并进
行妥善安置。

万山区 24名县级领导干部全部下
沉驻点到11个乡镇（街道），靠前指挥防
汛工作。全区 1190 名乡村干部到村
（居）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巡查、人员转移
等工作，于 27 日当晚 10 点妥善安置

1084名群众。该区应急管理局、民政
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全体动员，全力
做好抢险救灾应急物资保障和准备工
作，连夜向各乡镇（街道）发放雨衣、雨
鞋、抽水泵、沙袋、铁铲等物资共计 8类
1100件，为应急抢险、救灾救助提供物
资保障。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应急
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市水文水资
源局针对性开展极端情况下的应急监测
实战演练，深刻汲取近期各类灾害事故
教训，切实做好汛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
作。万山区茶店街道把防汛救灾应急演
练纳入常态化工作体系，加强实战化演
练，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全力织密
地质灾害防控网。贵州水投水库运营管
理玉屏有限公司多次开展应急演练，强
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细做实各项
防汛工作，不断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

铜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
迎难而上，用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用责任与担当筑牢了防汛安全屏障。

铜仁：下好备汛“先手棋”打好防汛“主动仗”

马福云村位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
渠镇西南部，2018年入选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这个藏于武陵山脉，刻于
时光深处的土家村寨，以其独特的自然
风貌和人文底蕴，正焕发新的生机。

据村中老人们讲述，相传清朝时期
一匹“神马”降落于该村，化作了村寨两
边的像马的石山，就赋予了村落名字的
由来马福云村。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故
事，至今仍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
成为马福云村独特的文化符号。

踏入马福云村，站在该村后山之上，
依山而建的房子，盘旋而上的公路，群山
环抱，绿树成荫尽收眼底，俨然是一个深
山的“大闺秀”。这里地处北中山峡谷区
东部、大娄山脉东南侧边缘，四周群山环
绕，中间地势低洼，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孕
育出了奇峰罗列、溶洞暗藏、暗河涌动的

奇妙景观。村庄被茂密葱郁的植被所覆
盖，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仿佛为村庄撑起
了一把把绿色的巨伞。一条清澈的沟渠
呈“S”字形蜿蜒穿过山脚的基本农田，潺
潺流水声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
章。村里的民居多为“一”字形和“7”字
形布局，错落有致地镶嵌在靠山体起坡
处。红板壁、白窗门、黑柱头的青瓦木质
民房与周边的青山绿水相互映衬，和谐
自然，宛如一幅古朴典雅的水墨画。漫
步在村里，纵横交错的巷道、清一色的青
石黛瓦民宅、石头围成的独立小院，再加
上翠竹的点缀，处处透着宁静与祥和。

“村里实施了传统村落项目，房子更
安全也更美观了，我们住着很幸福。”马
福云村村民肖登太说。

近年来，该县在马福云村老房屋修
缮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组织专业团队

对老房屋进行勘察、设计和修缮。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老房
屋的原始风貌和建筑特色。修复破损墙
体、屋顶，对结构加固，更换腐朽构件，完
善排水、通风等基础设施。承载着村民
乡愁记忆的老房屋，修缮后重新焕发生
机，成为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我们村多次召开群众会和村民代
表会，宣传传统村落保护政策，出台的保
护措施已纳入《村规民约》。同时在基础
设施上下功夫，对村里的道路进行修缮，
路边增设照明设施，在保留古朴特色的
同时，提升居住生活品质。”马福云村党
支部书记肖忠怀说。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马福云村实现
了组组通硬化路，连户路硬化率达
100%，移动、电信信号和4G网络全覆盖，
保障了村民的出行和通信便利。建设了

集中式安全人饮供水点，完成农电网改
造，村民已用上安全卫生的自来水和稳
定的电力。农民文化综合广场、村卫生
室、村级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的生
活质量。

“我们将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目
标，整合生态文化资源，打造马福云特色
品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思渠镇马福
云村驻村第一书记陈胜说。

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和谐共生。马福
云村的实践表明，保护好传统村落的文
化根脉，才能让乡村振兴更有底蕴、更具
特色。这个古老的村落，正以其独特魅
力，书写着新时代的乡村发展故事。

沿河马福云村：掩映在时光深处的土家村寨
冉唯一 刘彪

本报讯（张立新）连日来，位于大龙
开发区北部工业园区的贵州凯金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在阵阵机器轰
鸣声中，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设备，各工
序段生产线上，自动化设备有条不紊地
运作，一批批锂电池负极材料被源源不
断地生产出来……

该公司副总经理王世春介绍：“公
司已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新能源领军
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并实现批量供
货。今年 1月至 4月，已完成约 5万吨
产品的出货，实现产值 9.7亿元，同比有
了很大的提升，为全年目标实现奠定了

坚实基础。”
凯金新能源是大龙开发区一家专业

从事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国内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的专业供应商。2024年顺利建成年
产10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一体化成品线，在 60%产能下，取得年产
值19.1亿元的成绩。

该公司从去年10月持续进行技改
扩能试验，新增磨粉造粒前后端工序，实
现石墨化产品生产线的延伸，现5号和6
号线已生产，7号和8号线已完成设备安
装，正在进行调试，预计 7月试产，届时

公司将达到8条产线，实现从年产10万
吨到年产12万吨的技改扩能。今年市
场行情有所回升，公司产能进一步释放，
达到80%，预计全年产值将达到25-30亿
元，相比去年实现大幅跃升。

近年来，公司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加
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围绕石墨化生产
线技改项目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省
内外科研院校开展深入合作，形成集理
论、研发、产品、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产
值支持体系，特别是在升级自动化设备，
调整优化工艺流程等技术上，推动公司
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凯金新能源自主创新的节能
降耗工艺处于行业领先优势，在原有耗
能下从生产 7000-8000 吨提升至 1 万
吨，相比每吨能耗降低了20%左右。

凭借行业领域技术优势，凯金新能
源生产的石墨负极材料，在同行业其他
企业同类产品中，属于中高端产品序列，
具有容量高、安全性好、高温性能优、循
环化性强等优点，其产品被广泛应用于
汽车、应急电源等高性能储能领域。

大龙凯金新能源瞄准年产值30亿元目标

在第76个“六一”儿童
节来临之际，市司法局、碧
江区司法局、碧江区教育
局、市律师协会等部门走
进碧江区滑石小学，通过
趣味游戏的形式，让孩子
们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法律
知识。

活动还设置了民法典
知识答题挑战赛，题目涵
盖了民事权利能力、监护
制度、肖像权保护等内容，
让法治的种子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为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
蓝天。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元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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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市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群众采取
机械化方式加紧收割，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

在万山区大坪乡黄花村 270亩油菜田里，收割机来回
穿梭，快速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等环节。油菜籽从卸粮口
源源不断流入车斗，随后被打包封存。

与传统人工收割相比，一台收割机每日可完成近50亩
油菜收割，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显著降低人力与时间成本。
同时，油菜果壳与秸秆经粉碎后直接还田，不仅改善土壤结
构，更为后续高粱种植提供天然养分，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
循环与节本增效。

万山区4.447万亩油菜已悉数成熟，截至目前，全区油
菜收获面积达96%以上。

走进德江县荆角乡角口坝区，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
株株油菜被迅速卷入收割台，经过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
后，金黄的油菜籽被精准地装入农用车中，立即运往当地烘
干厂进行烘干处理。

近年来，德江县积极推广“稻油轮作”等高效农业种植
模式，实现一地多用，并在生产过程中大力推广良种、良机、
良法，通过选用优质品种，强化病虫害管理，提高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等方式，确保粮油安全，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德江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到8万亩，预计到 6月初
就能全面完成收割工作。在收割方式上，主要采用机械化
收割，机收效率高达80%。实现了节本增效。

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老寨村稻油轮作种植基地
里，同样正在使用收割机加紧收割油菜。实现了收割、脱
粒、秸秆粉碎还田的一体化作业，提高了油菜收获效率。同
时，秸秆粉碎还田，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促进了农
业可持续发展。

玉屏自治县新店镇老寨村党支部副书记高芳波介绍：
“我们收割完油菜之后，马上就要进行水稻生产，全村预计
种植水稻500多亩，通过‘稻油轮作’模式增加土地利用率，
提高农民收入。”

同样，在思南县塘头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机场坝核
心区油菜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完成油菜收割后便立即进
行水稻种植。

今年，思南县油菜种植面积达16.2万亩，涉及全县 28
个乡镇（街道），亩产量在300至400斤左右。近年来，思南
县大力推行“稻油轮作”模式，因地制宜利用冬闲田种植油
菜，并积极加大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在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加持下，油菜种植实现耕、种、防、
收全程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土地耕种效益，实现了耕地轮作
与保障粮油供给的良好互动。

农机助力
全市油菜收割提效率

黄倩 雷磊波 陈敏

兴业·强县·富民

一根竹竿挑起历史剪影，一把折扇映照社会人情，作为
思南百遗的一种，思南县花灯戏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也有
着多彩的风姿。

花灯戏广泛存在于祖国大江南北，最初的演出形式十分
简单，以演民间小戏为主，题材多取农村生活和民间故事，表
演以“扭”为特点，演员常用折扇与手帕为道具表达情感。

“在普通人的理解里，花灯戏跟‘二人转’差不多。”当代
花灯戏传承人刘国荣讲解道。

贵州花灯戏的曲调有的戏剧性较强，也有的源于抒情
性的民歌小调，且在流行过程中逐渐打破了“灯、扇、帕”的
歌舞程式，乐曲腔调也在原有曲调基础上出现了扩展变化，
逐渐形成自己的“板腔”和“曲牌”。

思南土家花灯戏融合本民族傩戏和摆手舞中的一些成
分，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婉转动人的优美唱腔、浓郁的
乡土气息和灯戏兼容的独特民族风格深受当地人喜爱。

思南县文家店镇龙山村的刘氏花灯戏声名远扬，已故
的刘胜男老人更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思南花灯戏代表性传承人，现在当家作主的是刘胜男的
儿子刘国荣。

“花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虽然
都叫花灯，但相互之间仍然有明显区别。”刚结束一场持续
6天的活动，刘国荣言语间难掩疲惫，但仍强打着精神向笔
者介绍，我们传承花灯戏与土家傩戏联系较为密切，多用于
祈福还愿等场合，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传承难度就比较大。

龙山刘氏的花灯传承以师徒传授为主。
“刚开始或许是为了保护技艺，现在主要是学的人不

多，我们想开班讲课都凑不齐人，于是就延续了这种模式。”
刘国荣苦笑着说，愿意了解的人很多，大家都挺有兴趣的，
但是愿意潜心学习、能够潜心学习的人，非常少，我自己
教出来的徒弟里，除了我的两个儿子，最年轻的只比我小
三岁。

刘胜男 6岁开始学艺，13岁即掌握了花灯表演各大曲
牌，随家族灯班登台表演古戏、花灯和傩戏，代表作《悬碗》
《下火池》等节目，从艺七十余年，收徒授艺近百人，为光大
民间花灯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国荣 27岁学艺，
37岁带队接活，从艺近20载；刘国荣的两个儿子刘廷波、刘
廷山都是二十多岁学艺，但至今未真正从艺，只在刘国荣忙
不过来的时候搭把手。

“前些年父亲带我们到处展演推广，有的时候还到学校
给学生们上课，讲述花灯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对社会各界人士了解花灯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轻抚
着父亲遗留的道具箱，刘国荣感慨万分，每一种文化艺术形
态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承载的社会文化土壤，虽然随着时
代的变迁，人们对传统花灯戏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我觉
得，传统文化仍然有广阔的未来可以驰骋。

“我爷爷会的教给了我爸，我爸教给了我，我将来也会
教给我的孩子，不管其他想学愿意学的人有多少，至少我们
家这一脉，传承永不断绝。”刘国荣的儿子刘廷波轻声地说。

随着最后一件道具收进箱中，刘国荣轻轻合上了这个
装满家族记忆的木匣，月光透过窗户洒在箱体上，与箱内褪
色的折扇、泛黄的曲谱形成时空对话。明天清晨，这个装载
着三代人技艺的箱子又将开启新的征程——正如八十余年
前刘胜男第一次举起花灯时那般，龙山村的夜色里，永远跃
动着不眠的传承灯火。

思南：百年花灯戏
三代人的传承守望

杨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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