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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向婧 张婷 实
习生霍心蕊）12月11日，遵义市

“听见遵义”第四期词曲创作培训
班在新蒲新区开班，来自我市各
县（市、区）的40名学员将参加为
期两天的培训。

据了解，本次词曲创作培训
班由遵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遵义市文学艺术创作中心、遵
义市音乐家协会承办，旨在进一
步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
事，深化全市音乐人才培养工作，
壮大音乐创作队伍，提升音乐创
作水平。

主办方邀请著名作曲家柴永
兴、词作家宋青松、作曲家李需
民、词作家石与刚、作曲家伍嘉
冀，围绕歌词创作艺术、作曲艺
术、全国优秀歌曲赏析、学员作品
点评等内容展开培训，既有理论
剖析，又有作品交流，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进一步提升学员的专

业素养，帮助学员激发创作灵感，
增强创作能力。

各县（市、区）文联及相关单
位以繁荣全市音乐事业为目标，
结合本地音乐艺术传承发展的实
际情况，积极推荐40名优秀学员
参与培训，为全市音乐艺术发展
储备后备力量。学员们纷纷表
示，将充分认识本次词曲创作培
训的意义，认真领会学习内容，努
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用音
乐的方式传递遵义好声音。

据 介 绍 ，遵 义 市 文 联 自
2021 年 12 月举办第一期词曲
作家创作培训以来，经过四年的
精心打造，词曲作家创作培训成
为了遵义具有鲜明特色的文艺
品牌和文化符号。

截至目前，四期培训班已累
计培训学员220多人次，一批又
一批青年词曲创作者从这里成长
成才，成为遵义新时代青年音乐
创作的中坚力量。

让更多人“听见遵义”
第四期“听见遵义”词曲创作培训班开班

图为白土台的传统木屋建筑图为白土台的传统木屋建筑。。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聚焦林下、经果等
产业发展新路径，深挖绿色经济发
展潜力，下好“资源开发”和“机制创
新”两步棋，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
济，全力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
转变，走出了一条机制活、产业优、
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道真自治县大磏镇文家坝村
生态林下养蜂基地，桂花树下一排
排规格统一的木质蜂箱整齐摆放，
基地管理员正在对蜂箱进行管护、
清理杂物等，林下养蜂不仅成本
低，还能拓宽群众就业渠道促增
收，以小投资、高经济效益成为许
多群众增收的新路径。

“村里面建基地养蜜蜂，让大
家都来学习技术，现在我成了基地
的管理员，自己也养了40多箱蜜
蜂，收入很不错。”文家坝村蜜蜂养
殖户盛方勤说。

据了解，该基地由茅台集团提
供资金修建，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组织方式，以养殖技术
培训和合作社示范带动发展，将蜜
蜂免费投放给群众养殖，引导群众
发展林下养蜂业，已成为越来越多

农户增收的好项目。
养蜂基地背靠贵州大沙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群山环绕，拥有
丰富的花源优势和良好的气候条
件，林下养蜂充分利用了森林中的
自然花粉和蜜源，无需过多开垦土
地，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文家坝村立足自然资源禀赋
带动群众发展林下养蜂业，目前已
通过基地带动群众养蜂2000余
箱。”茅台集团派驻文家坝村第一
书记何枰燏介绍，良好的自然资源
给蜜蜂提供了充足蜜源，也为蜜蜂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栖息场所。

生态兴村，林下养蜂。道真自
治县充分发挥森林生态资源优势
和林间、林下空间优势，积极推进
林蜂、林菌、林药等特色产业发展，
将林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2024
年全县林地利用面积29万亩，产值
7.3亿元。

“家人们，大家快来看，新鲜的
果冻橙，甜得很!”

穿过群山，便来到了道真自治
县河口镇车田村李厚文水果种植
基地，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基
地负责人李厚文正在果树旁直播

带货。“这段时间刚刚开始直播就
已经卖出去了几十单，又找到了一
个销售新路子。”李厚文说。

该基地共100余亩，目前种植
了爱媛、南风、丑橘等10多个品种，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品种的柑橘成
熟，四季均有鲜果可采，可长期为
周边村民提供10余个就业岗位。

在道真，依托经济果林带动村
美民富的远不止河口镇，全县上下
都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党建+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推
动农业部门、合作社等相关党组织
联建共建，以党建链串起产业链，
大力发展经果产业。

“我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大力
发展经果林产业5万余亩，辐射带
动就业近1万人。”道真自治县现代
高效农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张怡
介绍，接下来，道真自治县将积极
推进农旅一体化发展，为经果林产
业注入旅游活力，打开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换器”，带动当地百
姓就近就业，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助力乡村踏上绿色振兴之路。

（记者 庞飞 道真融媒 向阳
张黎）

道真：

绿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陈春江 红花岗
区融媒王大飞李小芳）12月10日，
由贵州省商务厅、遵义市人民政府
指导，遵义市商务局、红花岗区人民
政府主办的“2024多彩贵州欢乐购
暖冬迎新消费季”暨“全城开瓶·干
杯遵义”酒餐联动促销活动启动仪

式在红花岗区吾悦广场举行。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将我省优

质酱酒资源与汽车、餐饮、家电等
重点商品消费相结合，开展了“酒
车酒菜酒商”联动促消费活动，遵
义市在酒菜联动促销活动中优质
酱酒使用进度位列全省第一。省

商务厅抢抓国家大力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机遇，制定5个方面
21条具体措施，带动全省换新消费
148.6亿元。

接下来，省市县三级在促销活
动的谋划、实施与推进上将实现上
下联动，推动企业和消费者积极互

动，以实际成效切实推动我省消费
品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据悉，全省“2024多彩贵州欢
乐购 暖冬迎新消费季”活动将会持
续贯穿今年冬季到明年初春，遵义
市将持续深化“全城开瓶·干杯遵
义”系列活动，叠加开展“i遵义商

旅融合推广Top10创客大赛”专项
活动，提振白酒、餐饮消费，营造

“全城开瓶·干杯遵义”为主线、“美
好生活·二两酱香”为特色的酒餐
联动消费氛围，进一步打造新的时
尚生活消费场景，持续推动“卖酒
向卖生活方式转变”。

“2024多彩贵州欢乐购暖冬迎新消费季”
暨“全城开瓶·干杯遵义”酒餐联动促销活动启动

在习水县良村镇的深山里，
藏着一座宛如时光遗珠的古村
落——白土台。

“白”指白手兴家、“土”能生万
物、“台”则是繁衍生息的发展平台，
白土台因此而得名。迄今，白土台
传统村落已有300余年历史，2019
年6月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踏入这片土地，43栋古老的
石屋木舍，依山而建，雅致韵丰，与
山势、自然、生态相融。一块块被
岁月打磨的石头，一根根承载着往

昔的木材，向人们展示着属于白土
台的特色风貌。

村落中，石板小径星罗棋布、
纵横交错，形成古朴静谧的天然景
观；小青瓦、斜坡顶、转角楼、雕花
窗全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冬遇寒
冷，干燥而保温，夏遇炎热，透气而
凉爽；高低错落、内聚有力的空间
特点，宜居宜游。蜿蜒曲折的梯田
如大地的诗行，秀美的自然风光恰
似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

白土台曾走出州官、县官与众

多秀才，明清时期，这里的半坎私塾
以教育为本，培养出一批建功立业
以报效国家、回报桑梓的能人志士。

时至今日，半坎私塾的墨香似
乎还在空气中萦绕，文化的脉络从
未断绝。

白土台，这个集人文历史与自
然风光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古村落，
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等待着人
们去探寻它的独特魅力，去聆听那
穿越百年的故事与传说。

（任思宇 姚瑶）

时光遗珠——白土台
本报讯（戴密密 记者 谢捷）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桐梓县
遭遇雨雪天气和道路凝冻。该
县交通部门迅速行动，采取了一
系列高效措施，确保全县道路交
通的安全与畅通。

12月10日，记者在桐梓县
黄莲乡新黄公路上看到，部分
路段已出现结冰现象。为保障
道路畅通及群众出行安全，桐
梓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公路养护
人员对这些凝冻路段进行了撒
盐除冰作业，及时清除路面隐
患。同时，工作人员还设置了
交通警示牌，对来往车辆进行
安全驾驶劝导。

“根据工作安排，公路养护
人员每天都会在易发生凝冻的
路段进行现场勘察，实施撒盐除
雪工作，并将情况反馈给桐梓县
交通运输局。”贵州遵大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曾
洪宇说。

除了黄莲乡，马鬃苗族乡、
大河镇等高海拔地区也容易发
生凝冻。桐梓县交通运输局与
乡镇应急部门合作，提前做好交

通应急准备，建立24小时值班制
度，开展了乡村公路道路安全排
查，并储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
包括工业盐、警示牌、应急车辆
和机械设备等，以确保凝冻天气
下道路的畅通与安全。

据桐梓县交通建设服务中
心主任蒋毅介绍，针对冬季极端
天气，桐梓县交通运输局已制定
了详细的抗凝保畅应急预案，成
立了60余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储
备了40吨工业盐和2台应急车
辆、2台融雪剂撒布车，分别存放
在公路沿线各易凝冻点位，以便
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保证
公路畅通。

接下来，桐梓县交通运输局
将继续加强对道路交通运输市
场的执法检查，开展凝冻天气下
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并提
醒各企业重视低温雨雪天气的
安全生产工作，对于不具备通行
条件的路段坚决不放行。同时，
还将与桐梓县应急管理局、公安
交管以及各乡镇（街道）应急部
门紧密合作，共同做好抗凝保畅
工作。

桐梓县

积极应对凝冻天气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