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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好花红” 奋进新征程
——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系列报道

□ 曹 雯 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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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从偏远村寨搬迁到城
里后，认识了更多的苗族、汉族等民
族的朋友，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相
互帮助，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小围
寨街道思源社区居民何品均的切身
感受，生动体现了构建互嵌式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关键举措。

思源社区充分盘活辖区资源，积
极探索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推动各
族搬迁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搬迁后的各族群众，实现了
民族团结同心、社区事务同治、发展
成果同享、社会和谐同创的良好局
面。

思源社区的发展，是黔南州积极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黔南州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争当五个模
范、成为五个示范标杆”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州作为黔南
州三大定位之一，纳入全州高质量发
展“316”总体部署，以“唱响好花红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顺应和把握人
口大流动、大融居的趋势，围绕“五个

嵌入”实施“三项计划”，推动各族群
众互嵌共融。

石榴籽般的互嵌融
居新图景

走进荔波县兴旺社区，文化广场
上各族居民载歌载舞，民族团结食堂
里飘出美食香气，帮扶车间内搬迁群
众忙碌作业……在这里，来自八个乡
镇的各族群众，像一颗颗紧密相依的
石榴籽，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温暖故事。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金恒星社区
以党建引领“同心圈”、群众乐享“文
化圈”、强化生活“服务圈”、抓好集体
经济“发展圈”，深入推进“易产易业
一家亲，石榴花开金恒星”发展品牌，
积极搭建各族群众“一家亲”互嵌式
社区，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

一个个创新举措落地生根，一
个个生动故事不断上演，展现出民
族团结进步的强大生命力。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是
推动各族群众互嵌融居的重要基
石。都匀市文峰社区通过完善生活
圈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化服务
平台，让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医疗、教育、购物等服
务。

曾经，社区各族居民因生活需求
各自奔波，交流甚少。如今，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智慧化社区，让大家在频
繁的互动中增进了解。这样的场景，
在黔南州158 个城市社区不断涌现，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成为各族群众
情感交融的纽带。

“双报到双服务双提升”工作机
制，激发了社区治理的新活力。在福
泉市金山街道，4.8万余名在职党员走
进社区、深入网格，与各族群众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党员们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为
困难家庭提供帮扶、组织文化活动等
工作。在一次社区组织的“民族文化
交流节”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与各
族居民共同策划、积极参与，苗族芦
笙舞、布依族八音坐唱等节目精彩纷
呈，各族群众在欢乐的氛围中加深了
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真正实现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移民搬迁社区的建设，则为各族

群众提供了共乐的空间。罗甸县麻
怀移民搬迁社区配套建设了文化广
场、陈列馆和民族团结食堂，还组建
了文艺队。每天傍晚，文化广场上热
闹非凡，各族居民齐聚一堂，或跳舞
或健身或聊天；民族团结食堂里，各
族居民一起包饺子、打糍粑，分享美
食，交流生活经验；文艺队中，各族队
员相互学习，创作出一个个精彩的节
目。这些举措，让搬迁而来的各族群
众找到了归属感，真正实现了共事共
乐。

而流动人口服务协作机制，更
是为在外的黔南籍群众架起了融入
城市的桥梁。在长三角、珠三角的
35 个驻外劳务协作站，工作人员为
89.21万名在省外就业创业的农民工
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权益维护、技能
培训等服务。劳务协作站还定期组
织老乡会，让在外的黔南州各族群
众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帮助他们更
好地融入当地生活，融入全国统一
大市场。

（下转A2版）

□ 本报记者 杜再江

黔南州大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围绕“五个嵌入”，实施“三项计划”——

“端午经济”里的民俗热

入黔追龙舟 下水抢鸭子5月31日至6月2日，端午假期叠
加“六一”国际儿童节，掀起贵州夏季
旅游小高潮。携程数据显示，今年端
午假期期间，贵州酒店订单量同比增
长35%，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23%，主
要客源地有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北
京等地，热门景区为梵净山、荔波小七
孔、黄果树、西江千户苗寨、织金洞
等。飞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贵阳市、
遵义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
州、安顺市是贵州省内的热门旅游目
的地，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广东是
贵州热门客源地。

“赛龙舟”带来游玩新体验。端
午假期，有着水上非遗之称的赛龙舟
是民俗活动热点。5月31日，黔东南
州镇远古城除举办龙舟比赛外，还创
新推出游客亲身参与体验项目。“划
龙舟体验项目受欢迎程度超乎想
象。”黔东南州镇远县旅游服务中心

主任贾美倩介绍，活动吸引重庆、江
苏等地游客参与，截至6月2日，该项
目累计接待游客500余人次。赛后的
抢鸭子活动将节日欢乐氛围推向高
潮，6 月 1 日傍晚，488 只鸭子被抛入
河中，游客如“饺子下锅”般扑入水
中，欢呼声、鸭叫声与击水声汇成欢
腾海洋。

贵州以龙舟为“媒”解锁游玩新
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入黔追龙舟。铜
仁通过非遗巡游、龙游锦江、露天电
影、篝火晚会、村戏等活动展现非遗
魅力；施秉“千人抬世界最长木龙舟
巡游”与“万人长桌宴”相映成趣，多
元玩法让游客感受浓浓端午气息。

节日带动景区民俗热。5 月 31
日，身着苗族传统盛装的苗族群众，
肩挑着装满大小不一粽子的箩筐，穿

行于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
的长街古巷中，一边巡游一边为现场
游客分发粽子。“过去只吃过甜粽和
咸粽，今天在西江品尝到了腊肉馅的
草灰粽，味道独特。”浙江游客李敏婕
说。

同日，遵义市乌江寨国际旅游度
假区以“粽享好时光”为主题，推出系
列民俗创意活动。戏台上，“寨主”

“寨花”抛绣球引得游客争抢，接到绣
球的黑龙江游客周博现场兑换福粽，
接受“接福纳祥，岁岁安康”的祝福。
廻龙岛广场上的端午祭祀仪式和“屈
原对诗”活动，让游客与先贤“隔空对
话”。端午假期首日，该度假区接待
游客7000余人次。

亲子家庭游受欢迎。6月1日，贵
阳市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迎来

亲子家庭客流高峰，音乐律动草坪上
放映的动画片吸引小朋友驻足。多
彩贵州城推出亲子嘉年华活动，国风
主题儿童跳蚤市场让孩子们体验“小
掌柜”乐趣，草坪野餐会为亲子家庭
提供星空下的共享美味。截至6月2
日中午，共接待游客5万人次，带动消
费约500万元。

端午假期恰逢“六一”国际儿童
节，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贵阳的
极地海洋世界、青岩古镇、花溪夜郎
谷、天河潭旅游度假区等景区，以及
观山湖区的阿云朵仓“咕噜噜面包
节”均吸引大量亲子游客。黔东南州
榕江县“村超”赛场举办的“童歌会”，
以及黔南州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
的“科技+阅读”融合活动，为孩子们
带来特色节日体验。

云端高桥
建设忙

眼下，由中铁广州局承建
的贵州安（安顺）盘（盘州）高速
天门特大桥正抢抓工期，加紧
建设，有序推进边跨索夹安装。

天门特大桥是安顺至盘州
高速公路的重要控制性工程，
大桥全长1553 米，桥面距离峡
谷水面约560米，设计时速10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本报讯 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座
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庆祝光彩事
业发起实施 30 周年座谈会精神和新
时代新征程光彩事业改革要求，改组
成立光彩100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联
盟，引导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凝聚共
识、加强合作，依法行善、纯洁公益，走
好中国特色公益事业发展之路，共同

推动光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引导民营企业公益基

金会健康发展、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光
彩事业改革发展要求，是新形势下促
进“两个健康”工作新领域。要坚定信
心，深刻认识民营企业在新征程中的
地位和使命，扎实推动新时代对民营
企业在高质量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参
与公益慈善活动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要加强创新，充分发挥光彩事业对民
企建设力量的引领汇聚作用，产业项
目要促进提质增效，公益项目要促进
拓面增量，专业赋能要促进双向奔
赴。要规范发展，切实发挥公益基金
会对民企公益力量的放大提升作用，
加强示范引领、规范运行和交流合
作。要高效服务，努力实现光彩 100
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联盟高质量发

展，提升联盟影响力、增强成员获得
感、传递民企正能量。

会上，有关同志介绍光彩 100 民
营企业公益基金会联盟的发展历程及
改组情况，就“民营企业‘益启光彩’公
益项目支持计划”作了说明。参会民
营企业公益基金会集体签署《联盟公
约》，联合发出《依法行善、纯洁公益倡
议书》，共同启动“民营企业‘益启光
彩’公益项目支持计划”。上海复星公
益基金会、深圳市龙湖公益基金会、北
京永真公益基金会、四川省永好公益
慈善基金会、苏州通鼎社会工作发展
基金会负责人等代表作交流发言。

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有关部
门，中国光彩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
会，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联盟成员单
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刘 丽）

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座谈会在京召开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由贵州省工商联与贵州

长通集团共同举办的“新质生产力赋
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
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班，来
自全省各行各业近 80 名民营经济人
士代表参与培训。

本次培训班聚焦“新质生产力”主
题，通过专题授课、案例研讨、企业参
访等形式，助力贵州民营企业家提升
战略思维与管理能力，进一步推动技
术创新与产业融合，为贵州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培训班强调，广大民营经济人士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论述，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
诚践行“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贵
州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深

度挖掘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机遇，在对标先进中乘“新”而上促
进发展；要把握机遇，深化理论学习
与实践探索，为贵州经济提质增效
贡献智慧与力量。

培训期间，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岳德率考察
组在深圳开展营商环境及 2025 年粤
黔协作“万企兴万村”暨“粤企入黔”走
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招商考
察，走访调研阿里产投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华南数字农业科技（深圳）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兴明光实业有限
公司，分别召开座谈会，与企业负责人
座谈，推介贵州产业项目及营商环境
建设工作等。

（陈香琳）

本报讯 笔者近日从相关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
影像文化周将于7月4日至10日在遵
义市举办。

遵义“海龙屯”是贵州省目前唯一
的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文
化价值。2025年7月4日，正值“海龙
屯”申遗成功 10 周年，经活动组委会
商定，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
化周以“光酝万象·岁月帧藏——君子
观世界”为年度主题，将于7月4日至7
月10日在海龙屯土司小镇、传奇星空

营地和遵义 1964 文化创意园三个场
地空间联动举办。

据了解，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
影像文化周将继续坚持创新性、艺术
性、群众性和国际性的理念，立足地方
特色、聚焦文旅融合，统筹整合资源策
划了15个主题展览和8个系列活动。

为全力做好本届影像文化周的策
划筹备工作，活动专门成立了艺术委
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目前，各项筹备
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 （杨 婕 宁坤昊）

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
将于7月4日至10日举办

贵州3个光伏项目并网
年发电量6.1亿千瓦时

本报讯 中核汇能贵州公司黔西南
州望谟县桑郎200MW、乐元150MW，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牛棚
仙家坪100MW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
网发电。

其中桑郎、乐元项目位于望谟县
桑郎镇、昂武镇、麻山镇境内，仙家坪
项目位于威宁自治县牛棚镇和斗古镇
境内，三个项目全容量投运后，预计年
发电量达6.1亿千瓦时，按同大小火电
计算，可节约标准煤 18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49万吨，可有效推动地区能源
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社

会、环保及经济效益。
建设期间，围绕贵州公司“4个1”

年度目标，各参建单位坚持质量与效
率并重，通过科学倒排建设工期、优化
运输线路和施工工艺等举措，及时解
决影响项目并网的困难点，在各级政
府、电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相继高质
高效完成土建安装、并网验收等工作，
取得项目建设阶段性胜利，将进一步
优化贵州省能源结构，为助力贵州打
造新型综合能源基地贡献“中核力
量”。

（杜文军 但 愿）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日前发
布的《2024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显示，2024年以来，我省牢牢守好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着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优良水平，居全国前列。

在空气质量方面，9个中心城市、
88个县环境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99.1%。在水环境质
量方面，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主
要河流 222 个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
99.1%；23 个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在声环境质
量方面，9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53.7分贝；功能区声环境昼间
监测点次达标率97.7%，夜间监测点次
达标率平均为92.0%。在生态质量方

面，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70.37，生态质
量为一类，生态质量保持稳定。在辐
射环境方面，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
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下一步，我省将高站位抓好环境
问题整改，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高效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
平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高要求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以美丽贵州建设为
引领，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
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出新绩，以发展“含绿量”提升
增长“含金量”，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
丽贵州新风采。（本报记者 杜再江

实习生 顾梦云 杨 倩）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

贵州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