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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包粽子比赛、 打糍粑、

拔河、长桌宴……6 月 6 日，白云区泉

湖街道南湖社区、 泉湖派出所、 辖区

企业等共聚华颐和苑小区， 与 300 余

名居民群众一起开展端午节活动。

活动以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大家

分为多组，叠粽叶、填糯米、捆粽子，巧

手翻飞、干净利落。 在打糍粑环节，社

区志愿者将蒸好的糯米倒入石臼，大

家四人一组， 你一下我一下轮番打糍

粑，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拔河比赛让大

家情绪更为高涨，呐喊声、助威声将活

动推向高潮。 在长桌宴环节，大家将亲

手烹饪的拿手菜端上长桌，品美味、话

家常，现场洋溢着喜乐氛围。

当天的活动从上午 10 点持续到

傍晚 7 点，“花式” 过端午让居民们

赞不绝口。“好久没参加过这么热闹、

温馨、幸福的活动，大家像一家人一

样，真的很开心。” 参加活动的一位居

民说。

图为居民在进行包粽子比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文 / 图）

白云区泉湖街道南湖社区———

“花式” 过端午 居民乐融融

本报讯 近日， 开阳县紫兴街道

以“仲夏赋雅趣 粽香端午情” 为主题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 活动，并准

备 4000 个粽子、2000 份艾草和菖蒲等

小礼品，为到场群众送上节日的祝福。

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

幕，《人间第一情》《富硒开阳》《彩虹

的微笑》等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其

间， 还进行垃圾分类知识、 禁毒知识、

端午习俗知识抢答， 现场欢声笑语，节

日气氛浓郁。

（通讯员 许碧红）

开阳县紫兴街道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 主题活动

4000个粽子送群众

本报讯 “路灯又亮了，天黑走夜

路，心里也不怕了。” 日前，花溪区燕楼

镇摆古村百余盏路灯重新亮起， 获当

地群众点赞。

因村寨路灯使用年限长， 燕楼镇

摆古村部分太阳能路灯出现蓄电池蓄

电能力下降、 太阳能板和灯泡老化损

坏等现象， 严重影响群众夜间安全出

行，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同时也存在

诸多安全隐患， 因此维修和更换新路

灯成为村民迫切的心愿。

为解决这一问题， 摆古村驻村工

作队、燕楼镇包村工作组、村“两委”

干部齐心协力争取项目资金和政策帮

扶， 并于今年 5 月底前完成对村寨路

灯的摸排登记， 对存在故障的路灯做

好标记。 在中山市福馨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的支持下，目前，摆古村 120 盏路

灯全部维修更换完毕。

一盏盏维修更换完毕的太阳能路

灯，不仅照亮了群众的出行路，也照亮

了乡村发展的 “振兴路” 。 下一步，摆

古村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将始终坚

持把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以党建为引领，围绕村居环境提升改造

持续把民生实事放在心上，坚持用心用

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用实际

行动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杨小平 李可芳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花溪区燕楼镇摆古村———

百盏路灯重新点亮

本报讯 连日来， 观山湖区金阳

街道开展“九小场所” 消防安全大排

查行动。

行动中， 金阳街道着重从三个方

面开展排查和整治。 在消防安全管理

方面，着重检查“九小场所” 是否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以及每日开展防火巡查

情况；在消防设施设备方面，重点检查

消防通道是否锁闭、封堵、占用，应急

照明灯、消防栓、灭火器等是否能够正

常使用；在违规住人方面，检查组根据

“九小场所” 违规住人的现场情况，分

别录入一级、二级、三级台账，目前已

完成“九小场所” 一级、二级台账共

128 家。

下一步， 金阳街道将持续开展

“九小场所” 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努力营造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

排查整治“九小场所” 消防安全隐患

时下，正值天麻采收的季节，在位于

开阳县高寨乡高寨村王选组的天麻种植

基地， 当地村民正抢抓时间采挖天麻，

然后将新鲜出土的天麻分拣、 装袋销往

长三角地区。

“天麻的长势很好， 大家要注意一

下， 挖到一半可以用手刨， 避免伤到天

麻。 ” 基地负责人王昌友一边挖着天麻

一边叮嘱大家要小心。

王昌友介绍，这段时间，基地每天可

采收天麻约 150 公斤，主要以每公斤 12.5

元的价格销往杭州、上海等地，每天采挖

多少就销售多少，市场供不应求。

谈及为何要到高寨乡发展天麻种

植，王昌友说，自己虽是外地人，但媳妇

是王选组村民， 十分了解高寨乡的海

拔、 气候等自然优势，“高寨乡平均海

拔 1300 米，森林覆盖率达 62%，植被茂

盛、土质温润，种植天麻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 ”

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优势 ，2022

年， 高寨乡引进贵州乾藏中药材有限公

司， 王昌友作为公司法人代表， 带领团

队在高寨乡实施 200 亩天麻标准化栽培

推广示范项目， 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带

动 20 余名群众增收。

“以前想不到， 林下能长出这样的

宝贝， 我不仅把自家的林地流转给公司

种植天麻， 还在基地务工， 每天可以挣

100 多元，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 高寨村

村民邓大刚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高寨

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 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适宜的气候环境， 不断引进农业

企业和种植能手， 努力将森林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大力发展林下种

植天麻、黄连、竹节参等中药材产业 500

余亩， 有效开辟了一条土地利用率高、

生态发展好的新路子。

“下一步， 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以‘林业增效 、农民增

收’ 为发展目标，积极引进和培育企业、

合作社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因地制

宜发展林下经济， 努力让林产 ‘活’ 起

来，实现林下生‘金’ ，让群众享受到更

多的生态红利。 ” 高寨乡相关负责人说。

冯成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健

开阳县高寨乡———

做好“林” 文章 林下能生“金”

本报讯 近日， 省工信厅对 2024

年第一批贵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拟

认定名单进行公示， 贵阳高新区共有

14 家企业入围。

这 14 家企业分别是贵州智通天

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中驰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力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贵州辰矽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贵州丰立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交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朗玛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交通

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贵州美瑞特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森远增材制

造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智慧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贵阳长之琳发动机零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 贵州小黑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纵横力创科技有限公司。

“专精特新” 是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新颖化的缩写，“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是国家重点支持和扶持的科

技型企业， 更是优质中小企业的中坚

力量。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对通过认

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行动态管

理，同时，各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也将加强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

务对接和监测分析 ， 对企业生产经

营、发展态势、意见诉求，以及扶持政

策与培育成效等开展定期和不定期跟

踪，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开展精准

服务。

近年来， 贵阳高新区把企业培育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积极鼓

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开展关键

技术研发攻关，提升核心竞争力，着力

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发展、创

新能力强、 质量效益好的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加快形成一支实力强劲、结构

合理、梯队发展的企业队伍。 仅去年，

贵阳高新区就新增了 32 家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彰显全区强劲的发展

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将积极做好专

精特新企业培育和服务，对拟培育申报

的企业分类进行精准培训指导，帮助企

业积极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专精

特新“小巨人” 企业，努力实现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数量更多、质量更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2024年第一批贵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公示

贵阳高新区 14 家企业入围

本报讯 6 月 6 日， 记者从贵阳经

开区建设管理局获悉， 该区已筹集 700

套人才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提前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经开区紧盯高端人才、产

业人才、 技能人才、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围绕“卡、钱、房、户、岗” 五大要

素， 着力优化配套政策服务供给。 其中

在住房方面，2024 年经开区启动建设保

障性租赁住房 804 套； 筹集人才保障性

租赁住房 700 套房源，涉及 4 个项目，包

括 1 个改建项目、1 个新建项目、2 个现

状保留项目。

为筹集人才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经开区积极盘活和梳理辖区存量房源，

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闲置的房

屋和公寓类房屋，全面统计、建立台账，

引入金融机构参与管理， 目前已盘活

310 套存量房源。 对于在盘活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 经开区探索科学合理的方案

推动解决， 确保人才保障性租赁住房快

速、稳步建设。

同时， 经开区联合企业等各方力量

推动项目建设。 在各个项目建设中，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压实各方责任，

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各种难题。 发挥

各方主体的能动性， 共同推进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建设， 为新市民、 青年人等

群体提供更多住房选择，筑牢人才“安

居巢” ，为经开区引才留才、打造人才集

聚高地夯实基础。

针对已申报和已实施的项目， 经开

区积极协调市住房保障中心加快手续办

理，尽快办理项目立项、规划、建设等前

期手续，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目前，已有 4

个项目获得优先立项。 在推进 2024 年项

目建设的同时， 经开区已启动 2025 年保

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储备相关工作， 人才

保障性租赁住房依然是其中重点板块。

（陈翠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贵阳经开区今年已筹集

700套人才保障性租赁住房

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 6 月 7 日，乌当区高新路

街道阿栗村举办第 28 届杨梅文化节，

标志着该村 7000 余亩杨梅成熟上市。

当日上午， 阿栗村喇叭口锣鼓喧

天、热闹不已。 村民和游客聚集，庆祝

阿栗村杨梅迎来大丰收。 除精彩的歌

舞表演外，现场还进行吃杨梅比赛、品

鉴杨梅等活动。

阿栗村位于贵阳市东郊， 平均海

拔 1100 米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森林覆盖率达 80%，是一个天然大“氧

吧” ， 为杨梅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987 年，阿栗村从浙江引进荸荠杨梅，

踏上杨梅产业的发展道路。 历经 30 多

年的发展， 杨梅已成为阿栗村的支柱

产业。 2023 年，阿栗村年产杨梅 500 万

斤，销售收入 1000 余万元。

目前，该村种植杨梅 7000 余亩，杨

梅品种有荸荠杨梅、东魁杨梅、野生山

杨梅。 其中， 荸荠杨梅成熟后呈黑紫

色、果核小、肉质细软；东魁杨梅则个

头较大、果色紫红，风味浓厚、香甜多

汁，成熟时间要比其他品种晚 10 天左

右；野生山杨梅口感酸爽，除了直接食

用，还多用于泡酒和制杨梅汤。

接下来 ， 阿栗村将继续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 ， 推动杨梅产业转型升

级。 加强与深加工机构合作，学习新

技术 ，引进新品种，提升杨梅的附加

值和竞争力。 同时，深入挖掘杨梅文

化内涵 ，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品牌 ，让更多人了解阿栗村、爱上阿

栗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乌当区高新路街道阿栗村———

7000余亩杨梅成熟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