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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9日，“阅读红色经典·讲好遵义

故事——遵义市2023年‘4·23世界读书日’

活动启动仪式”在遵义老城纪念广场举行。市

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统战部部长

孟麟宣布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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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吕欣）4月 19日，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主
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薇主持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富川、
杨游明、汪立、刘红梅，秘书长田景余出
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
定2023年4月26日至27日召开市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会期1天半。

会议审议遵义市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办法(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
于 2022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
况的报告、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有关人事任免案；听取市人民
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关于
遵义市中心城区教育资源布局规划方
案(2021—2025年)实施情况、关于研究
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贵州省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关于
研究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对 2021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审议意见的
报告等议题准备情况汇报。主任会议
决定，以上事项提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会议还审议了《遵义市人大常委会
专题询问试行办法（草案）》《遵义市人
大计划、预算审查监督联系代表工作办

法》、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督
办工作方案以及市人大财经委关于预
算绩效管理情况、市人大民宗委关于全
市涉侨“一法两办法两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的调研报告等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会议成
员，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
作机构、代表联络服务中心、法制研究
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 （记者 俞晖）4月19日，
在第 28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
由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遵义市文化旅
游局、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阅读红色经典·讲好遵义故事——遵
义市2023年‘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启
动仪式”在遵义老城纪念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采取“1+4”的模式举行，
即一个主会场加四个分会场，分会场
分别设在播州区、仁怀市、桐梓县和余
庆县。

在活动主会场，歌舞《清风吹过村
庄》、配乐诗朗诵《春天 2023》、微型情
景剧《红色的誓言》、情景朗诵《排雷英

雄》、情景诗舞剧《府志传诗咏遵义》等
节目向人们展现了遵义的红色文化、
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和阅读
之美。此外，现场还举行了阅读知识
展示、图书展览、“你读书我买单”、拓
片体验等活动。

据了解，我市各地还将开展形式

多样的阅读活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遵义”，不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宣传地方特色文化经典，全面展
示我市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新格局。

阅读红色经典 讲好遵义故事
遵义市2023年“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为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提升职工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4月18日，南方电网
贵州遵义市郊供电局组织党员、青年团员共同阅读红色书籍，积极
营造“好读书、读好书、书读好”的良好氛围。

（记者 吴凡 摄）

3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务川自治县洪渡河畔的
柏村镇长脚村，一户仡佬族农家的厨房里升腾起阵
阵热气。

“我们家的灰豆腐马上就要出锅了！”伴随着清
脆的吆喝声，一大锅用草木灰包裹的长条形灰豆腐，
完成了最后一道炒制工序，被倒入提前准备好的簸
箕中。

眼前的一幕，是这户农家的儿媳妇毛若兰正在
录制务川特色农产品灰豆腐制作的场景。

今年28岁的毛若兰，从2020年开始搞网络直播
以及拍摄抖音短视频。据毛若兰介绍，以前她一直
帮家里制作灰豆腐，然后拿到集镇售卖，但销量太
小。“集镇3天赶一次场，一场赶下来，灰豆腐才卖10
多斤，一个月算下来也就只能卖上100来斤。”

2020年下半年，毛若兰把家里的空房间布置一
新，开始了线上直播带货。随后不久，抖音短视频火
爆起来，毛若兰也紧跟脚步，又搞起了抖音短视频的
拍摄制作，通过抖音短视频+网络直播模式销售灰
豆腐。

如今，毛若兰家的灰豆腐每月销量已达1000斤
左右。她还帮助村里的种植户在网络上销售椪柑、
羊肚菌等农特产品。渐渐地，毛若兰成了当地小有
名气的“网红”，粉丝量有近4万人。

事实上，在务川自治县，像毛若兰这样的“网红”
还有不少，他们除了在网络上销售农特产品，还向外
界宣传家乡古朴秀丽的风光，如仡佬族和苗族的传
统民居、葱茏茂密的古树群、山谷间的潺潺流水等
等，全都在短视频里呈现出来。

务川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一名相关负责人说：“借
助‘网红’的推介，不仅为务川农特产品插上了一双

‘线上的翅膀’，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时也宣传了我们
的美丽乡村，有助于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就在今年 3月初，该县丹砂街道官学社区在当
地的李子基地开展了大美官学“振兴有李”赏花活
动，对务川农特产品进行直播带货，为广大网友带去
了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务川特色产品和仡佬风
情。活动当日，有近 20万人进入直播间，点赞量超
过 170万次，同时，通过电商平台，农特产品销售额
达11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务川自治县大力推广直播带货
等电商新模式，并且重视对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这
类人才的培育，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力度，邀请专业人
士围绕短视频创作、直播电商技巧、电商平台营销等
进行讲解，借此更好地带动产业发展。仅今年以来，
该县已举办网络直播培训3期、90人接受培训，为助
力乡村振兴蓄力赋能。

（记者 李培松 徐飞 赵婧耘）

务川

“网红”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刘廷成）记者从共青团遵义市
委获悉，近日，汇川区泗渡镇建权小学和桐梓县福和
希望小学分别收到一批捐赠物资，包括桌椅、班班
通、科学实验套装等，以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本
次捐赠活动得益于共青团贵州省委青少年发展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团省委青发中心）、贵州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省青基会）联合长沙镁镁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开展的“长沙镁镁科技·希望小学提质升
级”帮扶行动。

共青团遵义市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我市现有51所希望小学，今年，团省委青发
中心、省青基会持续实施“希望小学提质升级计划”，
旨在帮助希望小学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孩子们的学
习条件。

据了解，该计划自启动以来，共青团遵义市委
积极争取团省委、省青基会、本地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的支持，为部分希望小学提质升级争取资金、
物资和项目。2021年，积极对接上海市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举办的首期贵州遵义“点亮计划”希望小
学教师培训班，我市 39名希望小学教师前往上海
参加了为期 6天的培训；同年 8月，在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支持下，组织桐梓县娄山关将军希望
小学 4名学生和 1名老师前往北京参加为期 6天的
中国平安小平基金科技公益季活动；2022年，在贵
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支持下，我市 14所希望小
学获捐280个足球。

接下来，共青团遵义市委将从三个方面助力我
市希望小学发展。一是积极争取团省委、省青基会
的支持，为我市希望小学争取更多物资支持、教师培
训机会、学生研学或资助名额。二是联合贵州省遵
义市知行公益基金会，积极开展针对希望小学的校
园环境改善和教育质量提升的项目，如课桌椅捐赠、
图书捐赠、捐资助学、“壮苗计划”研学活动等。三是
积极对接学校需求，了解学校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
开展提质升级计划。

共青团遵义市委

多方努力助希望小学提质升级

（上接一版）
相比栗香茶业而言，这是一家随

“新茶饮”潮流兴起的“新”企业。节能
减排的厂房建设、全自动包装生产线、
符合年轻群体消费的“新茶饮”产品，
都在展示着这家企业的“科技范”与

“新潮范”。
从茶园到茶杯，科技赋能茶产业全

产业链，让贵州茶香更浓。

茶韵更足

作为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
地区之一，贵州茶的生产、加工、饮用，
历经岁月洗礼，积淀了厚重的茶文化。

4月 15日，中国（贵州）出口红茶木
质联装精制生产线在“黔茶记忆”正式
开机。

这是国内现存唯一一条茶叶木质
联装精制生产线，见证了贵州茶工业
发展的历程，承载了厚重的贵州茶文
化内涵。

1958年，贵州创立了自己的红茶出
口品牌——“黔红”，全省红毛茶均调往
湄潭茶场，统一精制拼配后出口。

1960年，顺应国际市场需求，湄潭
茶场转产分级红茶，进行技术革新和工
具改革，以代替当时落后的手工和半机
械化生产，实现出口红茶的自动化、标
准化、规模化、清洁化精制生产。在制
茶专家、茶叶拼配专家、木工机械专家
的共同努力下，出口红茶木质联装精制
生产线建成投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开创了贵州出口茶叶的一
个新时代。

传承黔茶文化，延续茶人使命。保
留其原生产工艺，按照原比例将存于

中国茶工业博物馆的原出口红茶木质
联装精制生产线进行复刻，在本届茶
博会期间开机展示，让贵州这杯茶的
韵味更足。

在茶叶展示展销现场，非遗展区格
外热闹。伴随着娴熟的手工制茶技艺，
回锅香黄茶、遵义红茶、湄潭翠芽新鲜
出炉、茶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嘉宾、游客
前来品尝。

2022年11月29日，中国申报的“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中国茶文化再次
受到世界瞩目。

以茶文化为魂，如何让消费者学会
泡好一杯贵州茶？

在“贵州绿茶杯”全民冲泡大赛中，
高水温、多投茶、快出汤、茶水分离、不
洗茶，简单方便的“贵州冲泡”得到了广
大茶人的认可。

活动现场，参赛选手除了进行现场
冲泡展示外，还要随机抽取茶知识问答
题进行现场作答，推广贵州茶文化，宣
传“贵州绿茶”品牌。

“湄潭翠芽小江南，遵义红茶种满
山；香气馥郁甜香高，果香滋味飘山川；
山川呀山川，好茶配上名山……”在遵
义市祥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一首朗
朗上口的口播Rap，配上动听的旋律，引
来不少嘉宾驻足观看。

“网红带你游茶山”活动、“百企万
人”直播带货……致力弘扬黔茶文化，
讲好贵州茶故事，本届茶博会线下线
上“双线”联动，频频出招，用大家喜闻
乐见的方式展示推介贵州茶产业、茶
文化。

如今，以生态为底，以文化赋能，贵
州茶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黔货“出
山下海”的大潮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以茶论道

这是一届茶人雅集，以茶为媒、以
茶论道的盛会。

这些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
产业发展，统筹做好贵州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贵州茶园面积
和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品牌影响力逐年
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贵州朝着茶
产业强省的目标稳步迈进。

截至 2022年底，贵州茶园面积 700
万亩、茶叶年产量45.4万吨、年综合产值
800亿元。湄潭县、凤冈县、都匀市、正安
县、余庆县、金沙县等10个县（区、市）入
选“全国茶业重点县域”。“湄潭翠芽”“遵
义红”“凤冈锌硒茶”等茶叶品牌驰名中
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然而，纵观贵州整个茶产业发展，
品牌效应仍不突出，茶产品同质化严
重，缺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茶产品及茶
叶衍生品等短板突出。如何把产业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西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袁亚宏告诉记者，未能实现优质优
价，这是当前贵州茶产业发现的一大痛
点。未来贵州茶产业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还是得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三茶”统筹这篇大文章。在茶文化
方面，将贵州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与茶
文化深度融合，不断丰富茶旅业态，创
新方式讲好贵州茶文化故事；在茶产业
方面，围绕龙头培育、品牌提升、市场拓
展，聚焦种、产、销全链条发展，不断延

链、补链、强链；在茶科技方面，以科技
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
夏秋茶的利用率，积极研发高附加值的
茶产品及茶衍生品。

“通过茶文化求真求善、茶产业求
精求大、茶科技求变求新，努力把遵义
打造成为茶文化交流的示范区、茶产业
发展的集聚区、茶科技创新的先行区，
让遵义这片带有红色基因的土地成为
习近平总书记‘三茶’统筹发展理念的
引领者和践行者。”袁亚宏说。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开发部主
任、研究员、茶叶深加工与多元化利用
团队首席科学家尹军峰表示，湄潭茶业
拥有资源、文化等诸多优势，探索打造
全国新茶饮集聚区，要围绕如何建立湄
潭特色茶饮食品原料基地、如何建立高
品质特色茶深加工制品基地、如何打造
湄潭地域特色茶饮食产品及品牌三个
方面进行深入思考。要充分利用湄潭
茶区域品牌，资源优势，走科技创新、融
合发展之路，积极打造中国茶饮食品加
工集聚区。

“贵州是茶叶种植大省，下一步要
在提供茶原料的基础上进行精深加工，
增加茶的附加值，不断提升贵州茶的品
质，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中国农业
国际合作促进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科
学院原院长翟虎渠说，他们将一如既往
支持贵州茶走出去，积极拓展多方面合
作渠道，促进贵州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

雨后烹茗千家醉，风过黔地带茶
香。借茶博会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知
贵州茶、爱贵州茶，共品贵州茶香茶韵，
共享美好生活！ （记者 查静）

黔地茶飘香 茶韵惹人“醉”

本报讯 （记者 何骥淯）4月 19
日，记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
为切实做好“春季守护行动”宣传教
育警示工作，营造浓厚交通安全氛
围，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全力预
防和减少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发生，遵
义交警全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亮屏行动”。
“系好安全带，生命难伤害”“酒驾

猛于虎，切莫自讨苦”……记者在我市
部分高速路上，随处见到各类安全提
醒标语，交安宣传氛围浓厚。据介
绍，此次“亮屏行动”充分利用高速公
路沿线宣传牌、标语横幅以及高速服

务区 LED显示屏等载体，每天不间断
滚动播放严禁酒驾醉驾、超速超载等
内容的公益宣传标语，提高广大驾驶
人及群众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和自我保护的意识，真正使交通安全
意识深入人心，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

自“春季守护行动”开展以来，遵义
交警“亮屏行动”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氛
围。遵义交警将持续不断推进交通安
全宣传“亮屏行动”，真正做到形式丰富
多样，效果实实在在，将交通安全温馨
提示传达至千家万户。

遵义交警

“亮屏行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全民阅读 书香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