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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他尽心
尽责；在教育科研的道路上，他奋
力前行。他把青春献给了讲台、把
激情留在了课堂、把真心送给了学
生。他就是2023年遵义市“最美教
师”——仁怀市第一中学物理教师
刘德坤。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德坤不
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他关
心爱护每一名学生，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教学上都努力做到更好，给学

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为提高教学水平，刘德坤积

极参与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
的各项研修培训活动。课堂上，
他注重引导，体现“学生是教学活
动的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指导者”的新课程理念。近
年来，他任教班级学生高考成绩
优异，他也获得贵州省“最美劳动
者”、仁怀市“酒都先锋·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

为上好每一节课，刘德坤积极
备课，带领学生日复一日重复训
练。近年来，他所辅导的学生有10
余人次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贵
州省一、二等奖，多人次获遵义市、
仁怀市一等奖。

刘德坤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
小的，教学上要有更大的突破，必
须要有团队的力量。近年来，他以
课题研究为引领，促进团队教师成
长，以联合教研为平台，共享区域

物理教学研究成果。他不仅积极
参加省、市级课题调研，还承担县
级以上示范课、讲座等。他的努力
获得了认可，被评为贵州省骨干教
师、遵义市教学名师、仁怀市教学
名师。在他的影响下，仁怀市第一
中学物理学科团队教学教研成效
显著，多次在遵义市教育教学考核
中居同类学校前列。

刘德坤表示，自己将继续在教
育路上奋勇前行。（记者 胡丹）

努力在教书育人中实现新突破
——记2023年遵义市“最美教师”刘德坤

从烘焙个体户到烘焙企业负
责人，她展现了“90后”的坚韧和毅
力。在困难面前，她选择迎难而
上，不畏艰辛，努力创造辉煌。创
业路上，她热心慈善公益，助力就
业。她就是贵州省卡尔客斯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益清。

2015年，王益清创办了一家早
餐店，并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烘

焙行业作为创业方向。无论是生
产还是管理，王益清都亲力亲为，
产品获得顾客好评，但由于资金
不足，店面发展受到限制。2019
年，王益清贷款 20万元并组合现
有资金开设了四家连锁店。经过
多年的奋斗，王益清实现了创业
梦想，成立了贵州卡尔客斯食品
有限公司。如今，王益清的公司

拥有占地 1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无
尘加工车间。

创业过程中，王益清热心慈善
公益，她为几十人提供就业岗位，
为老吾老驿站 60岁以上老人提供
免费早餐，并为仁怀市苍龙街道的
孤寡老人及留守未成年人在生日
和节假日时送上爱心祝福。

2023年，王益清被评为遵义市

“最美创业者”。
“我始终相信，困难只是一时

的，坚持的力量不可阻挡。希望我
的故事能鼓励更多年轻人勇敢追
寻梦想，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王益清说。

（记者 胡雪）

勇敢追梦的“90后”
——记2023年遵义市“最美创业者”王益清

本报讯 （记者 刘廷成）记者从共青团遵义市委获悉，为切实
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少工委近日下发“关于授予贵
州省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四星章的通报”，全省500名少先队员获

“红领巾奖章”个人四星章、200个少先队集体获“红领巾奖章”集体
四星章。其中，我市55人获“红领巾奖章”个人四星章、24个集体获

“红领巾奖章”集体四星章。
我市获“红领巾奖章”个人四星章的有遵义航天小学的雷智文、

播州区第二小学的黄有栎、湄潭县湄江二小的谭志恒等；获“红领巾
奖章”集体四星章的有7个大队、17个中队，他们是仁怀市坛厂小学
少先队大队、余庆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播州区第一小学六（12）中
队等。

据悉，“红领巾奖章”是少先队组织日常开展教育活动和评价激
励的重要载体，分为基础章、特色章、星级章，目的是切实增强少先队
员光荣感，构建人人可行、天天可为、阶梯进步的评价激励体系。其
中，星级章共设五个星级，由全国、省、市、县、校级少工委评定颁发，
学校评一星章，县级评二星章，市级评三星章，省级评四星章，全国评
五星章，分为个人和集体两个类别，每年评选一次。

贵州省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四星章名单发布

我市55人24集体获章

本报讯 （记者 俞晖 雷宇）9月5日，遵义市红十字会、遵义
市中心血站共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采集点授牌仪式举
行。今后，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可以在固定地点进行血样采集。

近年来，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
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截至目前，我市已有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9000余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74例，他们中有医生、警察、
商人、公务员、大学生、务工人员等。

过去，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主要是在红十字会开展相关
活动时采集，市民需要提前了解后到达活动地点。为方便市民，更
好地服务于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和满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需求，
遵义市红十字会、遵义市中心血站共同建设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血样采集点。

据悉，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采集点共有4个，分别位于遵
义市中心血站（新蒲新区）、红花岗献血屋、汇川区深圳路145号献血
点、播州区万寿广场献血屋。每年2月到9月，市民可在这些采集点
登记、采血，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我市新增4个
造血干细胞固定采集点

9月5日，在位于正安县瑞溪镇
三把车村的瑞裕辣椒烘干场里，工
人正忙着加工鲜椒。

近年来，正安县依托气候和地
理条件，因地制宜培育壮大辣椒产
业，让辣椒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记者 李婷婷 摄）
今年，汇川区团泽镇三联村的金秋梨喜获丰收。连日来，当

地果农忙着采摘、搬运、装车，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田锦泓 摄（遵义图库发）

本报讯 （记者 谢捷 向维
忠）今年以来，新蒲新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关于在遵义高铁新城片区打造

“中国酱香白酒城”的决策部署，紧紧
围绕“一城五中心”的规划布局，着力
打造集酱酒销售、品鉴、评定、包装、
咨询、培训、旅游、展示、展销、体验等
于一体的专业酱香白酒市场，助力遵
义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酱香白酒城位于遵义高铁
新城内，前身为中国酱香白酒园，于
2020年正式开园，整体规划面积约
61万平方米，紧邻遵义高铁站，地理
位置十分优越。

贵州老会址酒业有限公司（下
称老会址酒业）在 2018年就看中了

高铁新城的发展潜力，并将体验馆
建于此。最近，老会址酒业推出了
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调酒师根据客
户对白酒口味的喜好，现场勾调，直
至味道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再批
量化生产，让客户获得更好的体验
感。“我们将依托中国酱香白酒城，
把产品推向全国，让更多人领略到
酱香白酒的魅力。”老会址酒业董事
长田贵豪说。

按照规划，中国酱香白酒城将
具备酱酒历史展示、文化输出、信息
交流等功能，旨在不断拓宽酱酒合
作渠道、扩大遵义产区影响力、弘扬
传承中国酱酒文化。

酒企云集、抱团发展，带来的不

仅有文化传播的影响力，还有聚集
效应，能够迅速将遵义酱香白酒的
品牌张力扩展开来。

在贵州夜郎古酒庄有限公司的
体验馆中，江苏客商孟先生正通过
VR观看该公司的生产实况。他告
诉记者，自己一下高铁就被这里的
酱酒文化氛围吸引了过来。

如今，更多的酒企也将目光锁
定在了中国酱香白酒城，希望能在
这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贵州大唐子为酒业产品体验馆
正在加紧建设中，负责人赵中庆信
心十足地说，这里营商环境优良，政
策支持力度大，相信我们的产品会
卖得更好。

据了解，今年，中国酱香白酒城
启动招商以来，共有57家酒企签约，
目前已入驻43家。

“我们将全力抓好展示展销中
心的招商入驻工作，通过主动出击、
广泛对接、整合资源，引入更多有影
响力和有实力的酒商酒企入驻高铁
新城酱香白酒城。我们还将通过举
办展示展销博览会、高峰论坛等一
系列活动，搭建平台，吸引人气，聚
集商气。中国酱香白酒城将力争通
过3至5年持续的培育和孵化，让酒
商酒企进得来、留得住，助推遵义酱
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遵义市铁
路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如是说。

新蒲新区

打造专业酱酒市场 助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陆邱珊 实习记者 熊玉）“玉米地套种了中
药材黄精，玉米每亩增产300斤左右，四年之后，黄精成熟，每亩可获
3.5万元的收入，这就是一笔玉米地里的‘定期存款’。”作为村里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汇川区毛石镇台上村黄精种植户黄正林尝到了黄
精复合种植模式的甜头。

今年 3月以来，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探索黄精复
合种植模式，取得一定成效。黄精复合种植模式即利用土地轮作，
构建“黄精+玉米”“黄精+蔬菜”复合种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以短
养长、促进农民增收。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农艺师李金凤介绍，黄精复
合种植模式一方面可使玉米通风、透光，增加玉米的产量；另一方
面，黄精作为喜阴植物，玉米可为黄精遮光避阳，提高黄精的产量和
质量。玉米、蔬菜和黄精套种可提高土地的产值，提高农民的种植
积极性。

据了解，我市部分地区处于大娄山山脉，当地农民有种植中药
材黄精的习惯，且产出的黄精品质优、价格好。但黄精种植周期长、
成本大，影响了黄精种植户的积极性，黄精种植业一直处于“零散”
状态。

为提高农民种植黄精的积极性，产业化发展黄精种植，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经过前期调研、生产论证、试验种植，探
索出了黄精复合种植模式。

黄精种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黄精的保水和病虫害防治，一
直是种植过程中的“硬核”技术。

“我们在黄精复合种植中发现，黄精生长环境土壤水分达到70%
左右，我们正在研究黄精种植保水技术应用于生产模块，该技术设
定在土地里面埋上了保水膜，水少的时候贮存水分，水多的时候排
水，可以有效控制黄精的土壤水分。”李金凤说。

此外，黄精和玉米、蔬菜轮作，可构建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有
效降低黄精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发生率，破解黄精种植“硬核”技术。

目前，全市在汇川区板桥镇、毛石镇，余庆县构皮滩镇进行了示
范种植，获得种植户点赞。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王晓殿介绍，已就黄精复
合种植模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下一步将进行推广种植。

我市探索黄精复合种植模式

为玉米地存上“定期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