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 张少康 杨晓霞

综合新闻/公益广告
2024年3月1日 星期五

邮箱：2373232113@qq.com

奋力谱写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一双手，一把泥，捏出世间百牛情”。揉泥团、手捏轮廓、木
刀修饰、自然阴干、烧制……经过黄真辉的双手，一团黄泥摇身
一变，成了一头栩栩如生的“黄牛”。

黄真辉出生于泥塑之家，是余庆“泥牛黄”非遗泥塑传承人，
从事泥塑近20年，主要作品有《母子情深》《十二孝》《牛气冲天》
等，多次在各种评选活动上荣获奖项。

黄真辉的父亲黄泽富一手创办了“泥牛黄”。小时候的他经
常一边看父亲创作，一边把玩父亲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他儿时
最好的玩具，也是他与泥塑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

黄真辉经常陪父亲外出参加各种展览和比赛，看到父亲的
作品受到青睐并获奖，对父亲的崇拜油然而生。于是，从职校毕
业后，他决心留在父亲身边，继承父亲的手艺，发展泥塑事业。

第一次着手学习，父亲让他想一件物品，不分种类大小随便
捏。他就想，我从小到大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牛，这还不简单？
于是拿起一团泥说干就干，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耳朵歪了”

“眼睛没有神”“整体缺乏观赏性”……父亲的评价让他一次次推
倒重来，然而，这并没有消磨他的热情，反而让他认识到做泥塑
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用心钻研。

“我售出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只公鸡。”黄真辉说，当时，那位
来到店里的顾客一眼就相中了他捏的公鸡，这给了他了很大的
鼓励。

从最开始“捏啥啥不像”到如今“捏啥啥都像”，从最初“不被
认可”到现在“吸引顾客”，离不开黄真辉对泥塑的热爱和长期坚
持，也离不开父亲的耐心教授。

传承不是守旧。掌握了父亲传授的技艺后，黄真辉并没有
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地学习和创新。他先后前往苏州、江西、四
川等地进修学习，孜孜不倦地寻求传统技艺与时代特点的结合，
让自己的泥塑技艺更上一层楼，泥塑作品焕然一新。如今，在他
和父亲多年的共同钻研下，申请发明专利共计13项并已全部授
权，其中包含一项天然绿色陶瓷的烧制技术。他用绿陶工艺制
作的茶具、砚台等工艺品多次在国内各地文化博览会及非遗展
等重要展览活动上大放异彩。

“黄总你好，在展会上看到你精美的作品，我很喜欢，能否为
我定制一些‘瓜果’泥塑？”一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展出，
让他第一次接到批量订单，客户需要“瓜果系列”精品泥塑 100
余件。为不辜负客户的信任，黄真辉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双
方一直合作至今。

黄真辉不仅醉心于泥塑创作，还积极发扬工匠精神，将非遗
文化传授给群众及学生。他每年组织10余次民间非遗泥塑手工
艺专题培训，目前已累计培训2000余人次。同时，他还在厂内开
设“泥塑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按照每天100元左右的工资，为经
过培训的低收入家庭、脱贫户、搬迁户、特殊残障人士等人员提供
就业岗位。他在厂区开设科普基地和研学基地，与全市多所学校
合作，仅2023年就为3000余名学生进行泥塑普及教学。

怀揣着对泥塑的热爱，黄真辉执着地在泥塑道路上坚持了
近 20年。每年经他个人创作的动物、景观雕塑、童趣系列人物
及瓜果系列等作品达5000余件。2019年，黄真辉成为贵州省工
艺美术协会雕塑雕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23年，他荣获“遵
义工匠”“余庆工匠”称号。 （记者 张婷）

妙手承非遗
——记余庆“泥牛黄”传承人黄真辉

本报讯 2月 28日，习水县举行
2024年第三批集中劳务输出欢送仪
式，来自26个乡镇（街道）的1000余名
外出务工人员，乘上直达专车赴广东、
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务工。

今年春节期间，习水县发动村居
两委、楼栋长、驻村工作队等基层力
量，精准开展返乡监测，统计返乡人员
节后外出计划安排、技能培训意愿等。
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招聘会等方式，
选择优质岗位、提供就业服务指导，结
合习水县外出务工人员具体分布情
况，在温州、重庆、东莞、珠海、晋江等热
门务工地点设立11个外出务工就业服
务工作站，选派20名干部驻地为大家
提供跟踪服务。

“坐上习水到东莞的免费直达专
车，出行既方便又省心。我也要更加
努力工作，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外出务工人员黄永平说。

“下一步，要加强外出务工人员和
驻外工作站的联系，提供‘创业政策、
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确
保外出务工人员稳定就业。”该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刁苓沙 谢永恒 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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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道真自治县坚持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
快构建山地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
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仡乡
大地处处展现着勃勃生机。

兴产业
拓宽群众增收“快车道”

站在道真自治县阳溪镇四坪村
青杠湾放眼望去，一个个黑色菇棚星
罗棋布。“一天采两次，早晚一次，有
时凌晨两三点，也要忙着采。”菇农朱
鹏说，香菇的采摘很挑时间，骨朵张
开了品相就不好了。

两个多小时后，朱鹏开着车，将刚采
下的鲜菇拉到收购点。他算了算，2023
年，他的6个大棚毛收入近35万元。

从阳溪到道真县城的公路上，不
时能看到运载着香菇的货车，前往30
多公里远的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
限公司。

2016年，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
限公司落户道真，兴建了厂房，配套
建起了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科技研
发中心，专业化从事菌种引进、培育、
筛选、制种、推广；通过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全县各乡（镇）建食用菌园区、
蘑菇农庄，形成上连企业、下带菇农
的产供销合作模式，并在重庆、四川、
云南、上海、海南等 22个省（市）设立
销售网站，开通销售专线，架起道真

食用菌销售的“高速路”。
近年来，道真立足资源禀赋，发

挥比较优势，精准选择食用菌产业作
为“一县一业”首位产业打造，坚持在
规模上做大做强、在技术上攻坚突
破、在模式上不断创新，下足延链补
链强链功夫，做足精深加工文章，积
极探索破解运营难题，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成功培育了贵州贵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限
公司、贵州仡山香蘑特色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等一批特色鲜明、辐射范围
广、发展潜力大的龙头企业，奋力打
响“西南菌都·道真菌菇”产业名片。

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科创中心1
个、制棒中心1个、工厂化生产集聚中心
3个、高标准食用菌产业园区10个、蘑菇
农庄43个、标准大棚2316个，组建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 35家，培育国家级、省
级龙头企业各1家，辐射菇农2000余
户，带动灵活就业10000余人。

强科技
迈上现代农业“新征程”

春耕时节，三桥镇塘村村田地
里，拖拉机、旋耕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田野散发着春天的气息。镇里的农
技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大家讲
解农机安全和耕种知识。

“对比传统人工作业，这个‘铁牛’
用起来是费劲了些，但它的耕种效率
更高，在土地平整度和深度上更加均

匀，土壤松软度更高，可以更好地保
证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三桥镇党
委副书记韦硙说道。他所说的“铁
牛”，正是当地群众对微型耕作机械
的亲昵称呼。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主动谋划，
积极开展农机技术指导，帮助农机合
作社保养、调试和检修农机具，派出
科技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抢抓
时机做好备耕、蓄水、育种以及春季
农业灾害防护及应对工作，确保农户
科学耕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近年来，道真自治县坚持“科技
兴县”发展思路，紧盯粮食安全主线，
把机械化、智能化作为推进设施农业
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大数据+智能
化农机”工作法，拖拉机、旋耕机、施
肥机、播种机等各式各样的农机具，
活跃在田间地头，让设施农业越来越
有“科技范”。

截至目前，该县已成立农机社会
服务组织 18家，实现 15个乡（镇、街
道）全覆盖，全年农机总动力达 35万
千瓦，开展机耕35万亩、机播6万亩、
机收13万亩。

富头脑
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

乱堆乱放的垃圾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宽阔平整的道路；乱涂乱画的
墙面不见了，悄然而至的是一处处文
化长廊、一个个健身广场……走在道

真的乡村道路上，美化后的街面，靓
丽的院子，让乡村“颜值”再提升。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动
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道真自治县
河口镇梅江村以建设市级乡村振兴
集成示范试点为契机，持续推进农村
改厕、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改善等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发
展彰显温度、充满活力。

“我们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
了村里的道路修整一新外，还安装了
路灯，修建了文化广场，增加了健身
器材。”谈起家门口的变化，村民张文
政高兴地说。

统筹考虑村庄原有风貌、基础设
施建设等因素，梅江村积极进行村庄
规划布局，实现乡村的全面提升。如
今的梅江村，村内屋舍俨然、绿树掩
映，村民们闲时散步、锻炼身体，开展
娱乐活动更显惬意。

该村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共同提升，通过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
实践活动，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评
选等活动，大力培育淳朴民风、良好
家风、文明乡风，充分调动了群众参
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美化农村
人居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
深入推进‘村庄美、产业强、治理好、
乡风和、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建设。”
梅江村党总支部书记张勇表示。

（隆州军）

道真：“农”墨重彩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日，桐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桐梓县教育局、
桐梓县卫生健康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到辖区学
校、营养餐配送中心，开展2024年度春季学期校园
食品安全大检查。图为执法人员在桐梓县中等职业
学校检查。

（记者 陆邱珊 摄）

桐梓

校园食品安全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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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凤冈供电局党员服务队深入茶园茶企，
巡视线路设备，走访了解用电需求，提前为春茶加工
和春耕生产做好电力保障。图为供电服务队员在茶
区巡查供电线路。

（肖晓梦 饶云 摄影报道）

凤冈

春茶待开采 供电抢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