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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春霞）8 月 27 日，记
者从铜仁市“富矿精开”找矿成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该市锰矿勘查取得新进展，预计
可新增锰矿资源量5000万吨，全市锰矿资源
量到今年底可增至8亿吨以上。

锰矿是工业生产必需的基础性大宗矿

产，是钢铁产业的重要支撑，更是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原料。
今年，铜仁市积极争取省级地勘基金支
持，先后实施了松桃自治县杨家山锰矿普
查、松桃自治县新民锰矿普查、松桃自治
县耿溪锰矿详查、德江县金山萤石矿普查

等地质找矿项目，进一步探明了锰矿、萤
石矿等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目前，
该市锰矿勘查进展顺利，其中新民区块、
耿溪区块已见富厚碳酸锰矿体，预计可新
增锰矿资源量5000万吨。

据 了 解 ， 铜 仁 市 高 度 重 视 “ 富 矿 精

开”工作，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
的工作协调机制，制定了 《铜仁市“富矿
精开”三十条措施》，建立5000万元“富矿
精开”专项发展资金，力争在精确探矿、
精准配矿、精细开矿、精深用矿等方面取
得新突破。

铜仁市发布最新找矿成果

预计新增锰矿资源量5000万吨

本报讯 （记者 郭进 通讯员 张丹丹）8月 23日，一
年一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揭晓，铜仁市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龚福汉博士申报的 《AK4通过与 AMPKα 相互
作用调控线粒体功能促进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影响血管内膜
新生的功能与机制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立项。

龚福汉是心血管内科科室主任，也是铜仁市人民医院自
主培养的首位医学博士。此次，其申报的课题成功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是铜仁市人民医院科研史上的历史性
突破，标志着铜仁市人民医院科研项目的申报与立项正朝着
更高层次迈进，对医院推进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国，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
究，重点支持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与
管理。

近年来，铜仁市人民医院始终坚持临床、教学、科研协
同发展、相辅相成的方针，将科研作为推动医疗服务质量和
水平提升的核心任务之一，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
报和立项工作，并将此作为培育人才、科研创新的重要抓
手。通过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加大经费投入等一系列措施，
为科研人员营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铜仁市人民医院有关
负责人表示，医院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充分利用院内外科研平台和资源，为科研人员提供
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研究平台，以科研创新带动医院疾病诊疗
能力提升，不断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取得实效，让群众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铜仁市人民医院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本报讯 （记者 陈刚）8月 26日，省司法厅驻沿河自治
县乡村振兴工作队在沙子街道明星村、回洞村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向7个帮扶联系村48名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

“非常感谢省司法厅的帮助，助学金不仅缓解了我家的
经济压力，更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和鼓舞。”回洞村受资助学
生田奕玲说，作为一名大一新生，今后将继续勤奋学习，争
取学有所成，回报家乡。

省司法厅驻沿河自治县乡村振兴工作队副队长，沿河自
治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安强介绍，“金秋助学”活动是省司
法厅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守护乡村学子求学
路，鼓励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努力成长成
才。同时，通过持续关注、关心、关爱乡村教育，为助力沿
河乡村振兴打下人才基础。

省司法厅金秋助学
沿河48名大学新生获资助

本报讯 （记者 万芬）8月 17日，记者从铜仁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市开展了一系列酒类市场专项行
动，共立案查处酒类违法案件 23件，罚没款 35.27万元，查
获侵权假冒瓶装白酒 1428 瓶，打击了扰乱酒类市场经营秩
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了解，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和相关单位积极行动，扎实
开展 2024年电商渠道酱酒销售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精
准摸排辖区内电商渠道酱酒销售情况。同时，以酒类生产企
业、酒类食品批发市场、酒类小经营店，以及高档酒楼酒
店、特色餐厅、主营商务宴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为重点，严
厉打击假借“特供”“专供”“内供”名义制售假冒伪劣酒类
商品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该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专项整
治行动，加强线上线下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案件
办理，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净化酒类市场环境。

铜仁市市场监管局
专项整治酒类市场

入秋以来，铜仁市梵净山旅游依旧热
度不减。山下的江口县云舍村，古寨酒家
老板杨兴春每天都要张罗 10 多桌客人的饭
菜。他说：“平均每天有 200多名游客，日
营收额超过5000元。”

曾经的云舍村，被大山围困，过河需
涉水，出村要越岭。村里山美水美，却留
不住村里人。尤其是年轻人，几乎倾巢而
出，纷纷外出务工。

山水虽美，人却不富，这曾是铜仁最
大的困扰。

铜 仁 有 “ 梵 天 净 土 · 桃 源 铜 仁 ” 之
称，还被誉为“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
仁”。境内的梵净山，更是被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被称为“地球绿洲”“动植物基
因库”。

春风拂过黔东，山美人穷开始向景美
民富转变。铜仁市深入践行“两山”理
念，坚持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铜仁现代化
建设，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
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抓好
生态文明组织保障、规划引领和法律法规
等一系列体系建设，通过成立领导小组，
强化制度供给，强化立法保障，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统筹、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首先要呵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铜仁实施了“碧水保卫战、
蓝天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固废治理战、

乡村整治战”五大攻坚战和“绿道、绿
城、绿水、绿村、绿园、绿景”“六绿”攻
坚行动，全力保护环境，厚植生态。

加 大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力 度 。
2018 年以来，铜仁市新增建设城市 （县
城） 污水收集管网 400.6公里，建成建制镇
污水处理厂 66 座；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率
97.58%，县城以上污水处理率 85%。印发
《铜 仁 市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治 三 年 行 动 方
案》，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
利用。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打响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出台中心城区
环境空气质量管控工作方案，系统推进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中心城区及 10 个县级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

同时，抓好固体废物治理，中心城区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5%，县城
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2%以上；
抓好农村环境整治，2017年以来共完成 234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任务。

不仅如此，该市还全力抓好遏制“两
高”项目发展，全面摸底排查煤电、化
工、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行业 （含焦
化） 已建成、在建、拟建项目，建立“两
高”项目台账，实行台账化、清单化管理。

在防污治污的同时，铜仁坚持保护与
修复同步思路，全力以赴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2017 年以来，累计治理石漠化 1520.18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 1640 平方公里。
全市森林覆盖率从59%提升至66.2%。

护 好 青 山 ， 也 换 来 金 山 。 铜 仁 紧 扣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
奋力建设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定位，
充分利用好山好水好生态，着力推动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全方位构建绿色产
业体系。

立足传统农业，发展特色产业。建成
茶叶、生猪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生猪规
模养殖率、特色冷水鱼产量及黄精、百
合、玉竹种植面积全省第一，抹茶产量占
全国 25%，打响了“梵净山珍·健康养
生”“梵山净水·泡茶好水”“梵净抹茶·
香溢天下”等品牌。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绿色工业。抓好新
型功能材料、大数据、现代能源、生态食品饮
品药品、生态林业、生态旅游“六大生态产
业”发展，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做好山水文章，发展生态旅游。5 年
来，该市共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8 个、4A 级
以上景区 13 个，梵净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名录、国家5A级景区。

与 此 同 时 ， 铜 仁 市 通 过 强 化 制 度 创
新，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推动“生态
美”与“百姓富”同频共振，让一方百姓
真正共享绿色发展红利。

2022 年 9 月初，在人民银行贵州省分
行、省农信联社等单位和部门的指导与协
作下，江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率先创新

推出“梵净生态账户”。该账户是针对个人
和企业在日常生产、生活、经营过程中的
生态行为与成果进行信息数据采集，通过
指标评价赋予一定分值的虚拟账户。

“梵净生态账户”以生态资产、生态经
营、生态生活、生态保护、生态金融 5个一
级指标推出个性化积分评价标准，涵盖 147
项指标。当“梵净生态积分”达到一定数
值，根据群众或企业的需求，可兑换授信
额度提升、贷款利率优惠、黔农云积分、
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等金融优惠政策。

目前，江口农信联社已创建各类“梵
净生态账户”客户 9606户，利用账户积分
评级授信49972.12万元，利用账户积分应用
发放贷款 1905 户，贷款金额 47455.4 万元，
通过生态积分应用，年累计减少利息 371万
元。

此外，铜仁市进一步深化梵净山自然
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民心党
建+河长制”，探索建立“垃圾兑换超市”
等，其中铜仁市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管理机制、江口县农村生活垃圾积分兑换
机制、万山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改
革举措和经验做法被国家发改委列入推广
清单。

“梵天”逐绿行，桃源起欢歌。从山美人
穷，到景美民富，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
向转化通道更宽更畅，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
强，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蓝图，正
在黔东大地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梵天”逐绿行 桃源起欢歌
——铜仁市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本报讯 （记者 田勇） 9 月 1 日，铜
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以“传承红
色基因·开启梦想征程”为主题的中国工
农红军贵州石阡困牛山红军学校授旗授牌
仪式暨开学典礼举行，标志着全国第489所
红军学校投用。

“困牛山红军学校在革命老区正式揭
牌，象征着全国红军小学的建设走上一个
新的台阶。”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办公室
副理事长方强告诉记者，全国第一所红军
小学是在贵州娄山关，现在贵州的红军小
学已经达到了 20所，“相信革命老区的孩子
们，会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这个项目推进非常快，今天得到授牌
非常开心也很激动，感觉自己的心愿完成
了。”看着崭新的教学楼和满心欢喜的师
生，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鞠
华国脸上挂满喜悦。他说，学校建成以
后，很多村里的孩子都会来上学。

作为革命老区，石阡境内红色革命遗

址众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1934 年 8 月
初，红军长征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团一路浴血奋战进入贵州。10 月 16 日，为
掩护红六军团主力突围，红 18师 52团被敌
逼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中，红 52团指战
员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被敌军裹挟
走在前面的老百姓，毅然砸断枪支集体跳
崖。松柏簇拥中的红军壮举纪念碑，仿佛
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近年来，石阡县紧抓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历史机遇，深耕红色沃土，充分
发挥红色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优质资源
的作用，加强红色资源挖掘和保护，不断
丰富红色文化教育素材。

依托困牛山红色文化资源，贵州省教
育厅和铜仁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多次
深入石阡县现场调研，全力推动困牛山红
军学校项目高质量建设。

新校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 8647.52平方
米，建筑面积 4850.18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2471.75 万元，主要建设教学楼、食堂、学
生宿舍、校门、学生运动场及室外附属工
程等，办学规模为6个班。

“新学区的投用，给了我们更加明确的
办学方向和理念。”困牛山红军学校校长余
明状告诉记者，学校始建于 1933 年，时名

“保国民小学”。1992 年，改名为“龙塘镇
川岩坝小学”。今年 3月，正式更名为石阡
县困牛山红军学校。

作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学校，该校坚
持将本地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着力构建
红色文化“大平台”“大课堂”“大师资”，
不断提升“大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以
红色资源库、教育基地为载体，全力创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主动融入全
国中小学生智慧教育云平台；开展各类特
色活动，以“大思政课”推进困牛山红色
文化育人迈出新步伐，深受学生和家长好
评。

“我们组织少先队员，开展‘踏寻红色

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研学活动，让学生
在研学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鲜活性，让红色
基因融入血脉。”该校教师李煜嫣介绍，今
年以来，到困牛山开展红色研学的学生已
达8136人次。

据 了 解 ， 该 校 利 用 《红 军 长 征 在 石
阡》《浴血困牛山》 读物及影视片，《壮士
血染困牛山》《一封红家书》 红色歌曲等作
为思政教材，开设“军体拳”“话剧社”

“合唱班”等红色兴趣小组，设计红色研学
课程 8 门、参与式体验活动 10 项，培育

“小小红色讲解员”32名。同时，还通过构
建“沉浸式情景模拟+参与式体验活动”的
红色育人模式，让学生在红歌演唱、话剧
演出、故事讲演、作品制作、竞赛闯关等
实践中达到学习目标，实现红色文化教育
课程化。

此外，该校通过聘请专业讲解员、道
德模范、劳动模范等兼职学校思政教师，
用鲜活的革命故事教育和感染学生，激励
学生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行动自觉。

“立足新起点，书写新篇章。”余明状
表示，今后，学校将继续在思政课教研、
实践教学、党性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
不断提升困牛山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价值、
丰富育人内涵、拓宽育人路径，使困牛山
红色文化底色更加鲜亮。

红色文化铸魂 红色基因传承

石阡困牛山红军学校投用

立秋过后，暑气仍未消散。夜幕降
临，铜仁市梵净山下的印江自治县城霓虹
灯开始闪烁，城市烟火气在街头巷尾渐渐
升腾。市民逛夜景、品美食，享受惬意的
小城时光，点亮了城市夜经济。

夜色阑珊，印江自治县炎夏广场、文
昌广场、古镇的餐饮店早已忙碌起来，准
备好烧烤、小龙虾等美食招待顾客。一群
群食客走进美食店，一边享受美食，一边
和朋友畅聊放松。

“我们家卖烙锅很多年了，很多老顾
客都喜欢来我们家吃。前几天县里举办印
江篮球联赛，人流量激增，店里的生意也
比平时好。”文昌广场负一楼烙锅店老板
娘雷蕾说。

自 7月底举办乡镇篮球联赛以来，不
仅沿河、思南等周边区县的选手纷纷前来
参加篮球赛事，还吸引了大批球迷相聚印
江。夜食、夜间体育相串联，不仅展现了
城市魅力，还促进夜经济蓬勃发展。

为躲避高温，人们更倾向于傍晚或夜
间外出。华灯初上，夜幕下的印江烟火气
升腾。在印江凯旋城商业街、东城一号美
食街，特色炒饭炒粉、烧烤、冰粉、芋泥
冰等美食让人目不暇接。摊主在小推车旁
支起折叠桌椅，有的还挂上标新立异的摊
位招牌，时尚且新潮，为小县城赋予满满
活力。

“生意好时一晚上能卖将近 100 碗。”
傍晚时分，凯旋城商业街，一家芋泥冰摊位前已排起队。这
个摊位从下午 5点半开始摆摊，直至晚上 11点左右。老板任
雪艳动作麻利地在摊位前操作，两分钟左右便出炉一碗味道
鲜美的芋泥冰。

“辣卤牛蛙”的 95后老板邢俐洪，自去年开始在东城一
号街区摆摊以来，生意稳中向好。“天气炎热，大家都在晚
上出来宵夜，平均每天有近千元收入。”邢俐洪说。

夜
经
济
红
火

烟
火
气
升
腾

贵
州
日
报
天
眼
新
闻
记
者

蔡
茜

当 前 ， 正 是 辣 椒 采
摘 销 售 时 节 。 位 于 铜 仁
市 德 江 县 复 兴 镇 的 贵 州
徐 源 辣 椒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厂 房 内 ， 已 堆 满 红 红
的 辣 椒 ， 厂 房 外 还 有 很
多 销 售 辣 椒 的 车 辆 在 等
待卸货。

复 兴 镇 一 直 是 德 江
辣 椒 销 售 的 集 散 地 ， 但
以 前 辣 椒 经 纪 人 收 购 的
辣 椒 ， 基 本 上 都 要 运 到
遵 义 虾 子 销 售 。 去 年 ，
在 政 策 扶 持 下 ， 贵 州 徐
源 辣 椒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加
工 能 力 进 一 步 提 升 ， 让
当 地 种 植 的 辣 椒 实 现 了
就 近 销 售 。 目 前 ， 该 公
司 的 精 加 工 车 间 即 将 建
成 。 投 产 后 ， 可 生 产 油
辣椒、火锅底料等 20 多
款 产 品 ， 年 需 求 干 椒 量
在 1500吨以上。

图 为 公 司 负 责 人 检
查 传 送 带 上 辣 椒 自 动 摊
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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