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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下午，海南省临高

县举办了一场旨在打造临高精品

木偶剧目的论证会。

来自江苏、云南等地以及海

南省内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提升临

高木偶戏发展水平、促进临高非

遗保护和挖掘工作、打造临高精

品木偶剧目，展开了热烈讨论。

临高木偶戏是一种古老稀有

的传统戏曲剧种，主要流传于海

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儋州、澄迈

地区，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为落实中央 《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 精神，营造良好的非遗保护

氛围，在临高县委宣传部、临高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的支持

和指导下，临高县木偶剧团与临

高县歌舞团拟以高标准共同打造

一个临高精品木偶剧目，献礼海

南解放70周年。为确保剧目的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临高特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赴临

高参加精品剧目采风活动及论证

会。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艺术处处长葛云峰会上指出，

非遗文化应与旅游开发相结合，

新剧目要走市场化、可持续发展

的路子，让本土精品文化带动旅

游市场，真正实现文旅融合。

临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

孟伦说，临高是海南解放战役的

登陆点，红色基因要代代传承。

临高木偶戏和哩哩美是临高的文

化名片，新精品剧目要充分把握

地方特色，充分利用本土文艺人

才，剧目要做好小舞台演出准

备，避免精品剧目为获奖而获奖。

临高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局长黄小苹也对临高精品木偶

剧目寄予厚望。她表示，临高木

偶戏作为国家非遗保护项目，深

厚的文化底蕴有待挖掘，新精品

剧目的打造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

新发展。

“一个地方对木偶剧目的开发

工作如此重视，在我看来是很罕

见的，我对此表示敬佩和羡慕。”

云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潘卫炎表

示，此次临高之行让他感受到了

临高的文化自信，尤其是临高县

木偶剧团团长陈欣子能够坚守基

层文化阵地，切切实实“只想为

临高做点事情”的想法和情怀，

让他感到由衷敬佩。

论证会主要围绕精品剧目的

名称、核心故事、舞台呈现方

式、受众群体等重大问题展开充

分的论证。论证会由陈欣子主

持，她对新剧目的初步构思是红

色记忆、蓝色畅想、绿色崛起

“三融合”。

江苏省木偶剧团团长、扬州

市木偶研究所所长戴荣华认为，

临高县木偶剧团目前存在人员老

化、与市场脱节等不足，与临高

县歌舞团合力打造新剧目，有利

于弥补人员结构上的不足。临高

木偶戏有国家级非遗这块金字招

牌，扬州市木偶研究所愿意派员

来临高，倾力指导临高精品木偶

剧目的编剧、表演等工作。

“不管是人偶戏还是木偶戏，

都只是表演手段，戏剧重在讲好

故事。”国家一级编剧胡小元围绕

“献礼海南解放70周年”的主题，

构思了一个精妙的故事框架。他

还指出，在剧目的名称上，建议

不要承载过多的沉重因素，而应

以精巧、唯美为主，突出故事性。

海南省合唱协会主席张德美

认为，新剧目要考虑生动性、趣

味性与价值观的统一，以及文化

与旅游的统一。

原海南省民族歌舞团团长、

国家一级编剧孙凯表示，编剧上

应注重以小见大，音乐定位必须

以临高哩哩美为主，舞台展现上

除了人偶同台演出，还可以通过

声光电来做好细节上的呈现。

在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副院长许潇尹看来，临高哩哩美

用的是临高方言，不同于普通

话，所以在剧目的编排和推广方

面，要注重突出临高特色，而不

能完全照搬扬州模式。

中 国 音 乐 文 学 学 会 常 务 理

事、海南省音乐文学学会会长刘

建全，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副院长曹量，海南省曲艺家协会

顾问罗大明，临高县歌舞团团

长、临高木偶剧团编剧林翔等专

家也纷纷畅所欲言，为临高木偶

精品剧目的打造建言献策。

专家学者建言打造海南临高精品木偶剧——

挖底蕴育价值 扬文化兴市场

记者 牛新建
通讯员 高步芳

近年来，甘肃省礼县持续推

进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着力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

水普及率和供水保证率，实现农

村安全饮水全覆盖，让农村群众

能喝上一杯干净的水。

礼县水务局局长马驰介绍，

“十三五”以来，全县已经投资

32485.77 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 524 处，解决巩固了涉及

558个自然村、87981户、38.34万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巩固提升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 126 处，完成投

资13156.21万元，保障了14.74万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安装水窖净

化设备2083台，提升了9000人水

窖水的水质；维修水毁人饮工程

242 处，完成投资 7678.46 万元，

保障了13.38万人的饮水问题。全

县农村饮水安全状况已经得到明

显好转，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喝

上了放心安全的饮用水，生活质

量明显提升。

桥头镇丰元村位于礼县南

部，由于地处偏远，加上村子坐

落在山上，在实施安饮工程以

前，吃水一直是个难题。村民张

兴旺回忆，以前村民经常要去两

三 里 外 背 水 喝 ， 水 质 也 不 好 。

2017 年，丰元村实施了精准扶贫

饮水安全工程，投资 80.2 万元，

新建 1 眼大口井、1 座泵站、1 座

高位水池，水管网接入23户，如

今村民都吃上了自来水。

位于西汉水雷坝段山坡高地

的鱼池村沟槽组，村民们称之为

“没水山”。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在

摸排出该组饮水困难的问题后，

列入2019年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在建设过程中，因地质条件

所限，施工队只能在石崖上艰难

开凿引水管线，从 3 公里外的滩

坪镇白草村，引来甘甜的山泉

水。现在，鱼池村沟槽组的村民

们终于甩掉了“没水山”的帽子。

礼县白关镇硬坪村所处位

置，山大沟深，地质地貌复杂，

最近水源在 3 公里以外，地表地

层覆盖薄，管线开挖多在灰质基

岩和裸露的风化岩上，工程施工

难度大，施工环境复杂。礼县水

务局在2020年精准脱贫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中，摸排出当地饮水安

全存在的问题后，列入2020年礼

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工程，

因地制宜设计工程建设方案，工

程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开工建设，

预计6月中旬竣工使用。

此外，礼县在人口相对集中

的地区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彻

底解决相关区域的饮水安全问

题。礼县翠峰水厂是目前全县最

大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对工程覆盖范围内

的城关镇石寨、燕河及石桥镇瑶

峪，王坪、石桥 5 处农村供水工

程进行了升级联网，管网联通后

并入翠峰水厂大管网体系；同

时，为工程配套整合了2014年城

关镇石寨、燕河水厂及2015年石

桥镇三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提

高了工程供水保证率和水资源利

用率。翠峰水厂及 3 处抗旱应急

水源工程总投资 3484.9 万元，工

程扩建整合完成后，日总产水量

可达7000立方米，解决城关镇和

石桥镇2镇、20个村、3.47万人的

饮水安全问题，可供县城居民用

水。

礼县投资 813.05 万元的雷王

供水工程，建成后解决片区 17

村、14149 人，以及 15 所学校、

1794 名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实

现了全乡户户自来水化目标。礼

县罗坝崖城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于

2016 年 7 月开工建设，同年 12 月

竣工，完成投资 643 万元，解决

了崖城镇卢家村、中条村，罗坝

镇焦赵村、杜沟村等11村，罗坝

镇机关单位及紫金矿区 1472 户、

6495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位于江口镇愣上村的礼县金

鸡产业扶贫项目供水工程，总投

资558.97万元，新建1个水厂，解

决金鸡产业园供水问题，保障了

园区日常生产生活用水。

礼县永坪水厂工程概算总投

资 643.38 万元，解决城区 2.4 万

人，永坪镇、城关镇个 18 村、

4200户、1.8万名农村居民的供水

问题。

引得甜水泽万家
——甘肃礼县安全饮水工作纪实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张耀西

从农技员到副县长，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再到农技员，江苏省泗阳县退休干部王民把为民服

务落到了实处。

2016年底退休后，王民担任了县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会长，重操旧业当起了农技员。他带领农

业分会、家庭农场分会的技术专家走基层、跑田头、

看苗情，通过田头现场会、科普宣讲会等形式，手把

手教农民识别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此外，他还经常

在家庭农场微信群，发布农情测报，发布小麦中后期

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农户们遇到不懂的，拍张图

片到群里，王民和群里的专家看图讲解，帮助农民解

决问题。

王民说，传统的种管收思维已经落伍了，眼下

流行的是产业农业、品牌农业、创意农业、民俗农

业和旅游农业。作为农技员，不能光靠激情，还必

须与时俱进。

三庄乡粮食滞销，好米卖不出好价钱，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王民通过走访发现，

粮食滞销是单一化生产所致。在王民的帮助下，三

庄乡农民费从苗兴办了中谷米业公司，专门收购加

工本地农民的稻谷，年加工稻谷10万吨，相当于16

万亩水稻的产量。公司不仅破解了农民卖粮难题，

收购的粮食高于市场价近 2 毛钱，让农民重拾了种粮信心。同时，

公司吸纳35个农民就业，月薪高达4500元。费从苗介绍，他正在筹

划订单农业，跟本地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签订收购合同。

与农业打一辈子交道的王民清楚，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产品

品质，创建特色农业品牌，科技是关键。“八集小花生”是泗阳特色

农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受品种退化、地下

害虫严重、种植方式影响，“八集小花生”产量品质有所下降，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收入。王民带领张再平、朱耀亭等技术骨干选择

双桥村进行品种选育、防治地下害虫和新模式栽培试点，为农民种

好花生当顾问。试验取得成功后，其经验在全乡推广，亩产增加

30%以上。

此外，王民不仅传播技术，还围绕“三农”问题开展调研，他

撰写的22篇调研文章，为全县“三农”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他服

务“三农”事业的精神，感染带动了老科协的每个人，老科协呈现

出“争先恐后献余热”的生动局面。

再
当
农
技
员
的
老
县
长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望勤 雷红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全

椒县坚持水利工程补短板治水总

基调不动摇，保障大中小型水库

安全度汛，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

力。

全椒县地属长江流域、滁河

水系，每年 5 月初即进入汛期。

三湾水库抗旱补水工程是全椒县

水利局实施的2020年农业灌溉保

障能力提升项目之一，与马厂水

库、大牧塘抗旱补水工程共同构

成 3 条抗旱补水线，项目总投资

1071 万元。3 条补水线路自北向

南延伸，与滁河连通，建设完

成后，将实现内水与外水互通互

调。目前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预计在今年汛前可发挥作用。

3 月起，三湾水库的 13 名职

工开始着手开展灌区汛前检查、

工程管理、水政巡查等各项工

作。三湾水库副主任姚有青介

绍，三湾水库岗李电灌站，进水

渠工程打通后，可将长江水引到

水库，可在旱年保障灌区大墅、

古河2个镇的11个行政村居民的

生产生活用水。

截至目前，全县 5 座大中型

水库、102 座小水库等水利枢纽

工程和水工建筑物已经全部检查。

安徽全椒水利工程补短板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记者 戚原
通讯员 代蕊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广元

市旺苍县出台《旺苍县促进生猪

生产十二条措施》，分别从稳定猪

源、配套政策、疫情防控等方面

为全县生猪稳产保供保驾护航。

《措施》要求，以村为单位，

搞好仔猪、能繁母猪需求调查，

建立供需台账，做到存栏数、市

场需求数两清；严格执行本地仔

猪首先满足当地填槽补栏需求的

政策规定，采取乡与乡调剂、与

本地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对接等方

式解决仔猪缺口；鼓励生猪养殖

企业“点对点”从县外调入仔猪。

《措施》 提出，2020 年新增

能繁母猪按照 300 元/头的标准，

给予一次性补助；开展养殖场

(户)信用和畜禽活体质押贷款金

融服务，对年出栏 500 头及以上

的养殖场，按照2%的年利率给予

进项贴息，单个养殖场一次性贴

息总额不超过 5 万元；落实好最

新生猪政策性保险政策，育肥猪

保险金额提高到800元/头、能繁

母猪保险金额提高到1500元/头。

《措施》指出，强化疫情传播

的重要关口、重点环节的监管，

严把生猪调运监管关，严格落实

清洗消毒，车辆、人员进出管理

等综合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屠宰

管理要求，坚决防止病死猪和未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生猪进入

屠宰场；严把病死猪的检查扑杀

关，一旦发生生猪不明原因大量

死亡的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开展

疫情检测认定，启动疫情处置，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丁国法

本报讯 去年以来，河南省

唐河县苍台镇向农村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

貌提升发力，农村人居环境得到

改善。

苍台镇启动人居环境大整

治，大力实施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工程，制定全镇人居环境整治

可行性方案，开展群众性清扫活

动，以村为单位，聚焦村组、道

路、河道、沟塘等，发动广大干

部群众开展拉网式垃圾清零行

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

苍台镇村镇干部逐户开展调

查，全面摸清未改厕户底数，建

立完善镇、村改厕工作台账。对

未改厕，镇财政配套一定资金，

鼓励农户开展室内改厕，推动改

厕到位，确保每一户改厕都质量

优良、使用有效、群众满意。同

时，全面启动农村公厕新建工

作，压实村级人居环境整治责

任。目前，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

改造率达到 95%以上，厕所粪污

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苍台镇要求生产工具、生活

用具、建筑材料等分类规范收

置，每个村建设或改造一座以上

杂物棚，引导农户家禽圈养，实

现村居生活区、公共场所四周环

境清洁。

记者 郑义
通讯员 矣赵辉 代志仙

记者一行人来到地处云南省

安宁市连然街道东南部的桃花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悠然的生

态画卷。

现年72岁的桃花村村民杨翠

芝，见证了村庄的变化。杨翠芝

说：“我们村很久以前叫逃荒村，

后来渐渐发展好了，就改名叫桃

花村了。现在生活过得好了，党

和政府对我们老人也好，每个月

还能领到养老补助，我相信村子

发展还会更好。”

连然街道党工委书记说：“连

然的发展，要走引领型、复合

型、互补型兼具的路子。我们将

紧抓美丽乡村建设机遇，以‘一

村一品’工程为载体，把桃花村

打造成安宁美丽乡村典范。”

2020 年初，在连然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的引领下，桃花村把打

造美丽乡村作为“一村一品”建设

的核心目标，欲把桃花村打造成生

态体验型乡村旅游示范品牌。

桃花村党总支书记说，在连

然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关心支

持下，桃花村坚持规划引领、快

干实干，确保美丽乡村建设计划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桃花村着力落实 5 项措施，

实施村间路面硬化、排水沟改造

工程，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实施

老坝塘改造工程，打造环湖公

园，提升村景亮点；实施村容村

貌整治行动，加强垃圾收集清运

力度，使村庄整洁成为常态；实

施美丽风景线工程，打造十里桃

花景观，种植桃树，让桃花村名

副其实，提升美丽经济的吸引

力；实施打造村庄景观，让村庄

更有文化品位，形成人无我有的

特色景观。

沐浴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春风，一幅美丽乡村建设的画

卷，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乡村徐

徐展开，桃花村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

渐渐照进现实。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洪锦城 蔡秀玲

雨后，清凌凌的水在排水渠里

流淌起来，两岸的蔬菜郁郁青青，

这是福建省漳浦县深土镇示埔村后

门自然村田间地头的景象。但是，

在一年多前，村前这段不足800米

的排水渠却是另一番模样，村民叫

它臭水沟。

漳浦县宣传部林晓毅是示埔村

驻村第一书记。他回忆，2018年刚

来时候，排水渠充塞着大量淤泥和

生活垃圾，不仅堤岸溃败，污水横

流，而且每逢下暴雨，沿岸的800

亩良田有近一半浸泡水中，造成颗

粒无收，损失不少于200万元。

林晓毅下决心改变这一现状，

并写在示埔村《五年发展规划》里

面，“实施 800 亩以上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改善农田交通便道、水利

灌溉等设施条件，扩大村民农业生

产效益。”

林晓毅与村“两委”干部计划

向上争取资金，做通群众工作，彻

底打通排水渠，保护农田，保障农

户灌溉用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90 万

元的排洪排涝管道专项资金很快到

位。

林晓毅说，第一步得做通沿线

农户的腾让工作，因为有些填埋的

排水渠段已经被一部分人种上绿化

树或者蔬菜了。村“两委”干部分

头进村入户，和农户用心交流。很

快，原先占用排水渠的那些人纷纷

让出土地。

去年4月，示埔村初步清理了

排水渠后，将排水渠重新改造。半

年后，臭水沟终于实现了美丽逆

转，不但变直了，而且变宽了，水

流动起来了。此后，尽管下过几次

大雨，但未曾发生过水涝灾害，沿

岸农作物长势喜人。

臭水沟变清渠

昔日逃荒村 今日桃花村

河南唐河苍台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四川旺苍12条措施促生猪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