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进一步筑牢网络安全屏障，12 月 23
日，钟山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分别在该分
局凤凰派出所、荷泉派出所为辖区旅馆
业主开展网络安全知识培训，进一步提
升行业网络安全管理水平，全力维护钟
山区健康的网络社会秩序。

培训中，网安民警向大家介绍了旅
馆行业智能化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并就

网络安全操作知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及责任追究、互联网信息服务商信息网
络安全检查内容及要点、网络信息传播
特点、网络舆情应对及处置、网络安全
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等进行详细解读。
要求旅馆行业负责人严格落实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安全防范，确保
旅客信息登记合法、管理得当、保护到
位，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发生。提醒

旅馆业从业人员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
高网络安全防范能力，及时发现网络
安全风险隐患与漏洞，加强网络安全
知识和基本防护技能学习，增强学网、
懂网、用网的业务能力。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旅馆行业
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水平，为筑
牢网络安全屏障和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
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 竣）

钟山公安分局网安大队

开展辖区旅馆行业网络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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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天门村，位于水城区花戛乡政府东
北部，北盘江大峡谷上游，四面分别与
本乡吴王村、花水村、海子村、磋播村相
邻，北盘江和乌都河从村旁流过，在村
庄西北侧交汇。全村总面积 10 平方公
里，有耕地540亩，其中水田436亩，旱地
104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是
一个纯农业村，是古村落保护区域。天
门村辖鸭场组、新寨组、滚塘组、小寨
组、大寨组、坪寨组 6 个村民组，截至
2023年底，全村共有228户1180人。

天门村是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
布依族古村落。据相关史料记载，该村
布依族祖先主要来自普安县或北盘江
下游一带。祖先们溯流而上，在此躲避
战乱、匪患和自然灾害，寻求清静安全
的生活环境。该村原属顺场乡，1953年
设置花戛民族自治乡后，便隶属花戛民
族自治乡管辖。1992年三乡合一，并置

花戛苗族布依族彝族乡，该村依然隶属
花戛苗族布依族彝族乡至今。

天门村背靠悬崖峭壁，面朝两江大
峡谷，依山傍水、森林密布、群山绵延。
全村平均海拔810米，年均气温18.8℃，
无霜期达 345 天，森林覆盖率达 80%以
上，气候怡人，有“天然氧吧”之称。境
内有宜林荒山荒坡0.43万亩，水土资源
丰富，适宜发展种植业及畜牧业。

天门村为布依族聚居的传统村寨，
村中保留着由 135 栋完整的木瓦结构
建筑组成的吊脚楼群，点缀于青山绿
水间，与层层梯田、遍野枫林构成一幅
绝美的山水田园风光画卷。2017 年，
人类学纪录片《中国吊脚楼》在此录
制，并入选第十二届丝绸银幕亚洲美
国电影节展映影片，将中国的吊脚楼推
向了世界。

2014年11月，天门村被列入第三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该村被命名
为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1
年，天门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天门村与吴王山
天门村，处在“列山环拱，江河围

合”的地理格局里，地势西高东低，三面
被吴王山、鸡冠岭、木耳大岩三座大山
将其环抱成一个马蹄形；两面环水——
北盘江与乌都河形如两只巨手，将其合
围于怀抱里。去天门村必须经过的吴
王山垭口，上下落差数百米，如同天然
咽喉要塞。天门村就坐落在谷盆中，吴
王山垭口被当地居民称为“南天门”，因
而，“天门村”之名由此而来。

而吴王山之所以得名，传说与历史
上的“吴王剿水西”有关。

吴王山之前叫“翠屏山”，因山上植
被茂密，野草丛生而得名。到了清初，

“翠屏山”被更名为“百鸟山”。据说因

其有百个山峰，最前面的山峰形如一只
巨大的老鹰伸着长长的鹰嘴（后因地
震，鹰嘴掉落）。百个山峰中，还有一座
山峰高高突起，鹤立鸡群，被视为百

“鸟”之王，称之为“中山”。站在中山之
巅，可以俯瞰众峰，颇有“一览众山小”
之感。

到清顺治年间，吴三桂被清廷封为
平西王（民间以其姓称“吴王”）。野心
勃勃的他坐镇云贵，窥视中原，一心想
找一片有100个山头的地方来修建自己
的城池。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吴三桂
以索要时任贵州宣慰使的安坤小妾为
由激怒安坤反抗，借机发动对水西的战
争，史称“吴王剿水西”。期间，吴三桂
带着大军经过天门村时，一下子被百鸟
山吸引住。他暗想，百鸟朝凤，岂不是
皇权的象征？加之此处地势险峻，如在
这里建座城池，把王宫建于此处，进可
攻，退可守，岂不妙哉？就算将来要谋
天下也是极好的……吴三桂越想越兴
奋，决定亲自勘察地形，打马奔波于群
峰之间。当他来到其中一个大坡（位于
吴王山对面）时，人马俱乏，口干舌燥，
不由气喘吁吁道：“差点把我跑脱气
了。”从此这个坡就叫“脱气坡”。

吴三桂登上最高的中山峰顶，数来
数去却只有九十九座山峰，不由大失所
望，悻悻离去。数年之后，吴三桂举兵造
反，兵败后再次退到此处，却数出整整一
百个山峰，原来前次他忘数脚下的山峰
了。这下气得他连拍胸脯：“罢了！罢
了！这真是天亡我也！”随后命令士兵在
山腰上挖了一道战壕，败逃而去。

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吴王
山”，直到现在，吴王山腰上的那条壕沟
（战壕）都还没被填平。这个故事在天门
村代代相传。那时候，天门村已经有人
居住，据说天门村的鸭场组布依族村民
是明代成化年间从普安县龙吟镇石古村
迁移而来，他们世代居住在吴王山下，对
吴王山的故事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独特的民居文化
从水盘东线公路小鸡场分路进入

吴王山，再沿垭口而下，或从另一条公
路经口坪到鸭场，进入北盘江畔的天门

村，映入眼帘的是夹道相迎的枫树、错
落有致的梯田和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
吊脚楼群。

天门村的吊脚楼被称为干栏式覆
瓦歇山顶传统穿斗吊脚楼，歇山顶正间
带厦，有以大小五柱、七柱所区分的，一
间两厦，两间两厦、三间两厦等不同形
式。每一栋都以木柱撑体、木板装壁、
青瓦覆顶，顶上有较为窄小的“天合
楼”。地基以手工敲打的青石为主，坚
硬扎实，屋里地面先前主要用泥土铺
平，后来大多是水泥地板。木柱和板壁
材料，主要是青冈木或杉树，硕大笔直，
年代久远后颇有裂痕，斑驳古旧，青瓦来
自村里或隔壁村的瓦窑，多年才修补。
此类吊脚楼冬暖夏凉，隔热避湿。但隔
音效果较差，屋中交谈，屋外可听。每当
饭点，炊烟袅袅，显得古朴宁静。

吊脚楼一般分为三层，底层主要用
来存放生产工具、圈养家禽与牲畜、存
放农用肥料，堆放柴火，设置舂碓、磨
坊、手工坊等；二层为生活居住空间，包
括厨房、伙房、卧室、堂屋等，摆放常用
的生活用品和贵重物件；三层则用来存
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物资，部分人
口较多的人家也会在上面开铺睡觉。
远远望去，这些吊脚楼在梯田之上罗列
排开，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天门吊脚
楼群是六盘水市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
布依族吊脚楼建筑群。“百年村落，民居
标本”，它们是布依族人民百年民居文
化的缩影。

在天门村，吊脚楼群主要集中在大
寨、小寨和鸭场3个村民组，尤以小寨吊
脚楼最多，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若论
修建时间长短，则以鸭场吊脚楼的年限
最为悠长。

据统计，天门村尚存吊脚楼135栋，
分散在各个村民组，其中，大寨22栋，小
寨28栋，滚塘18栋，新寨26栋，鸭场19
栋，坪寨22栋，这些吊脚楼修
建年限长达百年以上的就有
32 栋，尤以鸭场卢凤象家的
吊脚楼距今已有136年，建筑
面积167.2平方米，是全村存
世时间最长，建筑面积最大
的吊脚楼。

悠悠北盘江水穿过古榕树旁，流过
吊脚楼前，夕阳西下时，落日余晖映衬
着浣衣女子的容颜，银铃般的笑声盈
耳……自然天成的画面令人心旷神
怡，这里是空中楼阁般的缥缈之旅，亦
是小桥流水似的朦胧画意，更是醉美天
门的诗和远方。

村里的吊脚楼因年代久远，大都呈
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给村民们的居住带
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当地政府
结合“三改三化”“透风露雨整治”等项
目，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吊脚楼的屋
顶、柱头、板壁、路面等进行修缮，既保
留了吊脚楼的原有风格，也消除了安全
隐患问题。

“村里修缮吊脚楼，我发自内心高
兴！”现年70岁的王华友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他说自己在吊脚楼住了一辈
子，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如今住着的吊
脚楼更是自己亲手修建的，已经30多年
了，多少有些损坏，要舍弃的话总归舍
不得。

古时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若从陆上
通道进出都必须翻越位于新发村、天门
村与鸡场村三村交界处的吴王山，才能
走上平坦大道。这段400多米长、有100
余米呈斜状“S”形的山路，人称“挂壁天
路”。挂壁天路下段石面平滑，呈45度
角倾斜向上；上段约300米途程，处于宽
不足1米的石壁夹缝中，阶梯由乱石铺
就，蛇虫常有出没，凶险异常。

2004年7月，天门公路动工，2005年
初通毛路，2016 年硬化设施完成，从主
干道至天门村的两条 19 公里左右的通
村水泥路让昔日的天堑变通途。特别
是 2022 年开工，拟在 2026 年完工的安
盘高速公路横跨野钟乡发射村与花戛
乡吴王村的“天门大桥”开通后，将为下
一步天门村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大好
机遇。

水城区花戛乡天门村村史村事（上）

“列山环拱，江河围合”的百年村落
□孙金贵

天门村“南天门”。王立扬 摄

本报讯 12 月 21 日晚，六枝特区塔
山街道一住户因睡前未关闭电烤炉，
导致线路短路起火引燃周边可燃物，
虽 未 造 成 人 身 伤 亡 ，但 却 烧 了 整 个
家当。

当晚10时53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六枝特区塔山
街道一民房起火，急需消防救援。

经调度，六枝特区团结路消防救援
站立即出动3辆消防车和12名消防队员
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立即展开侦
查，发现起火位置位于一栋居民楼5楼一
住户客厅，现场无人被困。据此，消防救
援人员迅速沿楼梯铺设水带至5楼，利用
水枪灭火。

10分钟后，火势被控制，消防救援人
员再次对现场冷却降温并清理余火，确
认无复燃可能后，收整器材归队。

对此，消防部门提示：冬季使用取
暖设备时，要拉开取暖设备的距离再取
暖，用时看好走时关，谨防家电“发火”，
确保平安过冬。

（刘 潇）

六枝一住户取暖不慎烧了家当

朱云先、王红军领导碗厂革命
活动

在水城境内还活跃着另一支齐心
会的队伍，是由红军战士朱云先、王红
军领导的碗厂齐心会。

1935 年 4 月，红九军团长征经过
水城时，朱云先、王红军（因不知其名，
以其姓王称为“王红军”）两位红军战
士因患重病不能继续跟随部队长征，
留在顺场邓焕章家治病。3个月后，病
愈的朱云先、王红军因赶不上主力部

队，便决定留在当地先稳定下来，再设
法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尔后，二人到
龙场区当区丁，又辗转到碗厂碗厂村，
在当地进步青年焦少兰的协助下，朱
云先、王红军暗地串联起了一批革命
群众。

1936 年 12 月的某个晚上，朱云
先、王红军、焦少兰、喻炳（丙）清、李绍
（少）文、周永安、周占云、周占清、陈金
廷、陈少兰、周少清、杨俊臣、王国良13
人秘密召开会议，商议建立碗厂齐心

会 ，推 选 朱
云 先 任 队
长 ，焦 少 兰
任 副 队 长 。

会议议定：一、齐心会的行动宗旨为打
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国民党乡
保长抓兵派款和敲诈百姓钱财；二、发
展齐心会组织，争取年底发展到100人
以上；三、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在已
有七八支枪的基础上，到年底争取增
加到30支。

碗厂齐心会建立后，在碗厂村一
带开展革命斗争。1937年至1938年，
先后攻打发提哥波寨土目关子朝、龙
场区区长陆子高、土目禄银坤。

1939 年夏，禄银坤之子纠集当地
土豪、乡保长势力300多人，对齐心会
发动突然袭击。朱云先、王红军、焦少
兰等率会员奋起迎敌，碗厂群众拿起

梭镖、菜刀、锄头、棍棒一起参战。击
毙击伤敌人6名，缴获枪8支和一批物
资。战斗中，朱云先、王红军不幸牺
牲，齐心会遭受巨大损失。会员们将
烈士遗体安葬在碗厂村，在焦少兰带
领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2 年 2 月 13 日，国民党保安团
团长罗湘培派人以“私设公堂，冒充司
令，窝藏共匪，掩埋共军”等罪名，将焦
少兰杀害于龙场街口。焦少兰就义
后，尽管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但朱云
先、王红军等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
灭。齐心会会员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利用各种机会做群众工作，继续坚持
斗争，直至水城解放。

失散和驻留红军的活动（中）

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

日前，骑摩托车前往市
中心城区明湖国家湿地公园
游玩的游客，擅自将所骑的
摩托车乱停乱放，影响景区
景点的文明形象。

钟文闾 摄

日前，在市中心城区明湖国家湿
地公园游玩的游客用闲置的枝叶作扫
帚，将浮桥栏杆上堆积的尘垢、落叶等
清扫干净，为游客提供靓丽舒适的旅
游环境，这种公益精神值得点赞。

钟文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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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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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水城区“阳
光驿站”经过前期场地
准备、物资进驻、实地调
研、培训指导等筹备，于
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据 了 解 ，水 城 区
2024 年“阳光驿站”项
目共有沙龙社区、双水
社区、住武社区、新桥社
区、石桥社区、双龙社
区、百车河社区 7 个项
目点。每个项目点配备
了一名专职志愿者，负
责日常开放管理。

此外，“阳光驿站”
还设置了学习辅导区、
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
区等功能区域，不仅有
粘土、彩铅、油画棒等
手工工具，还有科学实
验套装、拼图、跳棋等
益智玩具以及乒乓球
桌、桌式冰球桌、桌式
足球桌、篮球、排球等
体育设施。

开放日期间，各项
目点“阳光驿站”共迎来
了 120 余名“小客人”，

他们在“阳光驿站”学习、绘画、做
游戏、做运动等，相互交流，共同
成长。

水城区“阳光驿站”的开放，
为孩子们提供思想引领、温馨陪
伴、生活帮助等多方面的关爱。

（水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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