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盘州市两河街道沙坡居
委会 11 组半个箐的 90 余亩桃林迎来丰
收，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消费者前来购买。

半个箐的桃树依山而植，农户坚持
传统种植方式，不施加化学农药，让桃子
在自然状态下生长。成熟的桃子果实饱
满、色泽鲜亮、脆甜多汁，是周边市场的

“抢手货”。
据悉，半个箐种植桃子已有十余年

历史，目前已发展到90余亩，今年预计总
产量可达4万多公斤，主要在盘州境内销
售。为拓宽销路，农户们还开放果园供
游客体验采摘乐趣。 马 云 王可仪 摄

桃 子 熟 了 果 农 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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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

本报讯 近日，钟山区青林乡在灰
依村灰依三组龙井崩塌地质灾害隐
患点开展地质灾害演练，提升应对地
质灾害的能力，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
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与救灾能力，提
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演练模拟青林乡监测预警组通
过模拟监测系统发现隐患点位移数
据超标，经巡查员核实灰依三组龙井
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出现裂缝扩大、
土石松动等异常情况，逐级上报后启
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

演练中，指挥部迅速下达指令，
指挥各工作组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
开展应急响应工作。综合协调组通
过广播、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及
时、准确地通知群众进行撤离。抢险
救援组迅速行动，逐户敲门，耐心引
导群众按照提前规划并标注清晰的
逃生路线有序撤离。治安维稳组对
各路口进行封锁，引导群众有序通
行，避免出现拥挤、踩踏等事故。医
疗救护组跟随转移队伍一同行动，随
时准备处理突发的伤病情况。

演练过程中，模拟1至2名群众因

行动不便被困家中，抢险救援组携带
担架等救援设备，迅速进入危险区
域，将被困群众安全救出并转移至安
全地带。

后勤保障组在临时安置点对转
移群众进行信息登记，为群众发放饮
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妥善安置群
众。医疗救护组对模拟的“伤员”进
行紧急包扎、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理
后，及时转运至卫生院进行进一步治
疗。抢险救援组对模拟的滑坡体进
行善后工作，防止坡体进一步滑动和
积水引发二次灾害。

演练中，各部门紧密配合，迅速
响应，全面检验了乡镇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及时发现
并优化预案中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完
善应急响应流程和处置机制，确保在
真实灾害发生时，预案能够成为有效
的“行动指南”。

此外，演练后工作人员还向群众
普及地质灾害相关知识，增强群众地
质灾害防范意识，引导群众掌握逃生
避险技能，提升防灾自救能力。

（尹秋影）

钟山区青林乡开展地质灾害演练

提升防灾救灾能力

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查找隐患的目的，就
是要通过隐患整治或整改，营造出
安全和谐的作业环境，确保干部职
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

被落物砸伤，被水管绊倒，在湿
滑部位滑跌……这些看似不起眼也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磕磕碰碰，其
实都是隐患查找与整改不及时不到
位所引起的。无论生产或生活中，
隐患都是事故的“导火索”，一旦排
查或整治不到位，就会成为一颗颗
定时炸弹，在引爆的瞬间对我们的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失。因
此，在隐患查找过程中，一定要较真
和深入，不能轻描淡写，更不能马马
虎虎。要本着对自己负责、对身边
同事负责、对企业和社会负责的态
度，以“严、细、实”的作风，不放过任
何一个漏洞，不丢下任何一个盲点。

如今，在各种自媒体上，我们几
乎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关于各种
事故的信息，让人扼腕痛惜的同时
不寒而栗。每一起事故的背后，都
渗透着血与泪，也是一个个家庭希
望与幸福的破灭。这些虽然只是发

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故，但我们也要
秉持“他人生病我吃药”的理念，不
仅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更要在隐
患查找与整治上下真功夫、硬功夫，
从源头上斩断事故魔爪，将“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落实到位。

隐患查找的深入和较真，还需要
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相关单位要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案例剖析、安
全找茬、应急演练等方式，加强对各
岗位的安全培训，让大家都能掌握必
要的知识与技能。如此，才不会在隐
患查找中成为“睁眼瞎”，在整治隐患
时才能有方法、有方向、有实招。隐
患查找需要“火眼金睛”，隐患整治也
一定要果敢杀伐，惟其如此，才能让

“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管安全”实
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总之，隐患的查找与整治不能
走过场或搞形式，必须全员行动、全
员参与、全力以赴，才能排除一颗颗

“定时炸弹”，为我们的安全与健康
保驾护航。

隐患查找要较真
□吴道辉

六枝特区箐口乡居都村是贵州省内仡佬族语言保
留得较为完整的仡佬族社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
境和语言基础，居都仡佬族创造了古朴、独特、神秘的

祭祀文化。其中，以“吃新节”最具代表性。吃新节是
仡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八月的第一或第
二个虎场天，居都仡佬族吃新节便开始了。整个节日

持续三天，目的是祭祀天地、缅怀祖先、祈祷丰年。它
不但保留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风俗信息，而且“吃新”气
氛热烈，充满情趣。

祭祀文化是吃新节的核心，其内涵体现为祖宗崇
拜和自然崇拜。祭祀活动由长房主事人主持。长房主
事人是本宗姓的长房长子，地位世袭。祭祀用语全为
仡佬语，不准说其他民族语言。祭祀宰牛（宰马），讲求

“血祭”，崇尚雄性和神力。祭祀物品除用牲畜、米饭之
外，长房主事人还要上山采集数种野生植物，以此纪念
祖先“开荒辟草”的艰辛。

居都仡佬族吃新节为我们真实地记载着中国历
史演进过程中的仡佬族民俗风情，它承载着仡佬族生
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是研究仡佬族原始信仰
和仡佬族历史人文生存变迁的一部“活态”教材。抢
救和保护居都仡佬族吃新节，不仅对丰富和完善仡佬
族史料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更对推动中国原始信仰
和民俗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仡佬
族吃新节以其严格完整的程序传承着独特的民族祭
祀。这种严格完整的程序，成为密切人际交往、维系
民族感情、加深民族认可、增进民族凝聚力的特殊的
精神纽带。

居都仡佬族吃新节具有广泛的综合性或包容
性，包括经济、伦理、社交、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
方面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它有着无穷的
魅力。可以说，吃新节是仡佬族物质文化与精神
文化的结合体，是仡佬族文化的博览会。吃新节
传统文化的发展或延续，对树立其文化主人翁的
意识，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必将具有重要
的价值意义。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箐口仡佬族吃新节
□罗 刚

守护文化根脉 传承非遗瑰宝
把自己的新家装修得漂亮美

观，却把杂物、装修材料堆放在电梯
入户口、疏散通道，这种方便自己影
响他人的行为，不仅不道德，而且还
触犯了法律！

近日，浙江温州平阳县消防救
援大队接到辖区一小区业主投诉，
称隔壁邻居将装修材料、废物垃圾
放置在电梯入户口位置，给通行带
来极大不便。反映问题的业主表
示：“这户人家的装修材料一直堆放
在电梯口，我们进出电梯都很不方
便。而且他们把疏散通道堵住了，
万一发生火灾，逃生都成问题！”

经核实，此小区内部是一梯两
户的设计，中间有连廊连接，该装
修业主占用了右侧位的电梯与疏
散通道。此前有人跟物业反映情
况，物业上门劝说，但是该业主态
度强硬，并未进行整改。后经消防
部门劝说，该业主终于了解到自己
堵塞疏散通道的行为会对自身及
周边业主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该
业主立即清理了杂物，并表示今后
也会注意排查身边的安全隐患。

住宅内的楼梯、疏散通道等不
仅是住户行走进出的道路，也是我
们大家的“生命路”，堵塞疏散通道
行为是违法的！

小编科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八条：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
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
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
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

第六十条第三款：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
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责令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

第二十八条：高层民用建筑的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
禁止堆放物品、锁闭出口、设置障碍
物。平时需要控制人员出入或者设
有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应当保证发
生火灾时易于开启，并在现场显著
位置设置醒目的提示和使用标识。

高层民用建筑的常闭式防火门
应当保持常闭，闭门器、顺序器等部
件应当完好有效；常开式防火门应
当保证发生火灾时自动关闭并反馈
信号。

禁止圈占、遮挡消火栓，禁止在
消火栓箱内堆放杂物，禁止在防火
卷帘下堆放物品。

举报热线：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0〕53号）文件
要求，“96119”火灾隐患投诉举报热
线已归并至“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 线 ，广 大 群 众 可 以 通 过 拨 打

“12345”热线电话进行相关举报投
诉和业务咨询。

（据中国普法）

太危险！有这样的邻居，请举报！

普法知识专栏

盛夏时节，沪昆铁路贵州省六盘水
市双水站这个五等小站，金黄枇杷缀满
枝头，鲜红蜜桃压树枝，果香与钢轨的金
属气息交织，为这个铁路小站添上一抹
别样生机。

在完成日常接发列车安全保障任务
后，双水站的职工们利用短暂的闲暇时
光，穿梭于站区果园，体验“摘果尝鲜”的
欢愉，将平凡坚守化作对铁路事业的深
情告白。

双水站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腹地，
是沪昆线上一座典型的五等小站，承担

着每日百余趟列车的会让、通过任务，站
区虽小，却因职工热爱生活而充满生机。

平日里，车站职工会自发种植枇杷、
桃树、葡萄、杏树、兰花、玫瑰等果树和
花卉。每年6月，果园迎来丰收季，职工
们趁着休息间隙，提篮执竿，开启一场

“安全与丰收”的双重交响。
“摘枇杷要挑‘向阳面’的，甜度

高；挑桃子得看‘红晕’，熟得透！”内勤
助理值班员郭师傅一边示范、一边打
趣道，“这手艺和盯信号灯一样，得‘火
眼金睛’！”

“以站为家”终坚守，果香酿就奉献
情。双水站实行“小四班”制，每班仅 3
人值守，24小时不间断守护线路运行安
全。职工们将果园视为“小站大家庭”的
纽带，春日施肥、夏日摘果、秋日修枝、冬
日防冻，四季劳作中凝聚起深厚的“战
友”情。

站长苏春说：“站区是家，果树就是
‘家人’。”今年是他驻守双水站的第三个
年头。摘果时，他总会将最大最甜的枇
杷留给夜间值班的同事，而自己则留下

“稍带酸涩”的果实。

“酸甜交织，就像我们的工作有压
力，更有收获。”这份朴实的情感，化作
职工们对安全的执着。暴雨中巡站排
患、烈日下立岗接车、深夜里处理故障，
他们用行动诠释“小站虽小，责任重大”
的担当。

“果香”传千里，铁路精神映初心。
果香漫溢的小站里，职工们用双手摘下
自然的馈赠，更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着千
里铁道的安全畅通。这抹“金色与红
色”，不仅是丰收的象征，更是铁路人“扎
根一线、甘于奉献”精神的生动注脚。

沪昆铁路六盘水双水站的职工们以“站”为家，利用闲暇时间种花种果，
温情演绎“丰收曲”与“铁路情”——

这个小站里，藏着一个花果园
□蒋玉龙 苏 春 通讯员 孔维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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