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谢丽 ） 为了进一步增强少年儿童爱

眼护眼意识和能力，帮助少年儿童养成科学的用眼护眼

习惯，提高少年儿童身体健康素质，

6

月

4

日下午，团县

委、县卫生健康局、县人民医院在田坪第二小学开展主

题为“茅台王子·明亮少年”的护眼行动活动。

阳光中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善举汇成的爱心

海洋正在田坪中心完小流淌，活动正在有序进行，青年

讲师团成员罗倩向学生讲述了党史，县人民医院眼科医

生付燕开展了爱眼护眼知识讲座，现场学生听得津津有

味，工作人员还向少年儿童开展了免费视力检测及眼病

筛查，并为有需求的贫困学生免费配送眼镜。

学生王成西说：“今天谢谢叔叔阿姨来给我们做免

费的眼睛检查，从爱眼护眼宣传环节中，我认知到了爱

眼护眼的重要性，以后我会好好爱护我的眼睛的。 ”

团县委副书记谭晓晴说：“今天我们在田坪第二小

学开展茅台王子明亮少年护眼行动，希望我们的学生在

这次活动之后能够爱护自己的眼睛，努力学习，健康成

长，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的接班人。 ”

这一束希望之光的点亮， 必将照亮少年奔跑的前

路，指引他们成长，成为每一个家庭里最值得骄傲的“王

子”。

“茅台王子·明亮少年”护眼活动

在田坪中心完小开展

本报讯（童建华）凉米豆腐 ，又叫米

豆腐，它是用大米磨浆加碱制作而成，形

如滑嫩的“豆腐”而得名 ，是侗家的传统

夏令清凉小吃。

凉米豆腐色泽淡黄、细嫩润滑、营养

丰富、老少皆宜 ，具有清热降火 、消暑止

渴等作用。凉米豆腐那滑嫩爽口、酸辣开

胃的味道， 大人小孩喜爱有加。 暑夏时

节，凉米豆腐能消暑充饥，是宴席桌上少

不得的一道佳肴， 成为我县侗乡的特色

美食。

制作凉米豆腐的原料是

大米和生石灰。 大米以籼米

为好，但不能使用糯米，因为

糯米太黏， 制作出来的米豆

腐就变成了糍粑。

凉米豆腐的制 作 方 法

是：

将大米筛选淘洗干净 ，

倒入盆或桶里用水浸泡

10

个小时左右， 把泡好的大米

捞出沥干， 再按大米与水约

为

1∶2

的比例， 加清水磨成

稀米浆。 然后将米浆入锅以

大火煮，并充分搅拌，以防止

粘锅成团以及被烧煳。 在搅

拌过程中加入适量的生石灰

水 （每公斤大米约加生石灰

水

15

克）， 其颜色渐渐变黄， 飘起碱香

味。 随着水分的蒸发，米浆越来越稠，改

小火搅拌至煮熟， 用筷子沾水后插入米

糊中抽出，筷子上不粘浆就熟了。舀出装

入盆内降温凝固， 即成果冻状的凉米豆

腐。 也可将熟米浆舀入漏瓢里，并轻轻抖

动漏瓢， 使米浆断断续续地漏入冷水盆

内，入水凝固后的米豆腐形似虾子，又叫

虾米豆腐。

切凉米豆腐时， 要将刀打湿水再切

才不粘刀。 而用一根细线，一头固定住，

一手拿住另一头拉直， 一手托一大块凉

米豆腐，用拉直的线来划凉米豆腐，更轻

松安全。

凉米豆腐的吃法多为凉拌， 先备好

红油辣椒、麻油、花椒油、酱油、醋、味精、

姜汁、蒜水、葱花等调料，将切成小长条、

小三角形或小菱形等各种形状的米豆

腐， 盛入碗盘内， 虾米豆腐就不用再切

了，直接用漏瓢舀。 按个人口味将各种调

料浇淋于米豆腐上，或加些榨菜、花生米

类即可食用。 也可煎着吃，或为老年人用

开水温烫着吃。 凉米豆腐其味细软嫩滑、

香辣可口。

光盘接力·爱的谷粒

玉 屏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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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米豆腐

作品名称：吃不了也别倒掉

创意说明：我的主题是光盘

行动 ， 现在国家越来越倡导光

盘，节约更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我以一个翻转的碗和

倒出来的米饭为主要内容，下面

用了字代替米粒，提醒大家不要

浪费粮食这种行为。背景色以金

黄色为主，代表我们丰收时的粮

食是金灿灿的，呼吁大家节约粮

食，珍惜粮食。 最后下面用白色

的框架包围几个字，起到了一种

反问，让大家从心里面去感受浪

费粮食的后果其实是伤害自己。

作品来源：铜仁学院 安娇

本报讯（记者 李平 杨坤 邓媛元） 炎炎夏日，乐享

清凉，在位于田坪镇的玉屏侗乡风情园景区，慕名而来

的游客络绎不绝。

玉屏侗乡风情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年平均气温

约

16℃

，森林覆盖率高，来这里除了能放松身心，还能欣

赏到具有民族特色的侗乡民俗表演、非遗鼓楼建筑群。

一早，玉屏侗乡风情园乡愁馆内，游客纷至沓来，在

经过体温监测后，便可以自行参观了。

整个乡愁馆包括侗族历史文化、农耕文明、码头文

化、火塘文化、婚嫁文化等展示板块，是玉屏历史文化的

缩影。

游客王平是江苏人，在朋友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玉

屏侗乡风情园，参观了鼓楼、走进了乡愁馆。 王平一边参

观着馆内的各种展示， 一边感叹道：“这些真的太神奇

了，整个乡愁馆充满着浓厚的侗族文化氛围，让我看到

了侗族人民的先辈们的聪明才智。 ”

导游石胜秀说：“近段时间，来这里玩耍的游客明显

增多了。 为了让游客不虚此行，我都会带领游客去到乡

愁馆、箫笛馆等地，让大家了解我们的侗族文化特色。 ”

2018

年

9

月， 玉屏侗乡风情园被评为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

2020

年

7

月，通过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质

量景观评审。

今年，玉屏侗乡风情园正着力创建国家

AAAA

级景

区，通过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持续美化、绿化、靓化

景区沿线，全面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全力优化景区周边

营商环境建设，游客体验感、满意度得到不断提升，不少

外地旅行团也被吸引而来。

从昆明来此考察的国际智慧养老集团中国片区总

顾问蒋芝源， 在参观了整个景区后说：“这里的环境优

美、空气新鲜，整体感觉非常好，景区在设施配套上也非

常完整，少数民族文化浓厚。 接下来，我将会带领昆明的

游客们来此感受侗乡文化。 ”

景区中心负责人舒东前介绍说：“为了更好地给游

客们提供舒适美好的旅游环境，我们景区正积极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 同时，我们还相应地增加了灯光秀、篝火晚

会、长桌宴、侗族大歌和高山流水等娱乐项目，丰富游客

体验。 ”

强基础 丰业态

玉屏侗乡风情园让游客乐享夏日

注销声明

兹有玉屏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20622MA6GGGDB61

），玉屏侗族自治县土地开

发中心的一切债权债务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向该企业清

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登记，逾期视为放弃，玉屏侗族自治县

土地开发中心不再承担一切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玉屏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中心

2021

年

6

月

10

日

遗失声明

兹有位于平溪街道紫气路

108

号杨开兰的座落于平

溪镇三角道的土地使用证 （证号 ：玉集用 （

2009

）第

169

号）和不动产权证书 （证书编号 ：

50007200

）不慎遗失 ，特

此声明作废。

杨开兰

2021

年

6

月

10

日

遗失声明

兹有玉屏英之尚餐饮店的小餐饮登记证（登记编号：

黔餐证字

062200404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玉屏英之尚餐饮店

2021

年

6

月

10

日

遗失声明

兹有玉屏县殷家田养殖场的公章不慎遗失， 特此声

明作废。

玉屏县殷家田养殖场

2021

年

6

月

10

日

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

本报讯（江仲伍）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6

月

5

日，在田坪镇彰寨村大坝里，县供销联社干部职工、田

坪镇人民政府青年志愿者、彰寨村农户顶着烈日分工合

作，在田间上演了一场“夏种之舞”。

田坪镇塘合村主任助理李小君说

:

“我们参加这次插

秧活动，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帮助农户

减轻插秧的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想体验一下农户的生

活，因为我是第一次插秧，从中感受到了农民插秧的辛

苦，希望以后的工作能够尽心尽力为群众做好。 ”

彰寨村民杨云成说 ：“县农机合作社来到我们彰寨

村搞水稻种植带领群众劳动致富，过两天要到田坪五里

桥村。 他这个产业带动了所有田坪镇几个村的农民。 ”

县供销联社全体干部职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身体

力行将脚印留在田里，将汗水洒入田间，以实践出真知，

做好本职工作。

县供销联社 主任 田永光说：“县供销联社把党史学

习教育，走进田间地头。 做到脚上沾满泥，心中才有底。

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用汗水浇灌责任担当。 ”

讲好红军故事 传承红色文化

———听，朱家场“红樟苗苗小导游”给你讲红军故事！

记者 李平 李明荣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

我县多措

并举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更入心。 在朱

家场镇中心完小，为更好地传承好红色故

事， 学校培养一批平均年龄在

13

岁以下

的“红樟苗苗”宣传员 ，让红色文化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的“幼苗 ”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

.

走进朱家场小学， 百年古香樟树群整

齐排列，樟树下，“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

碑巍然屹立，这里便是红军长征时贺龙、任

弼时等军团首长夜宿的江西会馆遗址。

在郁郁葱葱的古香樟树下，见到了朱

家场镇完小的宣传员“红樟苗苗”中的“小

导游”，她们身着红军制服，头顶八角帽 ，

胸戴红领巾，扎着棕色腰带。 个个精神饱

满，人人英姿飒爽，很有“军人”气质。 此时

的“红樟苗苗小导游”们正声情并茂，绘声

绘色地解说着发生在这里的红军故事，一

群小观众正围绕其中仔细聆听着。

“

1936

年

1

月

8

日，红二六军团从湘鄂

边至康东北长征经过这里， ……红军在这

里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 但是击毙了大地

主郑尔昌和他那任朱家场伪区长的儿子郑

道生。 红军走后留下了少数伤员，其中有三

位红军战士掉队后不幸在此牺牲。 ”

来自五年级（

1

）班的“红樟苗苗”小导

游赵莉蓉说 ：“我们学校曾经有四位革命

先烈从这里经过，作为红樟苗苗想通过自

己的讲述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这四位革

命先烈曾经的那些故事。

“通过解说， 我了解到了红军战士们

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要更加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生活，努力学习来回报祖国。 ”六年

级（

2

）班“红樟苗苗小导游”赵思彤说道。

“红樟苗苗小导游” 们生动的讲解着

红军故事，小小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朱家场镇中心完小四年级（

2

）班学生

赵子涵说：“听了小小解说员的讲解，我更

深刻的知道了红军的故事。 看着她们的生

动解说，让我对小小解说员这一角色产生

了兴趣，我也想当一名解说员把这些红军

故事讲给下面的弟弟妹妹们听。 ”

为更好地宣传红色故事，朱家场镇中

心完小以打造“红樟苗苗”特色班级体为

契机。 将低、中、高年级三个年段的办学目

标定位为 “红樟苗苗拔新芽”、“红樟苗苗

节节高”、“红樟苗苗棵棵壮”，让学校的办

学理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除此，学校

还以乡村少年宫为依托，结合学校现有的

师资资源，成立以“红樟苗苗”为依托的各

种兴趣班，其中“红樟苗苗小导游”便是其

中一个班级。 “红樟苗苗小导游”是从学校

的从三至六年级的 “红章苗苗 ”里挑选出

的喜欢演讲的学生组建而成的，还利用每

周二和周四的少年宫学习 ，对“红樟苗苗

小导游”进行礼仪、导游技能等相关培训。

“‘红樟苗苗小导游 ’班 ，主要用于模

拟导游技能训练 ，进行模拟导游 ，开展模

拟导游讲解等基本技能，红色文化景点导

游讲解等技能的训练 ，通过实训 ，使学生

直观而形象地掌握导游的基本程序，训练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导游服务能力。 ”

红樟苗苗小导游班辅导老师李木英说，在

我们的辛勤培养下，不仅提高了学生语言

表达能力和良好的仪容仪态的养成，也陶

冶了学生的红色文化，不忘长征路。

如今朱家场镇中心完小的“红樟苗苗

小导游”已俨然成为了我县传承红色故事

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

朱家场镇中心完小校长姚波说：“‘红

樟苗苗小导游’是我校以弘扬学校红樟精

神，秉承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路的理念而

展开的红色文化活动，通过 ‘红樟苗苗小

导游’的解说让更多来校解参观的群众了

解到我们学校的历史、校园面貌、古樟群、

烈士墓等。 ”

据悉 ，

1981

年

12

月朱家场镇中心完

小被定为玉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

12

月玉屏人民政府挂牌 “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2015

年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

年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镇和

周边县乡的德育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