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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探索红色精神与法治文化融合之路

福建永安：省地携手 激发红色
文旅融合新活力

凯里苗学研究开启DeepSeek 新篇章

春启新程，“争”
上台阶。2 月 18 日至 19
日，福建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组织青年干部宣讲
小分队深入永安市，因
地制宜开展“我与老兵
面对面”宣讲调研活动，
旨在深化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弘扬英烈精神，
提升双拥服务质效，助
推地方红色文旅融合发
展。

调研活动首站，小
分队一行来到永安市烈
士陵园缅怀英烈，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集体默哀，深切缅怀为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
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他们详细查看了陵园设
施维护、环境绿化及日
常管理情况，并要求持
续提升烈士纪念设施管
护水平，用心用功打造
好“褒扬烈士、教育群众”
的红色教育阵地。

在烈士纪念设施管
护专题宣讲会上，小分
队结合永安实际，围绕
新出台的《福建省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和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
最新政策，重点宣讲解
读了设施保护、资金申
请、数字化管理等内容。

参会的基层退役军人服
务站和烈士纪念设施工
作人员纷纷表示，将充
分利用永安深厚的红色
底蕴，持续开发“沉浸式”
红色研学项目，致力打
造“保护-利用-传承”
红色旅游链条，让永安
的“红色领航”品牌底
色越擦越亮。

其间，小分队还与
当地省人大代表、文旅
部门及退役军人代表举
行专题座谈会，实地参
观“中央红军标语博物
馆”，共商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与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路径。并专程走访
驻永安某部，开展“政
策宣讲进军营”活动，
详细介绍了我省双拥工
作、军供保障、双拥有
关政策等情况，为助力
新时代退役军人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黄中泉 李燕 马军）

光 明 网 讯 ( 记 者 
孙满桃 )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
要的宝贵财富。

日前，记者在贵州
遵义采访时了解到，作
为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
道纪念馆社区积极探索
红色精神与法治文化的
融合之路，创新普法载
体，大力推进法治文化
阵地建设，走出一条法
治宣传与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的基层治理之路。

“现在我们所处的
位置是纪念馆社区居委

会门口，我身后的这条
街叫杨柳街，杨柳街内
有著名的党员政治生活
街和红军街，是红花岗
区开展红色宣讲教育的
重要阵地。”讲解员讲
解说，这里也是许多游
客特别是红色旅学团的
热门打卡地。

记者看到，沿街的
电灯杆上定制有法治灯
牌 8 块，展示我国古代
法学家的著名法治格言，
让人们体会到法治是国
家强盛的重要保障。

沿着法治灯杆走过
来，就到了红花岗区党
员政治生活街，在这里，

社区依托区纪委区监委
打造的“30 分钟廉洁文
化圈”，从“红军买‘猪
条’”“周恩来遵义反
贪”等长征时期红色故
事中提取廉洁、诚实守
信的法治内核，打造“红
色法治文化”故事墙，
让群众可以体验法治精
神与革命信念交织的壮
丽史诗，引导群众增强
传承法治信念的荣誉感
与使命感。

看着湘江河潺潺的
流水，停在古道旁谈天
说地，这就是遵义著名
的休闲街——湘江古道。

记者看到，社区在

此打造了“法治时光长
廊”“法治休闲区”等
不同板块的法治元素，
让市民群众在休闲娱乐
的同时接受法律熏陶。

“在公园路名优小
吃店的门口，穿过这条
居民小巷，就能到达遵
义会议会址的出口处，
这条小巷就是‘纪念馆
社区民法典主题街’。”
讲解员说，主题街以民
法典为核心内容，聚焦
物业纠纷、消费者权益
保护、婚姻家庭等与居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问题，通过漫画解
析、以案说法的形式，

将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内容，把法律精神与
价值融入群众生活实际，
增强普法实效。

遵义纪念馆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
仙告诉记者，社区依托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
制度创新开展“网格普
法”，将网格员纳入“法
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以红花岗区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为依托开展学法
活动，熟练掌握与群众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各类
法律知识，利用与居民
群众紧密接触的优势，
针对居民群众和商户企

业开展不同侧重点的充
当社情民意上报员、矛
盾纠纷调解员、法律服
务引导员等角色。

目前，纪念馆社区
建有网格 5 个，配齐网
格长5名，网格员29名，
联户长 88名，联铺长 47
名。

2024 年以来，该社
区网格员、联户长共排
查各类矛盾纠纷133件，
成功化解 133 件，化解
率 100%，开展各类普法
宣传活动 20 余场次，发
放宣传资料 5800 余册
（份）。

“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

“政策宣讲进军营”活动

“王榆雯（女）……
理事会共 47 人。”

“会长文光、副会
长文正敏（女）……共
14 人，秘书长（兼）潘
定国。”

2月 22 日，凯里市
苗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
大会圆满召开。掌声阵
阵，笑容满面。主持人
在会上先后宣布了新当
选的凯里市苗学会第四
届理事会理事及班子成
员名单。

《凯里市苗学会第
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回顾，6 年来，凯里市
苗学会已取得了可喜成
绩，主要表现为：

——推进苗族古歌
古辞碑林园建设，现碑
林园立碑 232 通，成为
全国唯一苗族古歌古辞
碑林园。

——开展喜迎建
党百年和党的二十大活
动。

——挖掘整理宣传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搜
集了苗族古歌、酒歌、
飞歌、创新苗歌等，已
拟编《凯里苗歌》（第
二辑），其中，以《苗
族古歌》——巴拉河流
域开怀片区”为名，由
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集编辑《苗族高排芦

笙乐词谱》《凯里民
族传统节日》。舟溪分
会完成微纪录片《大中
“四·八”》《龙氏祭
尤节》《石青稻草粑节》
《吴氏灰糟节》等，并
融入“贵州村T”活动。

——善用苗语传
播党和政府的声音，以
苗语翻译了学习习近平
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四史”学习教育《宣
传提纲》以及党的二十
大精神，还翻译了《科
学预防疫情 从我做起》
等，并通过凯里市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

—— 规 范 湾 水、
舟溪、挂丁、凯棠利别
牙五大服饰文化圈的称
谓。

    ……
会上，来自凯里市

苗学会及其 9 个分会，

共 890 名会员代表，听
取和审议通过《凯里市
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并通过举手
表决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苗学会领导班子。

凯里市是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
地，也是全州苗族人口
比例最高的县市之一，
苗族文化非常浓郁，有
“苗岭之都”和“苗岭
明珠”的别称。

凯里市的苗学研究
工作，自上世纪 50年代
中央苗语调查研究工作
队进驻凯里市，开展苗
语的调查研究工作以来，
一直走在全州全省乃至

全国的前列，凯里市的
苗语被确定为苗族中部
方言区的标准音，同时
涌现了像许士仁、张永
祥、李廷贵等一批全国
知名的苗学研究泰斗。

站在新的起点，面
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
时代命题。

“我深感使命光
荣，更觉责任重大。”
新当选的会长文光表态
发言，努力构建“老中
青传帮带”，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研究格局，善
用现代工具，AI 技术、
DeepSeek、跨文化比较
等新方法、新载体，推
动苗族文化研究与现代
生活互动发展，积极策
划更多“听得懂、传得
开、留得下”的各类文
化活动，让民族文化研
究成果更多融入大众生
活，让民族文化常用常
新，优秀的民族传统文
化技艺只有融入现代生
活，才能不断历久弥新，
永世传承。

会上，还表扬了
一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先进个人”，向受
聘的凯里市苗学会第四
届理事会顾问颁发《聘
书》，邀请省文史馆员
雷秀武作了专题讲座
《把握好苗语地名含义 
有助于民族文化研究》，
进行民族歌舞表演。（通
讯员 杨仁海）

2025 年 2 月 22 日，凯里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现场。（杨仁海 摄）

2025 年 2 月 22 日， 凯
里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会员代
表们举手表决通过选举
新一届领导班子。（杨
仁海 摄）

2025 年 2 月 22 日， 凯
里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会员在
吹木叶歌。（杨仁海 摄）

2025年 2月 22日，凯里
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会员们在
吹奏芦笙。（杨仁海 摄）

2025年 2月 22日，凯里
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表扬一批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先
进个人”》。（杨仁海 摄）

2025 年 2 月 22 日， 凯
里市苗学会第四届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听取和
通过《工作报告》。（杨
仁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