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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主办

◆ 詹海燕

想起故乡，就想起墙角坛里的酸
菜。孤陋寡闻的我曾经以为，酸菜是川
人的特产。后来才知道，以盐腌制菜蔬
古已有之，各地风味不同，比如东北的
酸菜、广西的酸笋，都很有名。

家乡的酸菜，至今在父母的餐桌
上仍有一席之地，几根酸菜是父母打开
胃口的神器。而酸菜遇上鱼，所激发出
那鲜美的味道早已烙刻在我美食的菜谱
里，挥之不去。

酸菜炖鱼是在舅公家吃到的。鱼是
钓的，二表舅守了一天一晚才上钩。表
舅扛着小猪崽般草鱼回村，像极了得胜
的将军，身旁簇拥着一群得意的孩子，
仿佛他们也有功劳似的。上秤居然有十
斤，舅公乐坏了，连声吩咐舅婆请来亲
戚们。

一喊亲戚，半个村的人都到了，十
斤的鱼就小了。舅婆有办法，泡了半盆
黄豆，磨了一锅豆腐候场。我和六岁的
表弟如哼哈二将，任舅公舅婆怎么喊，
固执的不离灶台，期待着第一口美食。

鱼已处理妥当，鱼头鱼尾熬煮，白
嫩的豆腐加执，鱼鲜和着豆香早让人垂
涎三尺。接下来舅婆抓出半盆酸菜，随
手赏给我们一条酸豆角。衔着豆角，我
与表弟相视而笑，见舅婆择出泡椒、泡
姜切丁，淘洗酸菜，去掉多余的盐份，
切碎攥干水份。再把地里挖的芹菜、香
葱，洗净切段。一切准备就序，吆喝舅
公炖鱼。

坐在堂屋的舅公不慌不忙放下烟锅
袋子，一到灶房就挥舞锅铲吓唬，“走
远点，走远点，烫起泡不管哈。”我们
躲闪着跑开，立刻又转回头扒门守着，
注意力全集中在舅公的一举一动。

柴灶旺火热锅，舅公不慌不忙倒
油。油是自家种的菜籽榨的菜籽油，纯
正的菜油香立刻在灶房飘散开来。油
烟散尽，舅公把泡椒丁、泡姜丁、花
椒粒统统放入锅中，只听到锅里噼啪
炸响，像过年炸响的鞭炮。待声响消
失，油温升高，倒下切碎的酸菜，大

铁锅里犹如一万颗炸裂的碗豆，水气飞
升，醇厚的酸辣和油香弥漫灶房，窜入
鼻腔，刺激着我的嗅觉细胞，又一次打
开了我的食欲，我看到表弟和我一样在
吞咽口水了。

水分炒干，舅公舀上一大瓢水，待水
烧开，依次放入鱼块，盖锅焖煮，舅婆
不再添柴，柴火的余温让经过时间沉淀
的氨基酸和益生菌的酸香慢慢释放，鱼
块得以充分吸收中和。我不知忍受了多
久，待舅公揭开锅盖，一缕奇特的酸辣
鲜香让人陶醉，最后舅公撒上芹菜段和
葱段，喉咙口早已涌出馋虫，忍不住奔
到灶前，抢了表弟的先机，饱得口福。

那时候，非过年过节才能尝到肉
味，并不多得。而对鱼，农村人总有很
多办法，如自己钓鱼、塘里摸鱼，多两
条少两条总有一盘菜。再不济也有跟鱼
相近的水生动物，泥鳅、黄鳝，好歹有
个鱼字边，就有那么点鲜。

七岁那年冬天，修整水田，小舅运
气好得不得了，大概找到黄鳝的老窝，
摸了不少黄鳝，分送给亲戚尝个鲜。小
舅来的时候，妈不在家。我们姊妹欢跳
着跟在小舅身后，一眼不错生怕到手
的黄鳝飞了。果然，黄鳝似乎想爬出
来，我一棍子又把它拨拉回去。但问
题是妈老不回来。眼看天快黑了，姐让
我去坡上望望。为什么你不去，我犯了
轴，说小舅要我守好黄鳝的。母亲终于
回来，用酸菜煎了黄鳝。虽然油少，
但总有肉的香，比平常刮肠挠肚的酸菜
下饭多了。

少时，提起酸菜就倒牙。为啥？烦
了，天天桌上一碗酸菜，谁也受不了。
于是，巧手的母亲就会做上一碗没鱼的
假鱼菜。做法与酸菜鱼无二，只是没有
了鱼，大油再加调味，鲜香下饭。在食
物馈乏的年代，那道假鱼菜，就是我们
姊妹心心念念的了。

时代不同了，说给现在的孩子，他
哪里相信。

（作者单位：局机关）

当今社会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广大妇女奋发进取，积极参与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精神，全面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美丽中国梦的实现。此

时此刻最想说:作为一名基层地质妇女工作者，我们是幸福的。在地质这片沃土

上，我们与男同胞一起并肩耕耘，播撒着汗水，拥有同样的广阔天地，拥有同

样的平台尽情施展才华，我们还得到了比男同胞更多的关爱与支持，这一切极

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和事业。我们深知这一切源于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源

于地质队员不懈的努力。

在我周围的女同事中，也有着点点滴滴、不可计数的感动人心的故事。她们

每天沐浴着晨光匆匆赶到工作岗位上；遇到不顺心不理解时，仍然微笑面对；

当她们因繁琐的工作而感到疲惫的时候，却让汗水绽放成如花的笑容；她们辛

勤工作在第一线，舍小家顾大家，把个人的利益完全抛在脑后。前不久，一位

怀孕的女同事被医生建议住院修养，可她躺在病床上一心惦记着工作。“我负

责的那部分工作怎么样了？开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遇到需要我的地方”简

短的话语流露出一位坚强的女性对工作的强烈的责任感。在我们身边类似这样

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所有在岗的女地质队员互相理解，互相鼓励，用并不算

宽厚的肩膀承担起责任和使命，努力种下了累累硕果。近年来，在我们摄影与

遥感部，我的女同事们以精湛的技术完成了贵州省遥感影像统筹（2019-2023

年度）五年的影像统筹、贵州省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项目、1:250万全国月球地质图编制、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

查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土地整理、纳雍县骔岭镇崩塌（危岩区）防治工程勘察1:1000地形图项

目、瓮安生物群保护区及外围航摄地形图测绘及三维模型制作项目等任务。其

中影像统筹获得科技进步奖2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获得科技进步奖1项，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

多次获得有关部门的肯定。

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全面提升自身素

质。自觉学习、善于学习、勤奋学习，不断提升团队凝聚力、创

造力，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完善知识结构。要向书本学习、向实

践学习、向千千万万前辈学习，把书本理论与工作实际结合起

来，把提高专业技术与提升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时不我待，珍惜

机会，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成长为一专多能的知识型人才。

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个人

奋斗与事业目标结合起来，把理想抱负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立

足自身岗位，发扬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建功立业，努力为单位

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为女性工作者，在工作上我们是“半边天”，在家庭里我

们更是“主心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更多的承担照顾

家庭的责任，呵护着家庭的幸福和美满。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教

育子女，同事和谐邻里和睦，责任大、负担重。但我坚信，我们

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工作、生活两不误。我们要互帮互助，要

把扶危济困、奉献爱心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为社会奉

献一份爱心。

让我们用最美丽的笑容兼顾事业和家庭，用最蓬勃的青春描

绘属于我们的湛蓝天空，用最饱满的真情热爱我们的事业，用最

强烈的奉献精神谱写当代中国女性的风采。

（作者单位：测绘院）

摄影：《花枝俏》　　                                  王志平（贵州地矿111队）

酸菜 · 鱼及其他酸菜 · 鱼及其他

我局强力推进“富矿精开”
41个项目全面启动

“在‘富矿精开’和新一轮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中贡献新力量，在地质科技
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新力量，
在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保障服务中贡献
新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中贡献新
力量，在‘四新’‘四化’和公益性服务
中贡献新力量。”近日，局新一年度的地
矿工作报告中提出“五新”赓续地质新
力量，服务“富矿精开”。

2023年，我局扎实推进“富矿精
开”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推
进毕节试验区优势矿产资源大普查，
完成瓮安县营上磷矿详查等一批新一
轮找矿突破项目，取得良好的找矿成
果：新增氧化锂、煤炭、磷矿、铝土
矿、稀土氧化物、铅锌、金、萤石
矿、饰面石材、玻璃用石英砂岩矿、
锶型矿泉水等多个矿种资源量，新发
现磷矿大型及以上矿产地3处；实施
以图幅为单元的矿产调查和专项矿产
调查评价项目11个，提交可供普查找
矿靶区14处；强化项目库建设，向贵
州省自然资源厅推荐并通过论证项目
60个。此外，我局还积极参与全省六
大重大科技战略行动，全力推进地质
灾害防治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自然资源管理服务、农业和旅游业服
务，认真抓好公益性地质服务，深入
推进战略合作，地质工作服务全省高
质量发展作用愈加彰显。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
生和国家安全。在贵州凝聚起全省上
下以“富矿精开”为关键抓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
新路的强大合力时，也激励贵州地质工作者在做好“富矿
精开”这篇大文章中精准发力。在新一年度的地矿工作
报告中，局党委提出将狠抓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成自
然资源部基岩区矿产资源勘查工程技术创新中心等，
新建5个局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同时，围绕全省六大
重大科技战略行动开展地质科技创新，充分发挥专家
在项目争取、技术攻关、理论深化、成果转化、项目生
成等方面的作用，促进产生新质生产力；围绕“一企
一库”“两场两区”“双源”地下水、建设用地和农用
地、矿山、流域（区域）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主动跟
踪对接政府和企业需求，配合开展项目立项申报入库；
围绕新型工业化需求，加强合作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管
理，以质量和成果为导向推进项目实施；围绕工业企业
场地建设、城市更新改造、交通基建等，进一步强化职
能定位，创新公益服务方式，提高公益服务质量，推动
地矿工作塑造行业优势；围绕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及成果应用、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预报、搬迁避
让、“隐患点+风险区”双控体系建设等工作，继续抓
实抓细抓好驻县（市、区、特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保
障服务；围绕贵州4个国家级能源资源基地积极申报各
类项目，力争新实施一批项目；实施绿色勘查，完成织
金县五指山地区铅锌矿深部及外围地质三维空间调查评
价、清镇市小院铝土矿详查、六枝特区阿志坪萤石及多
金属矿普查等项目。

目前，随着2月28日《省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与“富矿精开”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第三版）的正
式出台，我局强力推进“富矿精开”，41个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项目有序推进。

（王　琴）

近日，我局出台《省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与“富矿精开”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第三版），
明确由局主要领导任专班负责人，“国家卓越工程
师”任专家指导组组长，年内科学有序实施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项目41个，全力推进“富矿精
开”工作。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矿种多、分布广、门类
全、品位优，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
势。建局67年来，贵州地质人满怀找矿报国的热
情，从零起步、白手起家，从区域地质调查开始，普
查、详查、勘探，对全省已发现的11个大类137种
矿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勘查，累计发现矿床、矿
点2904处，占全省总数的80%，在煤、磷、铝、锰、
金、锑、汞、重晶石等优势矿产资源找矿取得了
众多具有重大影响的找矿和科研成果，锰矿资源
储量全国第一，磷矿资源储量全国第二，铝土矿
资源储量全国第三，煤等49种矿产资源储量排全国
前10位，奠定了贵州作为全国矿产资源大省的地
位，为贵州建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磷化工和钡盐
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铝工业及磨料、磨具生产
基地、全国最大的锰业基地、全国新兴的黄金生
产基地、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煤电基地打下了牢固
资的源基础。

有优势，就要用足。“富矿精开”是贵州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大优势和关键一招，也是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孵化器。2024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坚持“富矿精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2月19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富矿
精开”推进大会，强调要以“富矿精开”为关键
抓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2月28日，我
局迅速落实，正式出台《省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与“富矿精开”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第
三版）。

《实施方案》从组织机构、项目部署、保障措
施等方面，对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富
矿精开”项目进行科学部署，强调要全面发挥地
质工作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作用，围绕“富
矿精开”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
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贡献地矿工作力量。《实施
方案》明确由局主要领导任专班负责人，“国家
卓越工程师”任专家指导组组长，遵循全局一盘
棋的原则，根据项目设计审批工作量、工期要求
及全局施工能力，统筹协调全局地勘单位钻探施
工队伍参与，共14个地质队协作，1010名技术人
员投入工作。全局推动省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项目41个，其中续作项目15个、新开项目26
个。新开项目主要实物工作量包括1:5万区域地质
调查1810平方公里、1:5万矿产专项地质调查3085
平方公里、物探测量3690点、钻探70843米。截至
目前，41个项目均已启动野外地质工作，力争12
月完成结题验收。

（王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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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天地    巾帼舞台

　　3月6日，112地质队在实施的镇宁县乐纪外围重晶石矿普查项目点进行野外填图工作。

（林权富）

◆ 吴　霞

摄影：《破晓》　　                                              江源（局机关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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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三月天　传递“她力量”情暖三月天　传递“她力量”

近日，我局在贵阳、铜仁、安顺

分别组织召开工作部署暨片区座谈会，

认真贯彻落实省“富矿精开”推进大会

和局地矿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2024

年地质业务和技术质量管理工作任务。

局一级巡视员朱春孝出席会议，局地勘

处、环工处、科技处、经发处及局属18

家地勘单位和地矿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共

60余人参加。

在各片区座谈会上，参会人员集中学

习了省“富矿精开”推进大会精神，并利

用地质工作诚信及质量管理警示教育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局属各单位依次汇报

2024年地质业务和技术质量管理工作部

署、重要措施及对策。局地勘处、环工

处、科技处、经发处负责人对各领域重

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并向各单位

下发2024年地质业务和技术质量管理工

作重点任务清单。

朱春孝指出，2024年全局要聚焦三

项任务，抓好地质勘查、水工环、地质

科技创新和技术质量管理等工作。一

是聚焦“富矿精开”，强化地质勘查工

作。围绕省“富矿精开”提出的“461”

工程和各项任务指标，抓好沟通对接、

项目储备、跟踪落地、项目推进实施等

落实工作。二是聚焦生态环保，强化环

境地质工作。围绕矿区环境、地下水环

境和土壤环境抓生态环保服务，围绕地

质灾害防治抓技术保障和支撑服务，围

绕工程地质和城市地质安全抓岩土工程

业务转型。三是聚焦科技引领，强化创

新能力提升。围绕人才、平台、载体、

转化四个要素抓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

大科研项目实施、专业人才团队建设、

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工作。

会议强调，做好全年工作必须狠抓

风险管控，各单位要坚守底线，不越红

线，筑牢防线，坚决不碰高压线，严格

管控技术质量、安全生产、涉密资料、

群众利益、项目经营、合同管理等各类

风险。要制定计划、明确措施、全面落

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洪　豪　刘立柱）

105地质队“三个强化”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3月11日，105地质队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局安全稳定工作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大队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局关于安全生产的相关文件精神等，围绕野外

地质填图、钻探施工、征地协调、职业健康管理、地质资料保密、质量审核、

车辆管理等工作中容易忽视的安全环节进行提醒和再部署。

会议要求，要做到“三个强化”抓好全年安全生产工作。一要强化理论

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局关

于安全生产的相关部署要求。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二要强化

责任落实。结合部门生产实际，立即开展隐患排查，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

台账，做到人员、措施、整改“三到位”。要积极发扬敢于较真的精神，该停

工的停工、该整改的整改、该处罚的处罚，坚决杜绝违规作业。三要强化监督

管理。时刻绷紧“安全弦”，做好事前培训，严格审批。加强对新时代安全生

产、信访维稳、应急管理等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努力做到人人懂安全，个个

会应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单位发展保驾

护航。

（张　炜）

117地质队强化地质工作质量管理 

近日，117地质队召开2024年度地质业务和技术质量管理工作会，分析总结

2023年的工作，梳理问题和不足，安排部署2024年技术质量管理工作，并对重

点任务进行分解。

会议强调，要围绕“富矿精开”结合单位优势优选找矿靶区，抢抓“精

准配矿”政策机遇盘活自有矿业权，积极拓展业务和市场以加强项目储备。要

树立全员质量管理意识，注重项目质量过程管控，加强地质资料的保密管理

等，持续提高质量管理能力。要积极申报并认真组织实施科研项目，加强成果

凝练，积极申报省部级及行业协会奖项，积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努力提

升科技创新研发能力。要引入优秀人才，强化专业技术培训，开展专业技能竞

赛，推进人才团队建设，促进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马　丽）

测绘院与贵州风云气象技术开展技术交流 

3月4日，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限公司到测绘院开展技术交流，明确以共同

发展为基础，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及生态建设的共识。

交流中，贵州风云气象技术有限公司对其主要业务领域及方向、技术思路

及方案等进行了系统介绍。双方围绕气候品牌认证、卫星遥感技术、碳源汇监

测评估、风光电场服务等领域进一步进行了技术交流探讨，并就各领域的思路

看法、典型技术方案、技术资源互补、合作模式探讨进行了意见交换。

经过交流，双方对促进后续项目合作发挥先导作用、搭建合作的便捷通

道，以及构建深层次的合作关系等达成共识。

（孙定钊）

基 层 信　息

每一个追梦的“她”，都是新时代最美的风景。在第114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为营造全局妇女事业发展

的良好氛围，增强女职工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局属各单位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展示了全局女职工砥砺奋

进、追赶发展的精神状态和积极向上、昂扬拼搏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传递“她力量”，在家教家风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在顽

强奋斗中赢得出彩人生，在推动地矿事业高质量发展中谱写更绚丽的华章。

编者按

我局部署地质业务和技术质量管理工作

111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户外趣味活动。

（张　楠/摄）

105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手工活动。

（王　梦/摄）

101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参加黔东南州健康运动会。

（龙　捷/摄）

115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徒步活动。

（魏　曼/摄）

108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保障女职工权益活动。

（吕　师/摄）

104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青云湖徒步活动。

（陈隽亮/摄）

实验室组织女职工开展手工折扇活动。

（张　蕾　杨　红）

地矿集团组织女职工开展户外团建活动。

（冯小航/摄）

测绘院组织女职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吴慧萍/摄）

114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读书分享活动。

（彭组强/摄）

106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巾帼劳模宣讲活动。

（杨加秀/摄）

102地质队组织女职工开展普法知识竞赛。

（陈　念/摄）

局属各单位“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系列活动掠影

3月7日，省委党校地厅班调研组到我局开展领题调研，围绕
如何推动“富矿精开”落地落实进行座谈交流。省委党校公共管
理教研部教师张炼，铜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范楚平，省财政厅副
厅长李明，贵州商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应勇，茅台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王晓维，安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贾正
宁，安顺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殷红敏，省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孔维林参加。

座谈会上，局一级巡视员朱春孝首先介绍了我局建局60多
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
全、生态文明建设、地质灾害防治、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作出的
贡献，在人才团队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双方
紧扣推动“富矿精开”重点工作任务落地的核心问题、体制机制
及“精确探矿、精准配矿、精细开矿、精深用矿”展开交流探
讨。局首席科学家周琦围绕调研组提出的问题进行“作答”，对
锰资源的战略意义、主要类型、储量分布、开发现状等情况进行
介绍说明，并就贯彻落实徐麟书记提出的“强化‘攻深找盲’、
强化找矿力量、强化‘数字勘查’”要求，从强化政策激励、加
强科技攻关、增强人才储备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大家纷纷表示，推进“富矿精开”是我省牢记领袖嘱托在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我省服务和保障国家
能源资源安全的重大政治使命、是加快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
设的迫切现实需要，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结合地方发展实际，
找准主攻方向，摸清家底实情，解决好供需矛盾，推动省重点任务
落实和地方重点产业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
势。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充分考虑综合效益与综合治理，
在“精细开矿、精深用矿”上做足文章，真正把资源价值“吃干榨
尽”。要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做好资源
提级增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推长远发展。

局相关处室及103地质队有关同志参加座谈。
（叶章青）

省
委
党
校
地
厅
班
调
研
组
到
我
局
调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