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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贵州省建筑科学研究检测中心——

创新求变推进省内建材研究及成果转化
吴微星

宽敞通畅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正
在 进 行 超 高 性 能 混 凝 土 抗 压 强 度 的 测
试，随着混凝土试块极限抗压强度的临
近 ， 大 家 都 全 神 贯 注 看 着 仪 表 ， 130、
135……153.3MPa，又一次试验纪录的突
破，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突破，正是科
研工作的真实写照。有条不紊的场景，
彰显着企业的勃勃生机。

“前不久，我们公司刚刚获得‘全国
工人先锋号’称号，得此殊荣，公司上
下备受鼓舞，现在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南明区的贵州中建
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走访，公司总
工帅海乐、建材所所长徐立斌一边带着
笔者在实验室里参观，一边信心十足地
说：“目前建材所涉及的主要领域为高性
能混凝土和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具
有全套测试设备和混凝土泵送阻力仪 、
阵列式超声检测仪等高端设备，可为省
内超高、大跨等重点、难点工程提供技
术服务，同时可为新型绿色建材的研发
提供技术咨询。”据悉，这是继科研院绿
建所荣获 2018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
号后，科研院再一次获得此项殊荣。

总有一种信仰，折射精彩。
“不出门，不开窗，白天晒太阳，晚上

看月亮。”
过去，在贵州，很多山区贫困群众居住

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以上的情形时有发

生。
“多想有个像样的家啊！”在常人眼里，

看似简单的安居梦，对于当时大山里的他们
来说，却可望不可即。

为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硬仗，

实施农村住房保障行动，建材所充分发挥科
研院在农村危房检测鉴定的优势，积极投入
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凭借团队扎实的专业技
能和丰富的理论素养，连续 60多天加班加点
高强度工作状态下，完成 《贵州省脱贫攻坚

住房安全有保障危房简易评定标准》 编制，
为贵州省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同时，2021年 9 月完成遵义市化轻楼加
固项目验收，成为省首次应用高延性混凝土
对砌体结构进行加固的案例。为贵州省老旧
危房改造以及农村房屋抗震性能提高注入新
的技术手段，对全国防灾减灾水平的提高、
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实施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科技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总有一种力量，催人奋进。
据了解，建筑材料研究所自成立

以 来 ， 立 足 多 彩 贵 州 ， 一 路 创 新 开
拓，团队现有员工 19 人，其中，博士
1 人，硕士 8 人，本科生 5 人，其他技
术 人 员 5 人 ， 人 员 结 构 涉 及 建 筑 结
构、建筑材料、化工、工程管理等相
关专业。

根据我省多山多石的自然条件，
该团队在前辈科研人员形成全国最完
整 的 山 砂 混 凝 土 成 套 技 术 体 系 基 础
上，不断进行技术迭代，成功运用在
我省特大桥梁、高速公路、机场等重
点工程建设中。近年来，依托贵州省
花果园双子塔、金阳国际金融中心和
贵阳中心等超高层建筑为试点研发了
C100、C120、C130 高强高性能山砂混
凝土及其配制技术。先后将 C100 高强
高性能山砂混凝土首次垂直泵送至 331
米、C120 高强高性能山砂混凝土首次
垂直泵送至 401米、C130钢纤维高强山
砂混凝土首次泵送至380米，有效解决
了山砂混凝土中高强度与泵送高度之
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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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战斗力，叫专注创新。
创新是一个企业进步的灵魂，是发展的

不竭动力。据了解，“十二五”和“十三五”期
间，以贵州省科技厅成果推广项目《超低水泥

用量高性能机制山砂砼的研发及应用》为依
托，进行超低水泥用量高性能机制山砂混凝
土技术推广和应用，累计完成487万立方米混
凝土的技术推广，水泥用量比同行业降低约

20%，节约水泥约 35万吨，创效近 1亿元。建材
研究及拥有多项国际、国内领先技术。先后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3项、三等
奖 2项、省级工法 1项、申报发明专利 16项、实

用新型 3 项、获得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3
项，2021年荣获贵州省“工人先锋号”。团队持
续构建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平台。

目前已经建设两大高水平科研技术和成
果转化平台，即贵州省新型建筑建材综合技
术服务平台和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在建的
有两个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平台，即贵州省高
性能砼材料及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
建筑土木工程材料重点实验室。

科技创效——成果转化获得新效果

“天热，快进屋来喝杯茶。”面对
远道而来的客人，刚从地里回来的沿
河客田镇冯家村村民甘应珍，一边热
情招呼客人，一边拧开水龙头洗把
脸，把沾满泥巴的胶鞋用水冲洗得干
干净净，再进屋招呼客人。

“冲着水刷鞋”，这是曾经饱受缺
水之苦的冯家村村民不敢想的事。过
去，冯家村用的也是自来水，但管道
老化，年久失修，跑漏严重，村民正
常用水无法保障。沿河自治县水务局
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为冯家村

进行了管道更换、维修，还专门修建
了消毒房，让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
水。“现在好了，只要不浪费，水是
敞开用。”甘应珍说。

与冯家村一样，晓景乡暗塘村也
用上了放心水。暗塘村曾经是靠群众
背水过日子。2017 年，投资 280 万元
的“二级提水工程”落地该村，120
立方米的高位蓄水池建成，暗塘村人
自此喝上了“幸福水”，不再为喝水
而发愁。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十天

半月不下雨，就得到处找水吃。现在
安逸了，自来水接到了家里。”暗塘
村村民黄碧慧说，不仅是家家户户都
喝上了自来水，村里的产业也因为有
了蓄水工程，有了丰收保障，老百姓
的日子也越过越甜。

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沿河
自治县将持续加大水利投入，聚焦重
点骨干水源工程、供水保障等系列民
生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供水保障
率和水质安全。

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各类水利

设施 1358 处，其中人饮工程 1067 处、
水库工程 43 处、其他水利工程 248
处，惠及群众 60余万人，灌溉及保护
农田20余万亩。

沿 河 自 治 县 水 务 局 党 组 书 记 、
局长付兴斌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
新国发 2 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巩固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分类推进全县水利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沿河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水利支持和保
障。

沿河 水美惠民生
黄川

5 月 5 日，来自松桃苗族自治县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以下简称松桃农
信） 的消息显示，自“春归金融服
务”开展以来，松桃农信共引导外出
务工人员资金回流 15 亿元。据介绍，
回流资金将全部投放当地产业发展，
为乡村振兴奠定产业基石。

松桃是外出务工输出大县，有
16.77万外出务工人员。他们在务工地
是“外地人”，在家乡是“外边人”，
他们在外地无法和当地人一样享受当
地的金融服务，回到家乡又因为钱存
外地而无法获得本地的资金支持。松
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台 《松桃苗
族自治县开展春归金融服务助推乡村
振兴活动方案》，成立由县政府领导
的春归金融服务小组，全力服务外出
务工人员，引导资金回流，建设美丽
家乡。

政银联合，多措并举。松桃农
信按照 《松桃苗族自治县开展春归
金 融 服 务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活 动 方 案》
要求，充分发挥“人熟、地熟、业

务熟”的优势，探索“党建+金融”
新模式，扎实开展“春归金融服务
助推乡村振兴”活动，通过党建引
领 金 融 服 务 ， 普 惠 大 走 访 ， 开 辟

“绿色通道”等举措，切实做好返乡
群众金融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度，通过多种渠道与方法竭力
满 足 务 工 返 乡 群 众 多 元 金 融 需 求 ，
有效引导资金回流。

党建引领金融服务。松桃农信
各网点与各乡镇党委、政府通力协
作，出台春归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
兴活动方案，明确分工，深入返乡
农民工家中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将助力乡村振兴摆在了行
动的最前面。

普 惠 大 走 访 ， 抓 好 宣 传 动 员 。
由政府主导，召开县、乡、村三级
动员会，将任务分解到乡 （镇、街
道）、到村 （社区），松桃农信客户
经 理 与 村 支 两 委 、 驻 村 干 部 开 展

“普惠大走访”，做好宣传服务，建
立 返 乡 农 民 工 金 融 档 案 ， 集 中 授

信，简化手续；开辟“绿色通道”，
为务工人员提供零距离服务。开设
返乡农民工金融服务站，开通外出
务工人员服务“绿色通道”，做线下
及线上服务，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
体验感和归属感。

打好组合拳，春归服务见实效。
“春归金融服务”开展以来，松桃农
信通过电话、微信及普惠走访等，新
办理社保卡 10.44万张，回访外出务工
人员 14万人，新维护信息 5万条，新
开外出务工人员银行卡 3 万张，引导
外出务工人员资金回流 15亿元，归集
外出务工人员存款余额占各项存款新
增金额52.75%。

用好用活回流资金。松桃农信将
回流的资金全部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共支持 12个农业特色
优势产业贷款 5804户、7.39亿元，其
中，支持生猪产业经营主体 82 户、
1.88 亿 元 ， 支 持 生 态 家 禽 产 业 4415
户 、 2.44 亿 元 ， 支 持 其 他 产 业 1307
户、3.07 亿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343 户、贷款余额 6.12 亿元，小微
企业主及个体工商经营户经营性贷款
4394户、贷款余额7.67亿。

据介绍，松桃农信认真学习贯彻
新国发 2 号文件精神，坚持“深耕本
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践行

“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千家万户”的
初心使命，围绕“六稳”“六保”，增
强“三农”及小微企业的金融供给，
全面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

下一步，松桃农信将探索建立
“党建＋金融＋惠民”的长效机制，
助 力 高 质 量 发 展 ， 围 绕 6 类 客 群 ，
持续开展金融服务活动，持续加强
基础客户营销、存量客户回访和潜
在客户挖掘的“服务牌”，打好发行
第三代社保卡、协调行政企事业单
位和对接村支两委的“协作牌”，持
续 加 大 对 “ 三 农 ” 领 域 的 信 贷 支
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
建设有温度有速度有深度的百姓银
行而努力奋斗。

松桃农信：“春归金融服务”回流资金 15亿元
徐琳 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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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场 行
情好的时候一
天可以销售 5
吨多的菌菇，
下一步的计划
是 扩 展 到 50
万棒，并利用
便捷的交通优
势销售到更大
的市场。”在
桐梓县马鬃苗
族乡桃子村食
用 菌 种 植 基
地，说起现在
的食用菌的发
展情况平平菌
业负责人袁洋
飞 感 到 很 满
意。

近 年 来 ，
桐梓县马鬃苗
族乡立足良好
气候优势，进
一步找准特色
产业发展“突
破口”，充分
利用闲置资产
引进客商发展
食用菌，带动
该 乡 产 业 增
效 、 群 众 增
收。

该乡按照
“党支部+合作
社 + 农 户 ”
的组织方式，
通过村党支部统筹，提高闲置
大棚利用价值，既提升了村集
体经济，又拓宽了当地群众的
增收渠道。

据了解，桐梓县马鬃苗族
乡桃子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共有
大棚 41 个，棒菌 25 万棒，预
计年产量 100 万斤，产值 200
万元。以每个棚 600元一年的
租金和平平菌业签订合同，盘
活当地闲置资产，实现农民增
收、集体增益、企业增效，助
力乡村振兴。

“ 我 们 通 过 第 一 年 免 租
金，按年支付租赁费的方式，
将桃子村的食用菌大棚出租给
客 商 进 行 规 模 化 的 经 营 管
理。”桐梓县马鬃苗族乡乡村
振兴办负责人罗娜说。

（陈桂良 李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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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纳雍县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毕节市人民检察
院提起诉讼的被告王某和被告
张某某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
益诉讼两案，二人均被判决支付
高倍赔偿金并在省级以上媒体
公开赔礼道歉。

王某在纳雍县文昌街道
某小区租房生产豆芽自行销
售，为抑制豆芽生根，提高豆
芽产量，王某于 2020年 10月
在生产豆芽时违规添加“无
根催化剂”，并将生产的豆芽
运到某菜市场销售，销售金
额为 599元。同年 11月，纳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王某生
产、销售的豆芽进行抽样送
检时检验出 4-氯苯氧乙酸
钠，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张某某在纳雍县勺窝镇
某 街 道 经 营 牛 羊 肉 粉 馆 ，
2020 年 6 月，张某向他人购
买配方熬制羊肉汤并加工制
作羊肉粉面售出。经贵州省
检测技术研究应用中心检
验，张某某熬制的羊肉汤内
含有禁止使用的罂粟碱等成
分，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王某
及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侵害了众多不特定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危害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检
察机关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
定，该院予以采纳支持。

结合两案具体情况，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79 条、1156 条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等规定，纳雍法院当庭判
决王某支付其生产、销售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豆芽价款 10倍赔偿金 5990元；
张某某支付赔偿金 1000元。同时判令二人在省级
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判决后，被告王某和被告张某某表示认错认罚
不上诉，并当庭全额缴纳赔偿金。因二被告文化程度
较低，该院正积极协助其联系相关报社刊登道歉信。

为扩大宣传效果，达到“审理一件、教育一片”
的目的，该院邀请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餐饮业经营者、副食品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代表旁
听庭审，还邀请了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观摩庭
审，在展示维权成效的同时，为营造安全的食品消
费环境凝聚合力。

（陈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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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0超高性能钢纤维机制砂混凝土 380米超高泵送试验成功。 吴微星 摄 科研人员在进行间歇通过性试验。 吴微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