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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层在基
我与奋进的贵州合个影

眼下，正是威宁夏秋冷凉蔬菜销售旺季，
每天有数百吨蔬菜从贵州江楠物流园销往粤港
澳大湾区，变身为大湾区消费者餐桌上的可口
菜肴。

七星关区撒拉溪镇撒拉溪社区的盛园蛋业
蛋鸡养殖基地，绿树环绕，凉风习习。透过智
能化蛋鸡鸡舍的玻璃，只见一只只蛋鸡正在啄
食，传送带不停运转，一只只鸡蛋不时“上
车”，被送到分拣包装车间。工人们眼明手快，
挑选分拣带着余温的鸡蛋，放进手边的蛋盘，
再装进纸箱捆扎打包。

“每天要发千余件鸡蛋到广州、深圳等地，
由于鸡蛋新鲜口感好，很受当地消费者欢迎。”
盛园蛋业蛋鸡养殖基地负责人张永建说，目
前，基地所产的鸡蛋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供不

应求。
乌蒙山区特色农产品走俏市场的背后，是

毕节市加快山地特色产业发展步伐的缩影。
近年来，毕节市突出特色引领，发展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蔬菜、水果、食用菌、肉牛、肉禽生产规模分
别排名全省第一；辣椒、生猪、肉羊生产规模
排名全省第二。该市成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基地共53个，数量和规模均居全省第
一。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
“四化”，奋力推进工业大突破、城镇大提升、
农业大发展、旅游大提质，构建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毕节市以高质量发展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使出“闯”的干劲、拿出“抢”的状态、
展现“新”的面貌。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
突出特色联动、招商推动、创新驱动，大上项
目、大聚产业，围绕特色写活发展文章，力争
在全省探新路、走前列、作示范，全力以赴推
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特色资源，毕节不断探索绿色发展新
路。今年 2月 15日，编号为“0000001”的贵州
首张林业碳票在黔西市发行，林业碳票让 3.3万
余亩树林的固碳释氧功能具有了作为资产进行
交易的“身份证”。紧接着，全省第二张林业碳
票在赫章县海雀村发行。6月 14日，织金喜获全
省首张茶园林业碳票。一张张林业碳票把乌蒙
山区的“空气”变成可交易、可收储、可贷款
的“真金白银”。

在织金县茶店乡的中石化织金 50 万吨/年
PGA 项目建设工地，只见夯机提起百吨重的夯
锤，重重砸向地面；挖机伸缩长臂，不停挖
掘；大卡车满载建筑材料，往来穿梭……

这个总投资约230亿元的新型化工项目，是
毕节立足煤炭资源，延伸煤炭产业链条，推动
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位于兴发乡、雉街乡与松林坡乡交界处
的海拔 2300多米的轿顶山上，只见一块块蓝色
的光伏板在山顶上绵延铺展，吸光生电；站在
贵州屋脊韭菜坪上远眺，只见山梁上一个个大
风车呼呼转动，吞风吐电。

地处贵州之巅的毕节，充分利用“风光”
资源富集的绿色能源优势，大力发展风能发电
和光伏发电。数据显示，2021年，毕节新能源

装机量占全省新能源装机量的 26.9%，位列全省
第一；新能源发电总量达 65.98亿千瓦时，占全
省新能源发电总量的37.95％，位列全省第一。

特色发展，科技助力。2021年 10 月，我国
自主研发的首套 10 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
统，在毕节成功并网发电。目前，这套 10兆瓦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一天能发 4 万度电。

“空气”也能发电，让毕节在新能源发展的道路
上又迈出了坚实步伐。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书写山地特色
产业发展文章，毕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
础 。 今 年 一 季 度 ，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5.9%，第二
产业增加值增长 10.2%，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4.1%，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态势。

山地特色产业推进高质量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谢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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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山、秀水、溶洞……早就想来见识一
下织金洞的风采，今天一见，超出了我的想
象。直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震撼。”近
日，到织金洞景区旅游的福建游客冯先生说。

之前在网上看到织金洞的宣传图片后，冯
先生就被深深吸引，最近他放下工作，携家带
口来到织金洞游玩。“亲身体验比看照片和视
频真实多了，而且景区工作人员专业热情，配
套设施也不错，感到很满意，以后有机会还
来。”

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游客体验是首当其
冲的衡量标准。织金洞景区通过对服务人员尤
其是安全人员、观光车驾驶员、导游讲解员等
工作人员不定期进行业务知识及服务理念培
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今年 7月 15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
告，织金洞景区荣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我们不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还面向全
国学生开展免门票等优惠举措，推出 2022 暑
期家庭优惠大礼包，丰富夏季文旅市场，为游
客提供更多选择。”贵州织金洞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伶俜说。

织金洞旅游提质是织金积极推动旅游产业
化发展结出的硕果之一。近年来，织金县依托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禀赋，立足县情实际，把
旅游业作为综合性大产业来谋划，打造出一批
旅游业与文化、商业、农业、城镇、康养等融
合发展的新业态，以“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
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功能围绕旅游
配、民生围绕旅游兴”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业
态提质升级。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织金县旅游产业
发展的实践中，涌现出平远古镇、溶谷苗寨、
宝桢湖、凤凰生态公园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区景
点；采取“政府主导、民间主办、市场参与”
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打造民族文化展示平
台，推动民族节庆市场化、品牌化，形成彝族
火把节、布依族飞歌节、苗族跳花节等一批旅
游文化 IP；织金砂陶、蜡染、刺绣等非遗产品
和水八碗、荞凉粉、发粑等特色美食轮番亮
相，以文促旅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我省
要奋力推进旅游大提质，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旅
游强省。有了政策指引，下一步，织金县将坚持
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包装一
批招商项目，积极引进优强文旅企业，培育壮大
织金文化旅游市场主体。同时，以织金洞景区为
龙头，点线面联动发展，实现旅游发展大提质。

旅游提质旅游提质
55AA 添彩添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惠洁

清晨，毕节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以下简称“毕节金域”）专业
医疗冷链运输车停在七星关区小坝卫生院门口，运输人员身穿防
护服，把核酸检测标本放进运输车，转头向下一个卫生院驶去。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毕节金域真是帮了我们
大忙。只要有核酸检测的标本，他们每天早上就会上门来接
收，当日就能出检测结果。”小坝卫生院院长靳文正说。

毕节金域是毕节的招商引资企业，由金域医学集团和毕节
市医投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主要从事医学检验和病理诊断工
作。毕节金域的建成是“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广东总部+贵
州基地”合作模式在毕节的生动实践。

金域医学集团是一家以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
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总部位于广州，致力于为全国各级医
疗机构提供领先的医学诊断信息整合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领先企业。

“毕节是广州对口帮扶点，考虑到毕节人口众多，医疗资
源相对匮乏，2019年 10月，在粤黔协作牵线搭桥下，我们与
毕节达成项目协议并于 2020年 6月投入运行。”毕节金域执行
总经理范书源介绍。

2020年初，毕节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因该市卫健系统检验
人员紧缺，金域医学总部派出专家团队，带上耗材设备，连夜赶
到毕节，投入紧张工作中，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数量从每天 300
例提升到 1000例，圆满完成毕节市卫健系统安排的检测任务。

核酸检测只是毕节金域医学健康帮扶的其中一点，毕节金
域成立后，紧紧围绕第三方医学检验和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
将医疗检测资源下沉，为毕节群众提供普惠、优质的医学检验
及病理诊断服务。

“以往，小坝卫生院无法做甲状腺功能五项、病理标本检测，
病人有需要只能去城里的几家医院。如今，医疗检测资源下沉到
乡镇后，这些项目在乡镇就能做，既方便患者就诊又为患者节约
了治疗成本。”靳文正说，在金域医学的帮助下，常规疾病的检查
在乡镇卫生院基本都能完成，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

据了解，毕节金域医学已建立了临床生化、免疫等 5个学
科平台，依托集团资源，可提供 2700项检测项目，在毕节市
建立了 8个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常规医疗检测覆盖毕节 90%的
医院，95%的标本可在24小时内完成检验并发送报告。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推动市级医院提质扩能和县级医院提质达标，实施重点
人群健康服务补短板工程，继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切实解决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范书源说，毕节金域将紧紧围绕贵州的战略定位，在老
年人体检、慢性病检测、两癌筛查以及健康人群体检等公共卫
生服务领域，持续增加投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助力提升毕
节医疗服务水平。

穗毕牵手穗毕牵手
护航健康护航健康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夏民

7 月 5 日中午，七星关区杨家湾镇开林
村，村民闵文卿开办的杨梅山庄热闹非凡。
一片片杨梅林翠色欲滴，林下采摘杨梅的游
客络绎不绝。采摘的、搬运的、搞直播的、
拍照片的……不时落下的杨梅不知是熟透
了，还是被人们的欢笑声震落了，引来一群
小孩高兴地捡拾。

走在路上，记者巧遇开车回来的翟浪。
“刚刚送杨梅出去啊？”
“是的，今天早上送了 1000 多斤去隔壁

放珠镇。”
翟浪是杨梅山庄经营者闵文卿的侄孙，

记者搭上翟浪的顺风车回杨梅山庄。院子
里，不少游客正在树下乘凉，等着购买村民
们采摘下树的杨梅。翟浪告诉记者，最近他
是杨梅基地的专职运输员，基地日均要发出
2吨杨梅，按每斤 10元计算，日销售收入在
4万元左右。

闵文卿说，他在杨梅山庄周边种植了
500亩杨梅、蜂糖李、樱桃等果树，成为农
家乐一大特色。除了种植果树，他家还发展
林下养鸡，用自家养的跑山鸡炒出来的“柴
火鸡”，香酥软烂，是他家的另一大特色。

闵文卿的妻子回忆，23年前，他们在这
片陡峭的山坡上种下了果树，一直精心照
料，希望能找条增收路子。如今果树粗壮、
硕果累累，这份绿色家底，带来了丰厚的收
入和甜蜜的生活。2018年，闵文卿家获得贵
州省“森林人家”称号。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把绿色化贯
穿‘四新’‘四化’各方面和全过程，因地
制宜发展绿色产业，这为我们今后的产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做优精品水果产业，做
精林下种植养殖产业，进一步增加收入。”
闵文卿说。

近年来，七星关区把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切实保
护好森林、河流、湿地等生态资源。依托自
身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该区加快推进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厚植绿色发展底色，
绿色产业不断释放“生态红利”。截至目
前，七星关区已发展林下经济约 71万亩，预
计今年产值将超过6亿元。

山地农业山地农业
攻守有道攻守有道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瑞梁

进入三伏天，海拔近 2700米的威宁自治县海拉镇文
炉村也迎来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期。“天气热不怕，只要
有水吃。”村民刘红艳说。

七八年前，每到三伏天刘红艳就又累又焦虑。“因为
那时候许多取水点都干了，挑水只能去山脚，走个来回
就是两三个小时。”

地处牛栏江流域的海拉镇文炉村，因地势落差大，
加上喀斯特地貌影响，地表水容易下渗。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这里的村民都处在看水容易吃水难的困境中。

2015 年，海拉镇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涉及
项目 92个，其中，提灌工程占约 30%。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完成后，文炉村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现在干完农活回家不用操心挑水的事，家务做下来
轻松多了。”和记者聊着天，刘红艳端着盆来到院子里，
拧开水龙头，准备洗菜做饭。

为了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护，
2020年 3月，海拉镇成立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
中心。

“让专业的团队来做专业的事，全力保障群众稳定用
水。”海拉镇党委副书记杨自国说，该管理中心通过市场
化运作，聘请了 7 名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并设
立公益岗位，在全镇招募 12名村级管水员协助管理。

管理中心采取有偿用水方式，全面落实水费收缴。
管水员收缴水费后上交管理中心，管理中心提取 20%作
为管道、水池、抽水泵等设施设备的维修费用，80%返
还作为管水员奖励工资，实现“以水养水、节约用水”
的目的。

两年多来，管理中心运营稳定，节约用水的好风气
也在渐渐形成。晚饭后，作为管水员的刘才福老人出来
散步，边走边挨家挨户检查水龙头是否关紧。“到处挑水
吃的日子过怕了，现在更不敢浪费一滴水。”刘才福说。

去年年末至今年 4 月，海拉镇遭遇极端天气，导致
季节性缺水严重。面对困难，海拉镇迅速采取措施，安
排应急供水车进行补水，帮助群众顺利度过了缺水季
节。“我们已经申报建设了一个从牛栏江提水的四级提水
工程，现在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正式运行后将全面解决
季节性缺水难题。”杨自国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出，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
将继续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护，让群
众喝到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清泉润泽清泉润泽
乡村靓丽乡村靓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阳

毕节篇

1.随着织金洞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毕节旅游进入双 5A 时代。
通讯员 郑林华 摄

2.近年来，毕节市通过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群众喝上稳
定 水 、 干 净 水 、 放 心 水 。 记 者 周 阳 在 威 宁 自 治 县 杨 湾 桥 水 库 感 受 水 利 设 施 建 设 成 果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星 摄
3.威宁自治县江楠育苗中心通过土壤培育、控温、控湿、遮光、补光、通风等技术，为

群众培育优质蔬菜种苗。记者周阳在大棚体验育苗的科技含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星 摄

4.得益于东西部协作东风，赫章县中医院在广州市番
禺区中医院帮扶下，提升了诊疗水平，记者王星在赫章县
中医院采访时看到医生正根据检查结果讨论病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阳 摄

5.毕节城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肖大熙 摄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