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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颖） 今年，贵
州仁怀经济开发区 （仁怀名酒工业园
区） 依托白酒产业，按照“高大上、链
群配”的思路，做好招商引资顶层设
计，坚持精准化招商，通过招大引强，
实现区域产业的延链、补链、强链，凸
显产区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月 15 日，位于仁怀经开区 （园区）
的唐庄酒业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
车辆穿梭，工人正在抢进度加紧施工。
另一边，3个亿元级以上项目建设也如火
如荼，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生
产线安装调试……

唐庄酒业预计投资 40 亿元，建造占
地近 200亩的唐庄老酒基地。基地预计可
实现年产万吨高品质坤沙基酒的生产能
力、4万吨容量的老酒储酒能力。基地还
包含研发中心、酒检中心、收储中心及
酱香老酒博物馆。

未来唐庄酒业计划延伸产业链，将
有机饲料、有机肥、有机小麦、有机高
粱等酱酒相关产业集合，打造为产业链
闭环，成为一个“有机生态、高效高
质”的酱酒循环产业园，并利用现有国
际市场资源，拓宽产品销路。

唐庄酒业董事长胡兴国表示，经开

区 （园区） 打造目前国内最大酱酒集群
已初见雏形，这让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

除了唐庄酒业这样的企业选择落户
仁怀经开区 （园区），今年 5 月初，中
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也把握产区高质
量 发 展 的 机 遇 ， 选 择 在 经 开 区 （园
区） 落户。中通快递方面表示，他们
将着力打造“中通供应链管理”仁怀
智慧供应链基地，努力建成遵义乃至
贵州省智能数字化匹配度最高的定制
化综合物流服务中心。

一个个项目落地开花，生动讲述着仁
怀经开区（园区）近些年不断招大引强，完

善白酒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好故事。
仁怀经开区 （园区） 招商处负责人

表示，经开区按照打造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标准，对招商引资企业进行“精准画
像”，使之与经开区发展“同频共振”。

“经开区已经聚集了 182 家产业关联度
高、技术水平先进、辐射带动能力强的
上、中、下游企业，门类包括白酒生
产、优质包材、高端物流、商贸服务
等，我们预估入驻经开区的企业每亩土
地投资在 300 万元以上，到 2025 年后，
每亩土地的产值在 500万元以上，进一步
做大仁怀酱香酒的产区优势。”

产业关联度高 技术水平先进 辐射带动能力强

仁怀经开区：聚集上中下游企业打造酱酒集群

本报讯 （记者 李洋）“以前很简陋，
只有血压计和体温计，连房子都是土砌的。
现在的社区卫生室是崭新楼房，配备了颈
椎牵引仪、中药煎药机、电针治疗仪等常用
诊疗设备，村民诊疗体验好多了。”务川自
治县大坪街道甘禾社区村医田药强说。

近 年 来 ， 务 川 自 治 县 坚 持 党 建 引
领，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县乡村三级就

医环境及诊疗条件不断优化。
务川自治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

陆续完成整体搬迁和设施设备优化，县
妇幼保健院主体设施建设也已完工，并
成功完成二级甲等医院创建。

除新成立的丹砂街道外，15 个乡镇
（街道） 卫生院 （社区服务中心） 标准化
建设全部达标，乡镇 （街道） 卫生院中

医馆覆盖率达 100%，基层村卫生室中医
诊疗能力覆盖率达75%。

同时，务川自治县全面优化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着力强化卫生人才培养工
作，加快培养合格临床医师，开展继续
医学教育管理。通过争取农村订单定向
本科 （大专） 毕业生 140余人，有效缓解
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缺乏问题。截

至目前，该县有 2400 余名医护人员，其
中取得执业医师 （护士） 资格证的在编
人员就达 1000 余人，高级以上职称占比
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当下，务川自治县正借助东西部协
作契机，用好珠海市香洲区 200万元对口
帮扶资金，提升乡镇卫生院就医条件，
打造浞水镇县域医疗次中心项目。

务川：优化县乡村三级医疗条件

本报讯 （记
者 杨柳）近 日 ，
位 于 习 水 县 二 郎
镇 庆 丰 村 的 习 水
县 俊 丰 白 酒 配 套
产 业 园 项 目 现
场 ， 工 程 车 往 来
穿 梭 、 工 人 挥 汗
劳 作 ， 一 派 火 热
的建设场景。

“我们项目主
体已完成 5栋，红
线 外 水 电 气 等 配
套 设 施 管 网 施 工
已 基 本 完 成 ， 目
前 正 在 做 厂 房 内
外装修。”贵州习
水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派 驻 俊 丰 产 业
园 项 目 专 班 负 责
人 周 小 兵 告 诉 记
者 ， 在 施 工 过 程
中 ， 他 们 除 了 做
好 人 员 、 原 材
料 、 机 械 设 备 等
多 方 面 保 障 和 调
配 ， 还 多 次 上 门
为 项 目 方 排 忧 解
难。

“ 我 们 选 派 7
名 党 员 干 部 成 立
专 班 负 责 群 众 工
作 ， 充 分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进 村 入 户 做
好 群 众 房 屋 、 土
地 征 收 征 拆 工
作 ， 保 障 园 区 项
目顺利推进。”习
水 县 二 郎 镇 副 镇
长钟继龙说。

近年来，习水县充分发挥赤水
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
优势，走出了一条“酒旅并举·富
民强县”的道路，当前，以习酒公
司、茅台 201 厂等为代表的百亿级
龙头企业，贵州安酒、小糊涂仙心
悠然、洞酿洞藏等为代表的亿级企
业，以及一批以习湖、承天门、中
赤 、 宋 窖 等 为 代 表 的 中 小 规 模 酒
企，在习水形成了“2+3+N”白酒
产业梯次发展格局。

同时，习水县还通过盘活闲置厂
房、招商引资新建厂房，引进包装材料
企业 21 家，打造了温水、二郎两个白
酒包装材料产业园，2021年实现产值
10.5亿元，带动 2100余人实现就业，县
内 白 酒 企 业 在 省 内 包 装 配 套 率 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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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邹洪
丽 杨旭丹） 日前，在务川自治
县分水镇过江社区仡乡草莓基
地，50多名工人正分批移栽草莓
幼苗，确保草莓在 2023 年元旦
假期左右成熟上市。

这家草莓基地是 2018年招商
引资引入，面对今年夏季高温天
气，得益于基地建设的自动喷淋系
统，草莓长势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进入秋季后，基地种植了200亩草
莓，预计亩产可达2000公斤。

务川分水镇

抢抓农时移栽草莓

本报讯 （记者 娄勤丽）
近日，在桐梓县楚米镇蔬菜种植
大户王大碧的蔬菜种植基地，数
名工人正忙着采摘、分拣、包
装、运输蔬菜，一派繁忙景象。

有着 20 多年蔬菜种植经验
的王大碧，2020年在楚米镇流转
50亩地发展商品蔬菜，由于蔬菜
品质好，在重庆、贵阳等地市场
很受欢迎。从去年开始，王大碧
和桐梓县国乾农副产品商贸有限
公司签订了销售订单，让她家的
蔬 菜 有 了 更 稳 定 的 销 售 渠 道 。

“直接从基地销售给公司，运输
成本低了，收益就高了，价格也
有保障，现在只管种好菜。”王
大碧说。

据介绍，桐梓县国乾农副

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主营食材配
送业务，为该县县城区域的 78
个 机 关 单 位 食 堂 及 初 高 中 食
堂 、 该 县 北 部 13 个 乡 镇 109 所
学校提供食材配送，日配送蔬
菜约 0.8 万公斤，日配送肉类约
3000 公斤。

去年 11月以来，该公司依托
县内坝区蔬菜基地、生猪繁育
场，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实行订单种植养殖，保底收
购，不仅保障了食材安全性，也
为农产品拓宽了销路。

目前，该公司与该县官仓、
九坝、茅石、楚米、杉坪蔬菜坝
区签了蔬菜订单种植协议，种植
莲花白、四季豆等 32 个品种的
蔬菜，种植面积2560亩。

桐梓

订单农业鼓起农户“钱袋子”

本报讯 （通 讯 员 吴亚
琴 张玲珊）“我一天能摘 100
多斤辣椒，挣 80 多元，像她们
年 轻 的 ， 一 天 能 摘 200 多 斤 ，
能挣 150 多元。”正安县芙蓉江
镇楠木村辣椒基地里，57 岁的
村民王作敏说。

近年来，芙蓉江镇加大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以“党支
部+合作社+大户+农户”的组织
方式，大力发展辣椒产业，今
年 ， 该 镇 共 种 植 辣 椒 4000 余
亩，全年预计实现产值 1100余万
元，带动800多人务工增收。

芙蓉江镇辣椒产业发展兴旺
是正安县大力推动辣椒产业发展
的缩影。正安县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产业先行”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党支部带头整合社会资
源，做大做强辣椒产业，共发展
30 亩至 500 亩辣椒规模基地 207
个，面积 2万余亩。今年，全县
种植辣椒 12.2 万亩，其中订单种
植 7 万亩，培育职业椒农 2283
户、辣椒种植户 19198户。

2021年，正安县还通过招商引
资，引入一禾瑞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依托全程跟踪式种植技术服务
和签订订单收购合同，解决群众规
模化种植辣椒的后顾之忧。

今年以来，正安县农业农村
局以龙头企业引导，以大户带小
户、职业椒农带散户的发展模式
发展辣椒产业，目前辣椒已全面
采摘销售，该县预计年产辣椒
7.8万吨，产值达5.5亿元。

正安

辣椒产业兴旺催生职业椒农

本报讯 （通 讯 员 高倩
安芝洪）“现在许可证在镇里面
就 能 办 了 ， 省 时 又 省 力 。” 近
日，余庆县东瑞烟花爆竹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黄建江，在龙溪镇
就办好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
可证》，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就近办”服务让他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余庆县坚持党建

引领，聚焦群众反映最多、诉求
最多的服务事项，持续深化“贵
人服务、余 （愉） 快办”政务服
务品牌，积极探索“就近办”便
民利民服务新举措。

“就近办”以乡镇 （街道）
党务政务综合服务大厅、村 （社
区） 党群服务中心等平台为载
体，采取窗口下沉或者直接下放
审批权力的形式，将与企业群众
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高频办理事
项下放到乡镇、社区，形成了县
乡村三级贯通、协同服务的联动
机制。目前，该县累计下放到乡
镇办理的县级事项共 70 项，实
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该县还联合税务部门开发
“15分钟党群税费服务圈”，以银
行终端为载体，依托村 （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立村级税务助
农服务缴费点。通过“党建+N”
的方式，设立“党员示范岗”，
党员带头干，为群众提供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目前，该县“15
分钟税费服务圈”累计办理业务
8000余件，服务群众 1万余次。

为了给企业群众更好的服
务，该县开发了“数字门牌”、

“ 乡 村 振 兴 码 ” 等 数 字 服 务 平
台，在线进行事项审批、求职推
荐、政务咨询、在线报警等服
务。同时，在镇级建立数字服务
平台指挥中心，对群众在数字门
牌平台中提出的问题、建议，限
时办理并予以反馈，构建起了

“群众下单—线上派单—网格接
单—成果晒单”的模式。

目前，该县已依托数字门牌平
台调处矛盾纠纷 57件，受理群众
咨询 1000 余人次，办理政务事项
207件，提供法律咨询320余件次。

余庆

服务“沉下去”群众少跑路眼下，正值刺梨成熟的季
节。仁怀市喜头镇 700余亩刺
梨挂满枝头，村民穿梭林间，
采摘金灿灿的“致富果”。今
年该镇种植刺梨 700余亩，覆
盖共和村和双丰村的 8个村民
组 200 余户 800 余人，预计刺
梨 鲜 果 产 量 将 达 30 万 公 斤 ，
产值超 70 万元。刺梨这一昔
日的山间野果，已然成为喜头
镇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山间刺梨采摘忙
通讯员 肖月星 摄影报道

▲秸秆加工厂
生产线。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梅
娜） 近日，红花岗区迎红街道博
济公益联合会的士联谊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杨昌季在乘客下车后像
往常一样清洁座位，发现副驾驶
上多了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焦
急的杨昌季立即将其送到派出
所，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将 2.85
万元现金交到失主手中，受到失
主的称赞。

像 杨 昌 季 这 样 拾 金 不 昧 、
热心助人的驾驶员在的士联谊
志 愿 服 务 队 还 有 很 多 ， 近 年
来，迎红街道持续强化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指导辖区公益组
织 成 立 了 红 马 甲 志 愿 服 务 队 、
的士联谊志愿服务队等 9 支志
愿服务队，参与看望慰问孤寡
贫弱老人、义诊、义剪等志愿
活动近千次。

红花岗迎红街道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

本报讯 （通 讯 员 唐宇） 如今，
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精准化、智
慧化成为摄像头产品市场竞争的“门
槛”之一。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贵州维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维讯光电），正是一家专门从事摄像头研
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
多年的科技创新，优化研发体系，有力
提升了该公司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
争力。

在维讯光电的 SMT 生产车间，员工
们正按照产品的生产工序加工产品，经

过FPC柔性印制、锡膏印刷、电子元器件
贴装、清洗、组装等一系列工艺，一个
个微小的摄像头被生产出来。

自 2016 年入驻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以来，该公司坚持创新，不断提升
自主研发能力，先后获得“一种外置滤
光片的高像素摄像头”“一种门锁用虹膜
摄像头智能识别系统”及“保险箱用虹
膜智能识别系统”三项发明专利认证。
2019 年，该公司开始研发基于生物识别
技术的 3D摄像头产品，目前已研发成功
并投入生产。

“目前市场上人脸识别要取代指纹
识别，我们公司通过对 3D光技术和红外
线感应的研究，自主研发了生物识别 3D
摄像头，优势在于识别度比较高、稳定
性强、精确度也好。”维讯光电副总经
理夏勇说。

目前，维讯光电的厂房面积约 1 万平
方米，其中千级无尘室 7000平方米、百级
无尘室 500 平方米，拥有 6 条 SMT 自动化
生产线，配备 24 条模组组装生产线，2 条
自动清洗线和 2个实验室。通过加大研发
投入，运用自主创新技术，和国内多个电

子科研所进行配套合作实验，该公司研发
生产的摄像模组得到了财富之舟、TCL、传
音等国内外各大智能终端生产企业的认
可，被应用到功能机、智能手机、三防手
机、监控设备等各类产品中。

近 些 年 该 公 司 订 单 量 一 直 稳 中 有
升，2021年实现产值 1.2亿元。

“现在有一个每月 50 万个的生产订
单，客户要货比较急，我们安排了 4条到
6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去赶这个订单。现在
待生产的订单，每个月有 1000 万元以上
的产值。”维讯光电生产主管何朝军说。

维讯光电：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