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给每只鸡都配了一个‘身份证’，
能 实 监 控 每 只 鸡 在 生 态 养 殖 下 的 养 殖 日
龄。”日前，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镇双堰
社区“乌蒙玄凤”智慧养殖基地，基地负责
人陈德辉站在鸡舍旁边，打量着活蹦乱跳的
乌骨鸡。

陈德辉口中乌骨鸡的“身份证”，就是
养殖基地给每只鸡脚上戴的 NFC脚环，通过
数字监控，养殖人员和客户可以通过打开手
机小程序，随时了解鸡的生长情况。

双堰社区的智慧养殖基地是毕节市近年
来利用数字元素进行产业发展实现新转型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毕节市积极抢抓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围绕“四化”推动数字赋能实
体经济发展，全力加快拓展数字应用场景，
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建设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标杆、示范项目。

贵州联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毕节高新
区，是一家集 LED 灯丝光源、G4/G9/R7S 成
品、城市亮化生产研发及销售的企业，该公
司全自动智能数字化生产线已全面投产。

“自从生产设备完成数字化转型后，现
在一个工人就能负责一条生产线，生产效益
大大提升的同时还降低人工投入。”贵州联
尚财务总监戴小玲介绍，2022年底，贵州联
尚完成了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转型，建成世界
领先水平的全自动智能数字化生产线 140 多
条，实现了企业数据一体化、生产经营一体
化、管理一体化。

贵州联尚计划进一步提升智能数字化水
平，将生产线扩建到 150 条，努力打造成为贵
州省第一家 LED上市企业。2022年，贵州联尚
还入选了贵州省工业互联网融合标杆项目。

为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毕节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积极组织移动、联通、航天云
网、乌蒙云等服务商深入联尚公司、黔希化
工、明钧玻璃等百余户企业开展入企诊断服
务，为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两化
融合等方面提供详细诊断咨询服务。

截至目前，毕节市已培育工业互联网融
合标杆项目 21 个，培育融合示范项目 190
个，已完成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企业 275 户，
培育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 1个。

“我们建设完成的景区综合管理平台，
可集成横向管理部门的天气、环保、交通、
运营商、旅游大巴、GIS 地理信息等数据，
纵向管理部门的旅行社电子行程单、资讯
网、政务网等信息。”毕节市织金洞国家 5A
级景区负责人刘海波介绍，目前织金洞景区
已建立完成景区电子商务平台，整合旅游资
源，实现游客可在景区网上统一展示预订和

支付门票、酒店等旅游产品，实现信息共
享，便于统一指挥、调度，形成一个高效的
智能指挥管理系统。

“毕节市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指数达
到 39.8、连续五年实现提升，我们将以深入
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为抓手，深化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创新融合应用，
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企业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各环节优化重组，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毕节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桂祥友表示。

数字产业链条逐步完善，数字产业生态
逐步丰富。毕节市正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
新机遇，积极打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不断加大创新主体培育，搭建平台，培
养数字产业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开辟产业
新跑道。

以“数”赋智 以“融”赋能
——毕节深入实施“万企融合”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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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贵阳市人民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
下，贵阳保成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邱玲玉顺利拿到了变更后
的施工许可证，体验到了“网办”
的快速便捷。

“通过网络平台，原本需要一
个多月时间、跑多个部门才能完成
的业务缩短至 3 个工作日。”邱玲
玉坦言，“网办”真正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贵阳市全力抓好各项政务服务

改革工作，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
深化“放管服”改革，紧紧围绕

“强省会”行动工作要求和全省政
务服务工作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在推进“一窗通办‘2+2’模
式”改革方面，贵阳市政务服务中
心把政务大厅分成自然人和法人两
个功能区，把过去部门单一业务窗
口整合为统一的综合服务窗口，设
置咨询和投诉岗，实现“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
件”，让企业在政务大厅办事只用
到一个窗口，并向办事企业提供事
前辅导，持续规范业务办理流程，
企业办事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在推动“一次办”方面，贵阳
市政务服务中心加快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改革工作，在国家 13 项

“一件事”清单基础上，提出“一
件事一次办”建议清单 196项，为企业提供套餐式集成
服务，全面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

在推动“一网办”方面，作为全省“全程网办”改
革工作唯一试点，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整合市大数据
局、大数据公司等单位力量，统筹协调、集中攻坚，以
系统融通、数据共享、全程网办为重点，建立全程网办
事项动态管理机制，将工作方法流程化标准化，全力推
动“一网办”。截至目前，贵阳市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全
程网办率达 82.71%，30 个市级自建系统已完成融通，
59类电子证照完成汇聚。

在落实“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工作方面，贵
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积极推动“贵商易”与贵州政务服务
网互联互通，推进政策服务事项标准化，实现政策兑现
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截至目前，辅助兑现资金 17283.49
万元。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过
不懈的努力，贵阳市政务服务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
效。”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一处处长范君表示。贵
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将全力做好政务服务工作，统筹各区
县打造集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服务的“企业之
家”，实现企业事“家”里办，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利
服务，围绕解决企业诉求、群众需求，持续推动营商环
境优化，着力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以优质的营商环
境助力贵阳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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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日新者进；勇立潮头，改革
者胜。

2022年，安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开
拓创新、破题开路，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动力、赢得新优势。

谋篇定向聚力蓄势
谋定思远，举必有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抢抓新国发 2 号文件政策机
遇，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采取自
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谋划“市
之大事”，制定市委年度改革工作要点、会
议计划，使改革有章可循。通过专题调度、

现场观摩、定期述职、考核评估，层层传导
改革责任、扣紧责任链条。全年召开市委深
改委会议 4 次，审议通过重大改革事项 28
个，117项年度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一盘棋整体布局、一条心协同推进，安
顺改革篇章在黔中大地徐徐展开、如炽如
潮。

重点领域破冰前行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
向最难处攻坚。聚焦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难题，创新新能源股份合作开发模式，推动
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做长。聚焦工业发
展资金不足难题，创新“3 个 80%”财政增
量资金投入模式，支持工业企业提质、提
量、提速。聚焦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难
题，创新财政涉农资金“2215”投入模式，
推动农业产业共建、共享、共赢。

向最痛处发力。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

行双重考验，大力实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行
动，扎实开展企业服务、产业招商、争资争
项 三 大 行 动 …… 全 市 新 增 经 营 主 体 3.4 万
户，引进优强企业 120 家，软件服务业、互
联网服务业收入增速排全省第一，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全省前
列。

向最新处挺进。在试点示范中勇敢闯、
大胆试，成功申报国家海绵城市、国家“无
废城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
点，西秀区成功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安顺经开区幺铺镇阿歪寨村入选国家
乡村旅游重点村，平坝区乐平镇大屯村等 4
个村入选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省首张草原保险单在关岭落地生效。

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砸开一个个
“突破口”，安顺改革事业在大局大势中踏石
有痕、渐入佳境。

民生导向释放红利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创新就业数据双授权模式，搭建“安心

干”人力资源开发和价值提升数字服务平
台，帮助务工人员快速就业、快速增收。实
施教育“九大提升工程”，抓好“双减”政
策落实，职业教育扩容提质改革获省政府通
报表扬。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大数据
产业应用试点，率先在全省实现医疗健康大
数据全面整合共享。分时段减免两城区公共
道路停车费，有效解决市民反映强烈的停车
难、停车贵问题。打造简案快办中心，创新
开展诉源、执源、访源“三源同治”，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化解率位列全省第一。深
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全程网办事项
达 70%以上，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个工作
日内，“12345”便民热线荣获“全国模式革
新典范奖”。

…………
看得见的变化、触碰得到的幸福，安顺改

革温度在万家灯火中枝叶关情、盈盈风起。
大道如砥，勇者无疆，行山至一半，更

应看远方。新征程上，安顺将以改革再出发
的昂扬斗志，闯新路、开新局，努力谱写更
加精彩的改革篇章。

破题开路踏新程
——安顺市2022年度全面深化改革综述

贵申改

本报讯 （记者 管云 实习生 高文萱） 日
前，由毕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起的金沙县中医
医院核磁共振采购项目，使用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

“全省一张网”远程异地评标调度平台 （简称调度
平台），实现毕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贵州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两地联动跨区域远程异地评标。

为优化评标质量与效率，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依托“全省一张网”，建成投用远程异地评标调度
平台。该调度平台以数字化手段对全省 10 个交易
平台的远程异地评标场地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实现
对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的统一调度。

全省远程异地评标统一调度平台的上线使用，
实现了远程异地评标由过去“点对点”线下模式，
向一个主场发起、多个副场联动的数字化调度模式
转变，全省场地资源、专家资源共享更充分，有效
化解了市州专家资源不足、全省专家分配不均等问
题，避免“熟面孔”打“人情分”。实现专家评标
电子化签名、专家费用统一在线发放、评标全过程
资料统一归集等增值服务，远程异地评标更规范，
服务更高效。

我省远程异地评标

开启数字化调度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冯倩 通讯员 张立新） 今年一
季度，大龙开发区进出口总值 10122.07万美元，同比增
长75%，预计今年年底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5亿美元。

近年来，大龙开发区聚焦新型功能材料首位产业，
围绕“打造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高地、建设千亿级产
业园区、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目标，强力推进园区建
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外向型经济日益壮
大。

大龙开发区现已形成了以锂离子新型功能材料为龙
头，打火机基地、箱包产业园等外向型经济协同发展格
局，目前已有 200 多家工业企业 （含 51 家规上工业企
业） 入驻。园区企业生产的高纯硫酸锰市场份额全国占
比80%，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用石墨市场份额全国占比
15%。

以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生产的镍钴锰三
元前驱体全球市场占比28%，年产销量、出口量全球行
业排名第一。在园区生产打火机的东亿电气与 80多个
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业务往来，产品占全球打火机销售
市场份额的 25%，今年一季度共生产打火机 3亿支，产
值达 1.9亿元。

大龙开发区

进出口总值
一季度同比增长 75%

近日，开阳县双流镇双永村汉王时空硒谷玫瑰产业园里的 800 多亩玫瑰花竞相绽放，
村民忙着采摘、翻晾、加工玫瑰花。该产业园主要种植重瓣食用红玫瑰花品种，生产的玫
瑰花茶、玫瑰紫酒、玫瑰洗衣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增
收。 袁福洪 摄 （贵州图片库发）

玫瑰花香日子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