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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黔十年，硕果满枝，令人欣喜！”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5 日，由黔南州委宣传

部组织开展的“2023 年广黔协作”主题采访
活动走进都匀、三都、荔波、平塘、瓮安等
地。

一周时间，中央驻黔媒体、粤港澳媒体
及省级、州级主流媒体共计 40 家媒体组成的
联合采访组，深入产业基地、生产车间、易
地扶贫搬迁社区等，行进式调研采访广黔两
地在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人才
交 流 、 文 旅 融 合 、 社 会 保 障 等 方 面 的 好 经
验、新亮点，全面展现黔南广大群众安居乐
业的幸福画卷。

2013 年，广东省广州市结对帮扶黔南州，
拉开了两地对口协作的序幕。10 年来，按照

“中央要求、黔南所需、广州所能”的总体原
则，在广州市的倾力帮扶和支持下，经过黔南
州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不懈奋斗，黔南
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群众生
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携手十年、同向发力，两地通过健全协作
机制，拓展协作领域，高质量统筹推进东西部
协作各领域走深走实。

促进群众增收

裁剪、缝线、贴胶……三都自治县中和镇
雪花湖社区就业帮扶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生产
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现在一个月工资 4000 多元，能挣钱还能
照顾家里，很不错！”为了照顾家中老人小孩，

此前一直在福建务工的吴祖富选择回乡。在雪
花湖社区帮助下，吴祖富来到就业帮扶车间上
班。对于这份工作，他很满意。

雪花湖社区于 2018 年 6 月建成投入使用，
共有搬迁群众 1195 户 5745 人。依托东西部协
作，雪花湖社区建设了就业帮扶车间，项目总
投资 578.35万元，其中广州对口帮扶资金 402.7
万元。

“如今，就业帮扶车间已带动 200余人实现
稳定就业。”三都自治县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陈介生说，在广州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下，
社区群众实现了就业增收。

项目建设、人才支持……广黔两地始终把
强弱项、补短板、保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持续推动协同发展。2013年以来，广
州共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33.65 亿元，实施项
目 1753 个；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 2.5 亿
元，动员社会各界向协作地区捐物折款 0.36 亿
元。

立足“早安排、早落地、早投产、早见
效”的思路，聚集基础设施、乡村建设等方
面，一个个项目落户黔南，为当地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深化产业协作

自从入驻广州海珠·黔南瓮安粤黔协作现
代农业产业园以来，宽敞的场地让贵州黄红缨
茶业有限公司得以新增 5 条生产线。企业实现
了提质增效，生产量大幅提高，产值从 6000万
元提升到了 1.1亿元。

贵州黄红缨茶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叶种
植、加工、研发、品牌营销、茶文化推广、茶
旅融合等产业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于
2013 年 3 月落户瓮安县建中镇，2022 年入驻位
于建中镇的广州海珠·黔南瓮安粤黔协作现代
农业产业园。依托茶产业发展，该公司创造了
近2000个就业岗位，年均劳务用工支出2200余
万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广州先
后投入财政资金超 1.3亿元，在瓮安县实施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 54 个，
广州海珠·黔南瓮安粤黔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
就是其中之一。

该产业园于 2021年在瓮安县建中镇挂牌成
立，配套建设红茶、名优茶、大宗茶等多条生
产线，进一步带动了茶企融合发展，延伸了瓮
安县茶叶产业链。

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广黔两地不断深化
产业协作，打造“造血式”产业帮扶模式，共
促发展提质。2013年以来，引导落地投产企业
278 家，实际到位投资额 179.4 亿元，吸纳脱贫
人口就业 8582人；共建产业园区 15个，入驻企
业 121 家，实际到位投资额 80.18 亿元，吸纳脱
贫人口就业 1868人。

创新基层治理

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帮扶车间、长
者饭堂……瓮安县映山红社区实现了便利生活
的全覆盖。

映山红社区是瓮安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共搬迁 1292户 5336人。持续完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体系，才能让“新市
民”乐居“新家园”。

通过引进广州社工团队，参照广州社工服
务体系，映山红社区建立了一支本土化的社区
治理队伍，为独居老人、残障家庭、特殊困难
青少年等开展个性化服务。

“ 他 们 人 很 好 ， 下 雨 天 还 会 帮 我 送 餐 上
门。”提起社工团队，今年 72 岁的社区居民蔡
腊英赞不绝口。

此外，映山红社区还实施“灯塔计划”，打
造爱心食堂、“四点半课堂”等服务品牌，形成

“1+3+5”社区治理模式，打造 1个党建引领·邻
里互助社区党员先锋阵地，关爱残障家庭、青
少年、长者三大群体，推行 5 项举措激发社区
活力，塑造示范典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提质
升级，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

依托东西部协作，黔南州不断借助广州社
区治理经验、公共服务资源，持续抓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在独山鄢家山社区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5250.2 万元，解决搬迁群众安居、乐业、成长
各环节的需求。鄢家山社区成为全省唯一的易
地扶贫搬迁“产业+东西部协作”试点。

在惠水县打造 6层 3000平方米的明田街道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中心 （荔惠楼），有效解
决搬迁群众急难愁盼的长幼服务需求。

…………
通过创新社会管理，黔南不断提高社区服

务水平，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
格局。

跨越千里情相牵 携手十载结硕果
——广州与黔南高质量统筹推进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毕文君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慧惠 黄旭 葛
启龙） 11月 9日，福泉市创建消防示范学校
暨“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福泉
市消防救援大队为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消防志愿服务队”授旗。
活动现场设置了消防装备体验区、灭火

救援技能演示、防火宣传等科普区，既拓展
了消防知识面，又强化了消防安全意识。当
天，还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随着
警报铃声响起，师生们捂住口鼻，在老师的
有序指挥下，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整个演
练过程配合默契、有条不紊，达到预期效
果，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据了解，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期
间，福泉市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消防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福泉

消防安全宣传
进校园

11 月 11 日至 18 日，“多彩贵州”首届（县域）男子足球联赛（省级总决赛）在三都自治县民族体育竞技中心举行，
参赛队伍为 9 个市（州）在前期比赛中产生的县（区）级冠军代表队。

首场比赛由都匀市队对战黔西市队。赛场上，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你攻我守，争夺激烈，精彩不
断，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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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蒙莎莎） 据悉，截至 11
月 7日，荔波小七孔景区今年接待游客 600.45万
人，同比增长 349%，较 2019 年增长 64%，景区
游客接待量创造历史新高。

随着旅游市场的复苏，加之贵南高铁开通，
游客可直达荔波的强大拉动力，有着“地球绿宝
石”美誉的小七孔景区，游客接待量一直较快增
长，呈现出旺季更旺、淡季不淡的特点。

今年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聚焦资源、客
源、服务三大要素，以国际化理念系统推进荔
波樟江景区整体提升，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和业
态 ， 推 动 旅 游 业 发 展 理 念 和 方 式 发 生 深 刻 转
变。

小七孔景区以打造“贵州旅游的龙头、管理
的样板、服务的标杆”为目标，始终把景区服务
质量和游客体验感放在首位。

今年以来，该景区先后完成大七孔古桥修缮
保护及景观提升、标识标牌升级等项目，在核心
候车站点新增蛇形排队栏杆、喷淋降温和照明系
统等。持续深化景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在空间上
实现全区域覆盖，在时间上实现全天候响应，在
运行上实现无缝隙衔接，着力解决了景区“容量
小”“乘车难”“卫生差”“处置慢”等痛点，提
高游客在景区的体验度、舒适度、满意度、安全
感，综合服务管理得到全方位提升。同时，深入
推进“明码实价·诚信景区”体系建设和“先行
赔付”机制，始终保持市场零欺诈、旅游零投
诉、安全零事故，游客满意度持续提升。该景区
荣获第四届贵州省省长质量提名奖，景区推行的

“网格化管理”入选第一批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优
秀案例，接待工作完成零投诉、零欺诈、零事故
的目标。

持续增强文旅产品新供给，进一步加快旅游
景区转型升级，有力促进景区旅游市场持续火
热。推出旅游护照、大小七孔门票 7 日游等政
策，小七孔景区游客二次入园率达 11.28%。推出

“小车小团”轻奢游、专属游、商务游等服务模
式，配置奔驰、丰田考斯特、福特等中高端品牌
商务车 35 辆，成功培育一批专业“司兼导”队
伍。

从游客数据的分析上看，小七孔景区游客趋
向 年 轻 化 ， 20 至 59 岁 中 青 年 游 客 占 总 人 数
71.12%，60岁以上老年人和 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
28.88%。景区通过创新业态产品等，推动景区

“年轻化”。业态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推出小七孔
“踏瀑戏水”、鸳鸯湖透明游船、卧龙潭漂游、水
上飞人与摩托艇冲浪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开展非
遗文化展演、“汉服+山水”“民族服饰+山水”等

创意展演，以及 《寻梦绿宝石》 剧本游活动。今
年以来，共举办非遗展演 191 场、古风展演 210
场。在新业态的带动下，小七孔景区游客游玩时
间增加2.5小时以上。

加 大 宣 传 营 销 力 度 ， 助 推 景 区 火 爆 “ 出
圈”。近年来，随着小七孔景区的知名度与吸引
力不断提升，来此取景的综艺、影视剧作品不在
少数，还吸引了不少网络达人打卡。通过各类媒
体平台传播造势，持续扩大宣传效应，引爆景区
热点话题。

下一步，小七孔景区将进一步立足山水资源
优势，不断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在保护的基础上
精深开发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新业态，抢占旅游
产业发展新高地，与全省其他景区实现实时联
动、产品联销、线路联串，进一步拓展旅游客源
市场，加快向千万级景区迈进。

旺季更旺 淡季不淡

荔波小七孔景区游客量突破 600万人

“多彩贵州”首届（县域）男子足球联赛（省级总决赛）在三都开赛

竞技绿茵场
通讯员 欧圣兵 罗朝兵 韦荣整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孟祥可） 11 月 8 日，
贵州亚鸿油桐产业研究院在独山县兰谷关成
立。

据了解，该研究院由贵州鸿发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林化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林机所、贵州
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合作共建。聚焦油桐
抗病高产良种选育、油桐高效栽培技术、油
桐高效加工技术，以及油桐、桐油综合开发
与利用等四大专项领域，重点研究木本油料
油桐产业开发利用。未来，研究院将通过科
技创新支撑油桐产业化发展、产品高端化发
展，推动油桐产业高质量发展。

贵州亚鸿油桐产业
研究院在独山成立

本报讯 （通 讯 员 顾桥 白俊燃）
“社区给我分了菜地，我种了白菜、黄瓜、
茄子、辣椒等。”眼下，瓮安县建中镇培文
社区群众的菜园里，各种时令蔬菜长势喜
人。临近午饭时间，社区居民王顺群来到菜
园采摘新鲜蔬菜，脸上挂满笑容。

为持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让搬迁群众有菜种、有菜收，满足日常
蔬菜需求，进一步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瓮
安县建中镇充分利用培文社区安置点周边
2500 平方米闲置土地，通过土地平整、种
植土回填、过道硬化等方式，开辟了 180个

“微田园”，让社区群众拥有自己的“小菜
园”。

“微田园”建设以来，不仅耕管率达
100% ， 还 助 推 社 区 物 业 费 缴 纳 率 提 高
1.67%。此外，该社区把每块“微田园”每
年 10 元的租金和群众缴纳的物业管理费，
作为社区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用于购买大
米、食用油、洗衣液、抽纸等充实“积分超
市”物资。以“积分兑换”激发基层治理新
活力，推动搬迁群众持续深入、常态化参与
邻里守望、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活
动，进一步形成“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
家”的良好氛围，以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力
度传递乡村振兴的温度。

瓮安建中镇

搬迁社区
闲置地变“微田园”

本报讯 （记
者 毕 文 君 潘
德玉）11 月 10 日 ，
位 于 贵 定 县 的 贵
州 山 王 果 健 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灌 装
车间内忙而有序，
11条生产线同时运
转，每条线产能为
每分钟 110 袋刺梨
汁。

“ 人 可 以 换
班 ， 但 是 设 备 不
能休息。”贵州山
王 果 健 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余 悦
宁 说 ， 贵 州 刺 梨
产 品 因 含 有 丰 富
的维 C，正受到越
来 越 多 消 费 者 的
喜 爱 。 随 着 市 场
对 刺 梨 产 品 需 求
的 增 长 ， 山 王 果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生
产 效 能 ， 力 争 提
供 更 多 高 品 质 、
高维 C含量的刺梨
产品。

此 外 ， 该 公
司 还 在 物 流 方 面
最 大 程 度 保 障 用
户 当 日 下 单 ， 次
日收货。

贵 州 山 王 果
健 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以下简称山王
果）成 立 于 2009
年，是一家基于刺
梨有机生态种植、
精 深 产 品 研 发 生
产、市场品牌运营

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实体企业。
山王果坚持自然农法，精细把控

刺梨原料基地的生态种植、病虫害生
物防控、采摘运输和生产加工等每个
环节，为用户提供零添加、有机生态
的可溯源健康刺梨产品。深度挖掘刺
梨的营养价值与应用场景，提高刺梨
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努力把刺
梨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和特色优势产
业，并以数据化、信息化带动产业现
代化，推进刺梨产业向全链条和品牌
化发展。

目前，山王果拥有有机刺梨种植
认证基地近万亩、刺梨种植示范基地
1 万余亩、合作有机种植基地 6 万余
亩，带动贵定县刺梨种植面积 12 万
亩，辐射贵定县 65 个行政村，惠及
农户2万余户。

为 满 足 市 场 前 端 供 给 需 求 ，
2020 年 8 月，山王果投入建设 5G 智
慧工厂，通过 5G 科技赋能，建立智
能化、可视化、可溯源的智能工厂，
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生产、品控、物
流、仓储等 10 多项生产重要环节进
行管理，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14年深耕刺梨产业，山王果交出
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数据显示，今年，山王果总收果
突破 1万多吨，收购覆盖了全省 20多
个县，超过 70个乡镇，产值预计 3.4
亿 元 ， 共 支 付 果 农 果 款 5000 多 万
元，合作果农中也诞生了 8名“年入
百万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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