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复工、春耕均不

误——连日来，贵州大地处处

涌动着与春光赛跑的春耕场

景，多个重点项目建设工地重

燃火热景象。阻击疫情、歼灭

贫困，多彩贵州行稳致远。

抢时间补损失

贵州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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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西南管道贵阳输油气分公司值班人员在工艺区巡
检。 邓 刚摄

日前，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供电局员工在万仁汽车集团总装车间进行生产设备用电检查，为企业复产提供支持。 彭 俊摄

贵州曾是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
的省份，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目前，该省还有30.83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没有脱贫，9个深度贫困县没有摘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贵州坚持战
疫情、斗贫困“两手抓”，以“一刻不能停、一
步不能错、一天不能耽误”的紧迫感，有序推
进春耕生产、项目复工、企业复产，力争把耽
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确
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春日晴好，安顺市普定县新中田坝坝区
成片的韭黄长势喜人，数十位村民正在除
草、培土。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韭黄种植有所延
误，我们及时将务工村民的报酬由以往的计
时改为计件来结算，提高了生产效率。”合作
社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坝区
6404亩韭黄种植已全部完成，“损失的时间
完全能够抢回来。”

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至关紧要。春节以来，贵州马不停
蹄连续多次开展挂牌督战、视频督战，通过
抢时抓好春耕，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将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降到最低。

2月中旬，贵州出台《关于推进春季农
业生产和农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
推出涉及项目资金、临时储备、企业减负、金
融支持、用工保障、防疫物资等内容的13条
具体举措，推动春耕春播、农业企业复产。
2月中下旬，贵州省委主要领导先后6次通
过视频远程督战9个深度贫困县以及3个
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已摘帽县（区），推进
脱贫攻坚，调度疫情防控。

今年春节刚过，在疫情防控还处于最吃
紧的关键阶段，贵州省农业部门就召开视频
会议，部署春耕备耕工作，要求各地围绕农
民增收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调减低效作
物种植，不断扩大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的规模，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贵州“地无三里平”，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了92.5%，1725个 500亩以上坝区成了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主战场。贵州省农业农
村厅建立“厅长包片”“处长包县”工作机制，
并派出100余名干部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
调减低效作物，强化因地制宜选准替代产
业，加强技术培训，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实现
新突破。

毕节市派出305名农技专家，围绕全市
171个坝区、12大特色农业产业开展技术服
务，做到坝区技术服务、特色产业服务、专家
组团会诊“三个全覆盖”，确保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调得下、种得上、卖得出、稳得住、能增
收”。截至目前，该市农技人员已开展春耕

生产服务1000余人次。
作为春耕农资供应的主要渠道，贵州省

供销系统的农资门店从2月24日起已全部
开门营业，系统内的128家农资企业目前也
已全面复工。贵州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
杨兴友表示，储备的农资“基本能保证春耕
生产需要”。

在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化
区，星罗棋布的坝子里，与春光赛跑的“农耕
战”正热火朝天。贵州农业部门数据显示：
截至2月底，该省坝区1377家龙头企业和
4051家合作社全面复工复产，土地流转面
积165万亩，在田作物达201.4万亩。

帮扶企业复工复产

坐落在铜仁市玉屏经济开发区的贵州
康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里一派忙碌景象，
3个生产车间里的自动精密剪板机响个不
停，经过半成品加工、切割、定型等多道工序
后，一张张SPC新型地板下线。“受疫情影
响，订单大量堆积，公司目前正加班加点赶
工，把损失补回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政府帮助下，企业得以快速复工复产，目
前又陆续接到了不少订单。

早在2月8日，贵州省就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同日，该省工信部
门针对工业企业抗疫复产面临的困难出台
了10条政策措施。

推动企业复产，贵州既定“时间表”，又
画“施工图”，多部门出台利好政策，各地组
织工作专班深入到企业一线，“一企一策”，
帮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原材料、资金、用工
等困难。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推出197款
云服务项目；贵阳海关在物资快速通关、顺
延业务办理期限、简化办事流程、加强联防

联控等7个方面为企业优化服务。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贵州推出

了包含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运营成本、缓解
资金压力等内容的15条具体支持政策。其
中，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中小
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可降至
5%，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最长还可缓缴1
年。同时，贵州省还设立了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专线电话，全天候解答企业疑问、协调解
决企业困难问题。

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基础供给，贵州省
基础能源和清洁高效电力两大千亿元级工
业产业率先实现100%复工复产。其中，盘
江煤电紧急增援13.2万吨应急储煤、21对
矿井迅速恢复生产，有效保障了上下游正常
运转。

复工复产冲锋号令发出以来，贵州大地
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抢时间、追进度的高潮。
截至2月底，该省应复工复产的4113户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

值得一提的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贵州不少大数据企业立足优势、抢抓机遇，创
新推出了一批新产品、新应用、新模式，数字
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如今，大数据、新
材料、装备制造、大健康迅速发展，贵州工业
经济的“四梁八柱”正释放澎湃动能，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新旧动能稳步转换。

推进在建新建项目

3月12日，总投资5.8亿元的长通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动工建设。其中一期项
目将建设智能化电气装备生产线10条，预
计今年10月就能投产；二期项目也计划于
2022年建成。据贵州长通集团董事长张钊
介绍，长通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预计超过40亿元。

项目是投资的载体，也是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牛鼻子”。连日来，贵
州省打出系列组合拳，按下重大项目建设

“快进键”，在建项目复工和新项目开工建设
统筹谋划，有序推进。

2月9日，贵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统筹
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复工
开工，并派出9个督查组分赴各地督导项目
复工。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为此还联合国开行
贵州省分行、农发行贵州省分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贵州省分行和贵州银行，建立了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保
障机制，设立1800亿元补短板稳投资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项目、省重大
工程项目的建设。

贵州省各地硬招实招频出。黔西南州
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下专门成立重
大工程项目复工开工专班，并明确了建立工
作机制、加强用工保障、强化要素保障、加大
金融支持、切实减轻负担等五方面的具体政
策措施，推动项目复工；此外，该州还开辟

“绿色通道”，为项目复工提供充足的物资
保障。

贵州省发展改革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
月底，贵州省1963个在建重大工程项目全
部复工；同时，新开工重大项目371个，占一
季度计划开工项目数的85.9%。

立足打造区域增长极、吸引更多高质量
项目落地，贵州省还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出8条“含金量”
十足的政策，吸引投资者的目光，提振企业
复工复产、转型升级的信心，推动贵安新区
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

日前，贵州省下达2020年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名单及推进计划，安排省重大工程
项目3357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262亿
元，项目涵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发展
和重大民生工程等领域。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是春耕时节，
贵州省铜仁市在全力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同时，积极抓紧农业生产，做到政策早
制定、工作早部署、人员早到位、技术早培
训、物资早准备，深入扎实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坚决打好打胜产业脱贫攻坚战。

近日，江口县太平镇岑忙村高效蔬菜
基地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戴着口罩翻
土。基地总占地1800亩，年产量预计达
到6500吨，为保证蔬菜正常生产，基地已
有20多名工人复工，县乡两级每天为他
们测量2次体温，每人提供一个口罩，保
证疫情期间春耕生产工作安全有序。蔬
菜基地负责人廖剑秋告诉记者，每个工人
进场和出场都会消毒、测体温并登记

在册。
在万山区茶店街道红岩村，分葱已经进

入生产旺季，村民们正在进行翻草、养护等
作业。红岩村村民杨金妹告诉记者，每天村
委会都给大家测量体温，确保村民没有和外
地人接触才能到蔬菜棚里工作。

据了解，这个基地占地面积达150亩，
目前，生产采取了分批次方式，每次1至2
名管护人员进入棚内，并拉开安全距离开展
工作。

在玉屏县朱家场镇茅坡村的蔬菜育
苗中心，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忙着在基地
补苗、洒水，目前中心已培育出160万株
生菜苗，预计本月底可培育出两批生菜
苗，用于新店镇洞坪村生菜种植基地

种植。
“接下来，我们将会育240万株生菜苗

来满足洞坪坝区的生菜种植需求。”玉屏县
蔬菜育苗中心负责人李泽建说。

缠溪村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的黑木耳
已经到了采摘期，当地组织10多名党员干
部、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帮忙采收黑木耳。印
江自治县缠溪镇缠溪村驻村第一书记苏刚
说：“我们组织了党员突击队，每天保证15
人在我们的村集体采摘，要确保疫情期间产
业增收，不能减产。”

这几日，碧江区灯塔街道寨桂村的驻村
干部和村支“三委”成员，忙着在蔬菜坝区帮
群众翻犁、挖土、除草，以及采收蔬菜。干部
们在忙农活的同时，还不忘宣传相关防疫

知识。
“现在是春耕时期，急着把这些菜收割，

拿去卖了，然后我们就把土地翻新，改种辣
椒、茄子、四季豆，有干部来给我们帮忙，也
节省了很多劳动力。”寨桂村村主任钟广文
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碧江蔬菜坝区主要涉及
灯塔、坝黄、和平、滑石、桐木坪等10多个基
地，当前全面启动了春耕生产。

松桃自治县孟溪镇油蓬村74亩黄桃
2019年已经挂果。目前，正值黄桃剪枝的
最佳时期，同时又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油蓬村脱贫攻坚指挥部制定分工方案，既要
保障集体经济来年增产增收，又要确保疫情
的严防严控。

松桃自治县孟溪镇油蓬村党支部书记
姚元会说：“我们指挥部分成两组，一组守关
卡，保障疫情防控，另一组就来帮忙剪枝，本
来按照工期这月底才能剪完，现在力争提前
做完。”

根据铜仁市农情系统调查统计，春耕重
要物资化肥已备量13.36万吨、农药已备量
456.15吨、农膜已备量1116吨、杂交水稻种
子已备量887.69吨。

在贵州纳雍县昆寨乡流传着一句话——“千秋大业一壶
茶”。“千秋”，指的是昆寨乡千秋村；“大业”，指的是千秋村的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大业；“一壶茶”，指的是千秋村的千亩茶苗
基地。

千秋村位于建新河畔，千亩茶苗基地就位于建新河畔的坝
区。以千秋村为核心的茶苗基地由毕节市农投公司投资1000
万元，辐射新民村、长春村等建新河沿线坝区。

茶苗基地的土地流转比较“特别”，是采取逐年递增的方
式。按第一年每亩500元、第二年后每年依次增加50元，直至
增到每亩1000元封顶。

务工人员按每小时10元的工资计算，只要参与务工，每人
每天可以有近100元收入，覆盖了当地的贫困户和土地流转
户。“茶苗基地需要工人的时候，村里的合作社就会通知务工，平
时就打打小工。土地流转后，再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年累到头却
挣不了几个钱。”千秋村街上组村民王世敏说。

千秋村村主任助理肖浩告诉记者，除了茶苗种植，该村还规
模化种植桑树500亩，由村社一体合作社组织养蚕，预计带领
200户每户出售蚕茧增收3000元。

发展产业，建新河坝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金珠村也
不甘落后。金珠村有两个村级合作社——现代生态农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惠农养蜂专业合作社。一个“分管”种植，另一个“分
管”养殖。

“我们在自己家地里种马铃薯和大豆都套种皂角树，种子和
树苗都是政府发的，等收成后卖的钱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政
策太好了。”金珠村上寨组村民黄梅说。

“分管”养殖的惠农养蜂专业合作社由纳雍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帮扶18万元资金，于2017年3月成立，按照贫困户60%、
村集体20%、管理人员20%的百分比持股分红。同年12月实
现蜂蜜销售收入8.4万元。2018年，贵州省信合公益基金37.89
万元帮扶资金注入合作社，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2019年12
月，实现合作社收入9万余元。

千秋村和金珠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只是昆寨全乡的一个缩
影。脱贫离不开产业发展，两者息息相关。在固有的土地、气候
等自然资源下，产业结构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除千亩茶苗基地外，该乡已种植皂角5500亩；拟种
植马铃薯20500亩,拟种植桑树1200亩。近期土地流转翻犁约
6600亩，春耕生产工作正在稳步进行。

作为一个典型的苗族村寨，位于贵州雷山县的麻料村与其
他苗寨最大的不同是该村世代以银饰加工为生、代代相传，全村
近200户家庭劳动力90%以上从事银饰加工，有着“中国银匠
村”的美誉。

近年来，该村通过银饰+旅游、银匠+合作社的方式，带动广
大贫困村民创业增收、脱贫致富。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关闭，加之
交通管控、快递物流停工等原因，麻料村内的银匠们受到了极大
影响。

“因为景区关闭，过年旺季的线下销售几乎为零，而且因为
快递停运，抖音、淘宝等线上渠道接到订单也无法发货，虽然现
在开始逐步复产，但存货短时期内难以变现，资金周转还是困
难。”雷山县脱贫攻坚带头人、西江镇麻料银饰协会会长、春富银
饰工坊的潘仕学说出了银匠们的无奈。

在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热潮下，为帮助复产后银匠们渡过资
金难关，雷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动作为，精准支持，针对农
户银匠、个体户银匠以及外出银匠三类不同群体，及时推出了

“战疫贷”“复工复产贷”和“外出创业就业流量贷”等产品，确保
为全县银饰加工业复产提供资金保障。

3月份以来，雷山联社信贷员们逐一走访辖内麻料、控拜等
以银饰加工为主要产业发展的村寨，宣传复工复产信贷产品，尤
其是安排专人审批、加速申贷流程，确保资金落实，保障银饰加
工的复产需求。

“从事银饰加工17年了，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农信社都帮
了我大忙，如果没有这次贷款支持，我现在囤起的银料都还找不
到工人来打造，工资都差点发不起。”3月4日，潘仕学得到了10
万元“复工复产贷”，并且贷款的利率更是较平时降了一半。

复产银匠有所呼，雷山农信有所应。为支持苗族银饰加工
业，在复工复产号角吹响以来，短短2周内，雷山联社已支持75
户银匠银饰复产，共投放贷款412万元。

雷山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徐光介绍：“今后，我们将加大银
饰复产贷款投放力度，在充分满足需求的同时，通过开通银饰复
产贷款绿色通道、线上贷款渠道，采取优化流程等措施，帮助银
匠们摆脱疫情影响，助力银饰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