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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推动乡村振兴开新局
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场镇王

坝村连片大棚里，草莓、香菜、食用菌长势正

旺，村民们忙着采收、搬运、装车⋯⋯

“得益于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全村特色

产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持续夯

实。”王坝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罗启文

告诉记者，该村发挥邻近贵阳城区的优势，

2023 年种植蔬菜 1000 余亩，发展茶叶 1000 余

亩，乡村旅游风生水起，带动村级集体经济总

收入超过 330 万元。

贵州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

为“三农”发展汇聚资源要素，稳步推进特色

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实

现良好开局。

“土特产”增收富民

近期，贵州省普安县的早春茶开采。独

特的地质地貌、气候环境，造就了普安的“贵

州绿茶”第一采。据了解，普安县地处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区，地热资源丰富，使其核心产

茶区的早茶比国内其他早茶产区提前 20 天

左右上市。

近年来，普安县把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全县茶园面积目前达

18.3 万亩，重点打造的“普安红”品牌声名远

扬。2023 年，该县干茶产量达 9500 吨，实现

综合产值 17.59 亿元，惠及农民 1.8 万户 7 万

余人，带动茶农户均增收 1.7 万余元。

普安县委书记龙强告诉记者，该县受赠

栽种的 0.2 万亩“白叶一号”安吉白茶，带动全

县农民种植白茶 1.1 万亩，如今进入丰产期，

实现荒山变成茶山、山区变成景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贵州山多

地少，耕种条件受限。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做

强农业。

靠山吃山。近年来，贵州立足山地资源，

加快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省，围绕

“富在农家”重点发展蔬菜、茶叶、食用菌等十

二大特色产业，聚焦“品种品质品牌”做好“土

特产”文章，推动产品精深加工，“一镇一特”

“一村一品”百花齐放，好品种、好品质不断转

化为好产品。“土特产”为贵州农民增收致富

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盘水市水城区扬长避短，深耕刺梨产

业，在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持续发力，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目前，水城区种植刺

梨 40.3 万亩，惠及农民 3.7 万户 16.2 万人，刺

梨产业成为该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富民

产业。水城区委书记陈石表示，该区力争在

“十四五”时期末建成刺梨“千斤园”12 万亩，

刺梨鲜果产量达 4 万吨以上，刺梨产业总产

值达 7 亿元以上。

修文县发挥山地立体气候优势，聚焦猕

猴桃产业，持续做好品种选育、产品加工、市

场营销等工作，目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

16.7 万亩，种植规模排全国第三位、贵州第

一位，培育了“采上果”等多个知名企业品

牌。2023 年，该县猕猴桃鲜果产量超 10 万

吨，综合产值达 30 亿元，成为当地群众的“致

富果”。

如今，贵州的李子、刺梨、蓝莓、茶叶规模

引领全国；猕猴桃、太子参等产业的规模进入

全国前三；蔬菜、食用菌、火龙果等产业的规

模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一 方 产 业 带 富 一 方 群 众 。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 ，贵 州 全 省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达

4953.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8.1%。

产业发展有保障

走进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湖新村马武屯

坝子，油菜苗长势正旺。在该村杨文全农机

农业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精耕细作下，380

亩水淹地变身高标准农田，去年实施稻菜轮

作，扣除耕种成本后略有结余。农机合作服

务社负责人杨文全表示，有了农业机械，耕种

的效率、效益都大幅提升。

近年来，农业农村对机械化的需求日益

增加。2019 年，杨文全抓住时机，从中国农

业银行平坝支行贷款 30 多万元，购入第一批

农机具，牵头组建农机合作服务社。

“农机专业合作社弥补了农村劳动力不

足的短板，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既能有效防止土地撂荒，又能促进农民增

收。”中国农业银行平坝支行行长洪明告诉记

者，该支行面向有购买农机需求的农户、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出了“惠农 e 贷”“农机

购置贷”等金融产品，助力农机下乡。

据了解，在中国农业银行平坝支行持续

不断的助力下，杨文全农机农业服务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目前已有 30

多台（套）农机具，可为周边近 3 万亩土地提

供“种管收”一条龙服务。2023 年，该合作社

实现收入 350 余万元。

近年来，贵州省金融机构积极完善服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

体制机制，围绕地方特色产业配置金融资源，

为产业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铜仁市针对农村金融人才缺乏、乡村金

融服务成本高、产业发展急需资金等问题，与

金融机构合作，选派金融干部担任“金融村

官”，探索建立“引导金融人才下乡，带动资

金、服务、产品下乡”的“一引导三带动”金融

支持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为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铜仁市金融和国有资产发展中心数据显

示：2023 年，该市 500 名“金融村官”累计走访

群众 33.95 万户，协助地方争取乡村振兴产业

贷款 22.09 亿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铜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杨明杰表示，该行将持续解决好小规模

经营农户和适度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

资难题，以优质金融服务推动激活农村、做强

农业、扶富农民。

据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数据：截至

2023 年底，贵州省涉农贷款余额为 19813 亿

元，同比增长 14.1%，涉农贷款余额、新增额

分别占全省各项贷款的 43.9%、50.7%。

乡村治理环境美

“老家变得有些不认识了。”去年过完春

节外出务工的贵州施秉县马号镇老县村村

民高延毅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家乡变了

模样：乡村公路两旁有了候车亭，小溪变得

干净了⋯⋯

去年以来，老县村瞄准村容村貌“脏乱

差”问题，把人居环境提升作为凝聚民心的重

要工程来抓，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实

施污水整治工程，升级排污管网，建设污水处

理湿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水直排问题，当地

人居环境实现从局部美到全域美、从一时美

到持久美的转变。

同时，老县村注重乡土味道，用彩绘形

式把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环境保

护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搬”到墙

上。老县村驻村第一书记蔡芳青告诉记者，

墙绘让墙壁变成了生动会说话的“宣传员”，

既彰显了文化魅力，又潜移默化地成为精神

文 明 建 设 的“ 窗 口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新

力量。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贵州当下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更事关贵州农民

根本福祉。贵州省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八大

工程”，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乡村环境更加

宜业宜居，村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

贵阳市以农村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

治风“五治”为抓手，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

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生产要素向农

村集聚，深入推进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实

现革命性改变，农村逐步走向“环境美”“发展

美”“乡风美”。

2023 年，贵阳市动态整治农村危房 4028

栋，实施 14 个农村供水保障工程、16 个乡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升工程、91 个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和 12 条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完成

400 个村寨垃圾收集收运点、2 个有机垃圾协

同处置项目建设，巩固提升农村户厕改厕成

果 6578 户，新建农村公厕 17 座。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马骁表示，实施

农村“五治”，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转变了乡

村治理方式。

据了解，贵州省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以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

理水平为重点，不断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把老旧小区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刘

成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开

工 改 造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5.37 万

个、惠及居民 897 万户，共完成

投资近 2400 亿元。2019 年至

2023 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22 万个，惠及居

民 3800 多万户约 1 亿人。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

利民的好事。它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积极回应老百姓关

切，“哪不行改哪、缺什么补什

么”，抓好“楼道革命”“环境革

命”“管理革命”等，通过改造，

提升了城市老小区、老社区的

居住环境、设施条件、服务功

能，对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

理等也有积极作用。

但这样的好事办起来并不

容易。比如在有的地方，好事

没有办好，反而成了糟心事。

新修的小区道路凹凸不平，污

水井里砖头瓦块没有清理导致

经常堵塞，楼顶没有处理好防

水屡修屡漏⋯⋯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监督机制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如果能建立起居民监督

旧改全过程的机制，解决这些

问题就容易多了。青岛莱西市

在旧改施工过程中制作样板

墙，公示投诉电话，面向社会招

募监督员，全程接受居民监督，

直至施工结束，由此提高了群

众满意度。

因此，好事要办好，关键在

于如何践行“以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居民

充分参与，把居民意见作为旧

改施工、监理、验收、付款等整

个流程的重要依据，真正把人

民利益落到实处，避免好事变

成糟心事。

好事要办好，还需要创新

方式方法解决老难题。譬如，老楼加装电梯难在居民意见

统一难、资金筹措难等。现在不少地方普遍靠居民自发协

商来解决，虽然稳妥但成功率较低。青岛市李沧区上流佳

苑社区通过党支部牵头做好居民工作，在居民表决同意率

100%的民意基础上，为社区全部 11 栋老楼加装了 42 部电

梯，让加装电梯这个“老大难项目”得到有效实施。当然，每

个地方情况不同，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会不同，必须因地制

宜创新思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办法，才能促进各类相关难

题的解决。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也是城市提质向新的重要一环。旧

改质量如何、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质量。

因此，必须站在为城市未来负责的高度，坚持系统观念，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系统集成，破解执行偏差、质量不高、避难

就易等问题，把老旧小区改造成城市高品质的新样板，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花都里·化屋野奢度假营地一角。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2 月 19 日，湖南省常宁市罗桥镇庙山村百万株樱花迎春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

玩。近年来，常宁市积极发挥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农旅、文旅融

合，打造文旅特色产业。 刘贵雄摄（中经视觉）

2 月 20 日，四川省泸州市

合江县榕山长江大桥现场，工

人在进行钢梁高栓施拧作业。

该大桥是四川省和泸州市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

有效消除当地渡运安全隐患，

助推泸州更好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

李贵平摄（中经视觉）

黑龙江大庆推进新型工业化——

积蓄提质增量内生动能
本报记者 吴 浩

2 月 18 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黑龙江省

大庆市召开全市高质量发展暨新型工业化推进大

会，安排部署“以进促稳、提质增量”的具体措施与

路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作为工业大市，大庆市正抢抓机遇赶

超发展，全力拼经济，推动首季“开门红”。

“当前，大庆市正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瞄准关键时间节点，逐个项目开展精

准调度，完善前期手续，做好开工前准备，确保‘开

春即开工’项目 260 个以上。”大庆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徐丽艳说，大庆将围绕构建“1357”现

代化产业体系，咬定目标不放松、全力以赴抓落

实，加快高质量发展。

春节过后，位于大庆市杜尔伯特经济开发区

的黑龙江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十分忙碌。

该公司主要生产饲料级赖氨酸、苏氨酸等产品，出

口到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多个地区。

“我们加快原料替代、工艺提升、技术改造等

方面的创新，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23 年，全年完成产值 44 亿

元，实现销售收入 42.34 亿元，其中外贸出口 26 亿

元，上缴税金 3444 万元。”黑龙江伊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哈万军说。

在大庆市高质量发展暨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上，黑龙江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到了表彰。

“公司将围绕全市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工

作部署，调优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持续扩大产

能，冲刺首季‘开门红’，加速尼龙聚合项目稳产达

效，筹划产业链新项目，争取全年产值达到 45 亿

元以上，力争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25%。”哈万军说。

近年来，大庆市积极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以

“数”赋能、以“数”谋城、以“数”制胜，从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 4 个方

面共同发力，聚力打造“中国新兴的数产深度融合

城市”。

九佰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 4 年时间，成

长为大庆市最大的电商零售企业，已有 870 家供

货商的货品在其线上平台销售。2023 年，九佰街

销售额达 3.85 亿元，成绩位列东北地区社区团购

平台第一。

九佰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鞠占武说：

“企业从无到有，得益于客户的信赖，更得益于大

庆市对企业发展‘扶上马、送一程’的贴心服务。

新的一年，九佰街将抓住机遇，创新创优，壮大发

展布局，推动零售市场发展，为地方经济助力。”

据统计，2023 年，大庆市深入实施产业振兴

计划，签约千万元以上项目 144 个、签约额 704.8

亿元，开工建设投资 5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640

个、完成投资 561.1 亿元。

大庆市委书记李世峰表示，大庆市要聚焦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要务，在新型工业化中培育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积蓄“以进促稳、提质增量”的内生

动能，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全领域发力

中推动全方位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