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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惠水县百鸟河畔，顺着一条开满紫红色三角梅和温婉柔美
木芙蓉的大道向绿意葱茏的松林前行，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小
镇”——百鸟河数字小镇出现在眼前。

在这里，正如建筑的五彩与森林的绿色虽然“撞色”却又毫无违和
感，一个深耕大数据产业的小镇，也与这片距离县城12公里的大山产生
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和谐又美好。

2014年，黔南州委、州政府和惠水县委、县政府共建百鸟河数字小
镇，大数据产业无中生有。5平方公里，是百鸟河数字小镇核心区规划
面积的大小。就是以这5平方公里为起点，惠水“百鸟”起舞，弄潮数据

“蓝海”。
7年间，这个小镇累计产值已达122.11亿元。
7年间，这个小镇已源源不断向国际国内各行各业输送了约7000

名大数据人才。
从“提篮小卖”到“网上坐卖”，7年间，惠水用好电商网络平台开启

交易新模式，400多家电商企业带“飞”黔货出山出海。
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深耕“试验田”，培育“参天大树”，

从农耕村落到产业聚集区，惠水大数据产业生根发芽，花开似锦。

融合延展：触碰时代潮流的浪尖

回想起2016年3月第一次来到百鸟河数字小镇接受面试时的场
景，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数据部总监曾芸记忆犹新。

“一个大山里的村落和大数据前沿科技联系在一起，这种‘碰撞’本
身就极具吸引力。”

身为江西人的曾芸，决定追寻着大数据发展东风，落户百鸟河这个
激情生长的“新”地方，实现自我成长。

一个个项目接踵而来，囊括了人工智能诸多领域。6年间，梦动科
技从原先仅有的两个项目组，扩大到现在三大类项目部十余个项目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这里站上了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
“大数据，让一切变得智慧”，梦动科技公司里张贴的标语时刻提醒

着这里的年轻人对行业蓬勃发展的感知。
大数据产业勃兴，数据标注员也成为新兴职业。几十名年轻人坐

在电脑前按动鼠标画框，按照人工智能工程师设定的数目规范标注
……面向信息技术浪潮，梦动科技300多名数据标注员的手指尖，触碰
着人工智能踏进的若干领域。

“公司的数据标注、数据采集、在线客服等业务需要大量人力，小镇
周边包括盛华职业学院等几所高校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支撑。”曾
芸说。

早在2011年9月，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落户百鸟河，奠定了数字小镇
的“雏形”。学校开设的20余个社会热门、市场紧缺型专业，为海内外众多互联网企业源源不断输
送着软件人才。

专注数字技术应用服务的梦动科技，是第一批入驻百鸟河数字小镇的明星企业，通过“校企产
教”深度融合模式，打造大数据服务类产业的孵化基地，与贵州盛华职业学院、黔南经济学院等30
多所院校合作，累计接收3000余名学生实习实训，成功服务百度、阿里、京东、亚马逊、HTC、美团等
知名企业。

胡庆，从盛华职业学院毕业后进入梦动科技，她所在的项目团队已达成超万单的成交量；姜忠
虎，从产教融合项目实习生，已经晋升为带领着21人团队的项目主管。

惠水县依托梦动科技公司的资源优势，创建国家级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以数字小镇、创业孵
化基地为载体，着力打造“百鸟河数字工匠”劳务品牌。2021年，惠水县为企业输送直接上岗的“数
字工匠”749人。

数字小镇的诞生，也是惠水推动大数据战略行动的生动实践。在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上，5平方
公里的小镇核心区，实行“一镇七村”战略布局：重点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大
健康医疗养生，以及“互联网+”现代服务外包产业，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布局动漫制作、文化
创意等文化产业，重点引进院士专家领军开发和发展总部经济。

2015年8月数字小镇启用以来，已成功吸引HTC、百度、梦动科技、联想之星、课工厂、迦太利
华等企业签约入驻。小镇也通过PPP模式、金融机构融资合作等方式筹集发展资金，不断提高自我
发展能力。

带“飞”黔货：大数据进村 农产品出圈

“没想到依靠网络转型，让公司迎来了新机遇。”尝到大数据赋能带来的“甜头”，邓勇军有感而
发，“今年公司在电商平台的产值预计在3000万元左右，明年争取做到8000万元。”

2019年，在惠水做了10多年园艺生意的邓勇军谋划向线上转型。“公司有1000多亩种植基地，
惠水百鸟河数字小镇有人才、有技术，网络平台销售潜力大，为什么不试试呢？”

经过两年准备，邓勇军的贵州林间百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我们主攻在电商平台卖得
最火的月季花和绣球花两个品种。去年，仅绣球花‘姹紫嫣红’这个品种就差不多卖了600多万元。”

邓勇军在电商领域“试水”成功，带火了惠水“一盆花”，园艺老板们纷纷“触电”上网。如今，惠
水已有220家花卉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拥有花卉苗木种植规模3万余亩，年经营收入
达7.39亿元，转移劳动力20万余人次，可带动就业3000余人。

“眼下，公司基地的花卉根本不够卖，我们还帮助其他企业直播带货。未来3年，瞄准2亿元的
产值，我有信心！”这是邓勇军的“小目标”。

大数据进村，也让当地的传统大米在网上“火”出了圈。
因为马上要发布一款米粉的新包装，贵州金晨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网络营销团队最近

有点忙。
从大米种植到开发米粉，从京东到抖音，从生产基地的农业大数据溯源系统到产品包装上扫二

维码看大米生产全程……大数据贯穿了公司整个生产销售环节。
“大数据让惠水优质大米走出了深山，走向了全国。”公司总经理钟晓燕说。
身处大数据发展的沃土，久而久之，钟晓燕也有了大数据的营销思维。从2017年开始，拍视

频、搞直播、开网店……钟晓燕带着公司组建了网络营销团队，建立了品牌，打通了线上销售渠道。
“目前，公司现有加工线已满足不了订单需求。国庆之后，我们不仅要扩大产能，还要扩大种植

基地，让惠水大米种得好又卖得好。”钟晓燕信心满满。
在线上进行优质农产品视频推介，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不只“一盆花”“一

袋米”，越来越多惠水优质农特产品借力大数据出山、出海，
“企查查”数据显示，惠水400多家电商企业中，一半以上为近3至5年注册。
正是由于用好了电商网络平台，惠水县大力发展的佛手瓜种植产业，面积达5.2万亩。2021

年，惠水首次和阿里拍卖合作网上拍卖佛手瓜，20分钟成交570吨、货值近120万元。

活力升级：创新赋能 崛起产业新地标

9月29日，贵州金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里，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这家集数据采集、数
据标注、数据管理为一体的数据服务提供商，今年7月才入驻百鸟河数字小镇。

作为惠水县对百鸟河数字小镇进行委托运营、活力升级的重要举措，今年3月，数字小镇成
立中关村e谷（惠水百鸟河）产教融合创新园，引进“中关村e谷”为小镇提供整体运营与产业服务
引入。

以创新园为载体，“中关村e谷”在百鸟河数字小镇建立产业服务平台，推动当地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促进当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中关村e谷”投入数字小镇运营仅半年时间，累计引进落地注册企业9家，预计年底将创造产
值5000万元左右。

推进“百鸟河”品牌打造，不断强化升级大数据产业载体。惠水县已申报通过百鸟河数字小镇
互联网专线专项建设项目，启动百鸟河至省级骨干网络光纤直连项目招标，网络环境的不断升级优
化，为数字小镇招商竞争力的提升形成了支撑。

同时，惠水县积极为产业升级和塑造数字经济亮点探寻新经验。
聚焦新领域，催生新动能，打造新优势。今年4月，惠水县与中科光启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携手，“星云中国惠水创新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旨在打造以“空天科技+数字经济”为一体的“深谷
高地、智创空间”，有望成为贵州省重要的空天信息研发创新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带动大数据
产业综合发展。

帮助获客和提升运营效率，为企业及各类美术设计人才搭建“B2B2C”交易平台，数字小镇里的
贵州迦太利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云画师智能交易平台”项目，已为企业带来了上亿元的效益。

作为首批入驻数字小镇的大数据企业，迦太利华已成为国内发展较快的软件与互联网外包服
务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地成立运营中心。落户小镇以来，已累计贡献数字经济产
值近35亿元，纳税超2.5亿元。

眼下，紧跟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迦太利华抓住数字贸易发展的机遇，全面拓展市场空间，在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领域积聚实力和规模效应，并积极布局数字服务外包、数字内容服
务等新业态。

无中生有，有中生新。惠水县依托百鸟河数字小镇的转型升级，正谋划把全省数据价值化示范
区、平台经济发展示范区、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示范区、数字治理高地“三区一高地”的新蓝图一步步
变为现实。

“贵州的生态太棒了，真是值得
点赞、收藏，向朋友推介。”10月 8
日，来自北京开放大学的教师马嵘，
看着“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贵州
单元的青山绿水，赞叹不已。

万亩碧波竹海，满目苍翠茶
山。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上，贵州厚植生态文明优势的“绿色
名片”深受观众瞩目。

“贵州的绿感觉特别纯粹，你看
茶田和竹海，这是其他地方很难感
受到的。”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多位
观众一边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一
边用手机记录喜爱的景点。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张孟浩然对
贵州“山地公园省”的各类玩法心驰
神往，“探洞、攀岩、漂流，听着就有
意思，爬一座山就像过了四季的立
体生态气候，体验感十足。”

“我们集团对口帮扶思南县，
所以对贵州比较关注。”有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侯文茹告诉记者：

“今天我看到了已知的贵州，又了
解了未知的贵州，下次休假一定要
去贵州。”

近年来，贵州坚持走高端化、
绿色化、集约化发展之路，着力推
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质量保护。

“荒山变青山，还拿到了‘碳
票’，贵州这一片片青山真成了金
山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的张一坤被毕节市海雀村的脱
贫路、“绿色经”深深吸引，贵州决
战贫困中把生态建设摆在优先位
置，最终实现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
相得益彰，他称赞：“贵州的坚守令

人敬佩。”
“常看到多彩贵州的广告，今天

看来，真是多姿多彩。”中国铁路通
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的张磊打算这
几天先到在京的贵州菜馆感受一下
贵州味道：“工作人员推荐得我都馋
了，酸汤鱼、辣子鸡，然后计划着去
贵州。”

“大数据和生态建设形成合力，
这个想法特别好。”中国能源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的王楠发现，贵州污水
治理也走上了智能化道路。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王志杨听到
贵州正在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很开
心，“爽爽贵阳嘛，省会总是最先去
到的地方，贵州的绿色循环链条要
是转起来，那示范作用可就大了。”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大生态
战略行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我们在贵州有矿山治理项
目，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那股劲不得了。”来自中国保利集团
有限公司的观众也对贵州的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频频点赞。

“贵州能源现在也是多方向发
展了嘛。”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观众不仅思考到贵州哪里旅游，
也对贵州发展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表示肯定。“把技术提上
来，贵州绿色低碳的转型是大势所
趋，很好。”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李英丽听
着“贵州茶、干净茶”的介绍，很是感
慨：“贵州在严格生态保护中谋取发
展确实很不容易，也只有这样，我们
看贵州的旅游、特产就会想到两个
字——‘放心’。”

聚焦“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贵州单元—

“收藏”绿色贵州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漆云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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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
我们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
确立起来了。”2021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思路，确立国家“江河战
略”，擘画国家水网建设等，我国大
江大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

党政主要领导上岗 江河
湖泊大变样

9月19日上午9点，在南京渔政
趸船码头，四艘科考船整装待发，2022
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正式启动。

这是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后首次
流域性物种系统调查，让人们充满
期待。

长江禁渔是党中央为全局计、
为子孙谋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伟
大创举，也是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历
史性、标志性、示范性工程。

“长江禁渔是践行长江经济带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示范工程，可以为
推进其他流域治理提供可推广可复
制的长江模式，为世界大河流域生态
保护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中国方
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说。

百姓生计，千秋大计，只有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才能破题。

“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30多
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
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长江
水生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
手里搞没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长江禁渔也不是把渔民甩上岸就不
管了，要把相关工作做细做实，多开
发就业渠道和公益性岗位，让渔民
们稳得住、能致富。

滚滚大江、滔滔长河，祖国的大江
大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6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
署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总书记主持下，全流域省区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万
里江河一条心，千帆协进谋保护，史
无前例。

从2017年以后，他们还有了一
个共同身份：省级河湖长。

“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习
近平主席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

河湖长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
项重大改革举措和重大制度创
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
化河湖长制，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
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实施好长
江十年禁渔。

目前全国31个省份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省级河湖长。省市县乡
四级设立河湖长30多万名，村级河
湖长90多万名。每一条河流、每一
个湖泊都有责任人管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生态

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
根溯源、系统治疗”“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流域性是江河湖泊最根本、最
鲜明的特性，决定了治水管水必须
坚持流域系统观念，遵循自然规
律。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尊重江河
湖泊自然属性，有利于贯彻全局“一
盘棋”思想，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
门联动，以先进制度汇聚各方力量。

7月12日，长江流域省级河湖
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7月21日，
淮河流域省级河湖长第一次联席会
议召开；8月2日，黄河流域省级河湖
长联席会议召开……这一重大制度
创新，正在破解我国新老水问题。

金秋时节，北京市密云区石城
镇捧河岩村，郭义军正在抓紧时间
完成巡河任务。白河流过捧河岩村
就汇入密云水库，是“净水入库”最
后一道关口。对于这个任务，郭义
军丝毫不敢放松。

“无论多忙，我都会坚持每天进
行一次巡河。”郭义军是捧河岩村党
支部书记，也是一名村级河长。巡
查时，他早上六点多起床，开车或徒
步，反复巡查自己负责的9.8公里河
道。流经村里的这段河流由劣转
优，离不开“村支书管河道”。

党政主要领导上岗，江河湖泊
大变样。

白河不再“垃圾漂浮”、凉水河
从“臭水河”化身“净水河”、亮马河
畔兴建起大批亲水设施……如今，
首都北京平均每10公里河段有11
名护河人员，每一条河流旁都竖立
起了“河长信息公示牌”，公示着四
级河湖长信息与值班电话。

在河湖长制的积极作用下，各地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精准施策，重拳
治理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空间，
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
大力治理水污染，河湖面貌发生了历
史性改变，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
命，越来越多的流域重现生机。

5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符合国情水情，是江河保
护治理领域根本性、开创性的重大
政策举措，具有强大制度生命力。

全国一盘棋，绘就水网建
设“世纪画卷”

初秋的北京，碧空如洗。卢沟
桥下，晓月湖波光潋滟，栈道绿植，
犹如画卷。

“先有永定河，再有北京城。”作
为北京的母亲河，断流已久的永定
河在新时代迎来新生。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
部与原国家林业局制定永定河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2019年
至2021年，永定河成功实施四次大
流量生态补水。

引黄河水、南水北调水，2022年
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并最
终入海。

跨流域、跨区域引水调水，京津
冀晋、黄淮海一盘棋，绿水青山可作
证。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
啊，高高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
开船喽！”在位于大运河京冀交界处

的杨洼船闸，一曲“运河号子”再现
古代运河漕运景象。6月 24日上
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
市香河县的船只相向缓缓驶过杨洼
船闸，大运河京冀通航，千年运河再
焕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水灾害防
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
水环境治理，建成了一批跨流域跨
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

8月25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
工程完工验收，南水北调东、中线一
期工程155个设计单元工程全部验
收，全线正式运行。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
水以来，运行安全平稳，水质持续达
标，累计调水超过560亿立方米，受
益人口超过1.5亿，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显著，发挥了国家水网主骨
架和大动脉作用。”水利部副部长刘
伟平说。

长江水复苏了华北河湖，为地
下水超采治理提供了保证，促进了
产业升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9月6日，世界单跨最大的通水
通航钢渡槽——引江济淮工程淠河
总干渠钢结构渡槽首次通航。淠河
总干渠与引江济淮渠道形成“河上
有河船上有船”的水上立交奇观。

作为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之
后又一标志性重大工程，引江济淮
工程年底前试通水试通航后，将惠
及皖北豫东5000多万人口并形成
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国第二条南
北水运大通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水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开工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
程和滇中引水、引江济淮、珠三角水
资源配置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全国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从 2012 年的
7000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21 年的
8900亿立方米。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
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
的国家水网正在加快构建。

“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
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
载入千秋史册。”2021年5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2022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会议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
衡配置，建设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
优化配置体系——建设国家水网，
是解决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
题的根本举措，是全国一盘棋制度
优势的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不断刷新“进度条”，国家水网加快
构建。截至7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
工程25项，在建水利项目达到3.18
万个，投资规模达1.7万亿元；完成
水利建设投资5675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71.4%。

对于跨流域调水，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重视节水治污，坚持先节水
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

水。精确精准调水，细化制定水量
分配方案，加强从水源到用户的精
准调度。这些经验，要在后续工程
规划建设过程中运用好。

“大调水、大浪费、大污染”必须
绝对避免。

十年来，按坚持“节水优先”方
针，我国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推动用
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节约转
变。2021 年，我国万元GDP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2
年分别下降45%和55%。

十年来，我国用水总量基本保
持平稳，以占全球6%的淡水资源养
育了世界近20%的人口，创造了世
界18%以上的经济总量。

依法治水，为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打造法治保障

“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个审议的
结果！”9月28日生态环境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透露，10月下旬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望对黄河保护法进行三
审。这是继长江保护法之后，又一
部流域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
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善于使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转化为法律法规，推进党的领导
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

长江保护法立法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部署和推动的重大立法任务。

2016年，中央印发《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制定长江
保护法。

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
域的专门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用
一年时间完成起草，又用一年时间
进行3次审议，2次向社会公布草案
全文征求意见建议，于2020年12月
表决通过。

长江保护法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长江保护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
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为母亲河永葆
生机活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
了法治保障，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
和法治体系的显著优越性。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
家强。中华民族母亲河保护立法，
为其他流域依法治理开创了新模
式，闪耀着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深刻彰显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

长江保护法施行一年来，江苏省
法院共审结涉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类
案件1804件。其中审结涉长江流域
环境资源刑事案件1109件，判处罚
金2258万元，对1767人判处实刑。

长江保护法提出构建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有效协调地方与地
方、上中下游之间及其内部的利益，
这是先富起来的中下游地区对上游
后富地区的生态回馈帮扶，展现共
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体现社会主义
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大江大河治
理革故鼎新、攻坚克难，将为人民群
众建设幸福河湖，为民族永续发展
打造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从大江大河治理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