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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干净整洁，农家窗明几净，房前
屋后建花园、菜园、果园，村村寨寨美起
来；乡村山岭，瓜果飘香、稻谷金黄、农产
品加工忙，家家户户富起来……金秋时
节，行走安顺乡村，满眼风光，活力升腾。

美丽画卷以“实干”描绘，用奋斗和
汗水铸就。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三
次全会精神，安顺市以打造乡村振兴集
成示范试点为着力点，一步一个脚印，全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村寨建设；以十一大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为抓手，加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引导群众共建和美乡村，共享发展成果。

一个个产业强、村民富、村庄美、乡风
好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安顺精彩呈现。

以点带面 和美乡村竞争艳

崭新民居依山建，清澈河流绕村过，
湿地公园荷花盛开，种植基地蔬菜翠绿
……走进平坝区乐平镇大屯村，一幅生
态画卷跃然眼前。

大屯村2021年7月被列为省级乡村
振兴集成示范点建设以来，持续完善基
础设施，开展宜居乡村创建，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同时，以“文旅大屯 活力田园”
为主题，发展有机大米、生态鸭、有机蔬菜
等产业；依托村级篮球赛事，做好体旅、文
旅融合文章，打造田园露营基地——樨木
营地，让游客感受别样田园风光。

今年，大屯村种植蔬菜2400余亩，
涵盖优质白菜、大葱、山药、黄瓜、冬瓜、
辣椒、毛豆等优良品种，全村村民预计将
增收超600万元；乡村篮球赛吸引50万
人次观看，1.2亿人次通过直播观赛，旅
游经济为村庄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像大屯村一样，安顺市以普定县焦
家村、紫云自治县硐口村等40个村为示
范，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各示范村
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完善农村公路、电
网、通讯、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发展
特色产业；挖掘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找
寻乡愁“因子”，留住乡村“味道”，书写乡
村振兴的美丽答卷。

以点带面，全域展开。安顺市正全
面创建宜居宜业乡村，聚焦人居环境提

升，开展“四清两改四严禁”专项行动，突
出解决农村“脏、乱、差”；大力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
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开展
移风易俗，道德超市、文明评比等持续推
进，大力构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乡村颜值、气质、内涵不断提升。

三产融合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中秋临近，安顺市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点——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趁旅游

“火”势，推出精心研制的高原藕粉蜂蜜
月饼，订单不断涌来。

“藕粉月饼用的是我们村的高原纯
藕粉，加上煤冲村养殖场的鸡蛋、普定县
夜郎蜂业的蜂蜜，将本地各个产业‘拉
拢’发展，拓宽了产业链。”水井村第一书
记蔡定雍介绍，从9月初开始生产，目前
已接到订单1万公斤左右，预计产值将
达到300万元。

高原藕粉蜂蜜月饼是水井村莲藕产
业链的延伸。该村拥有千亩荷塘，以荷
为媒，大力开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路，
莲藕深加工开发出了藕粉、月饼等产
品。同时以赏荷为主题，持续举办荷花
节，形成农旅融合品牌。

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关键领域，以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点为示范，安顺市因地
制宜，聚力打造“肉牛、金刺梨、中药材”
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蜂糖李、茶叶、
生态渔业”三大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蔬菜
等其他优势产业，形成西秀辣椒、平坝蔬
菜、普定韭黄、镇宁精品水果、关岭黄牛、
紫云红芯薯产业布局。今年上半年，安
顺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41亿
元，同比增长3.4%。

聚焦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安顺
市采取“内培外引”的方式大力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农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招商引进安顺经开区“中国刺梨小
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项目45个，
到位资金13.14亿元；引进培育四川德
康、成都大农、南山婆、江苏立华、越秀集
团、昊禹米业等农业优强企业，农业产业

化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到340家，
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3985家，打造家庭
农场1648家；产值50万元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累计达到 753 家，总产值达
369.4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5%。

共建共享 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增收

西秀区岩腊乡青杠坡村村民涂发德
种植的20亩金刺梨即将采收，看着金灿
灿的果子，他非常开心：“今年又是丰收
年，预计要挣9万元。”

在西秀区宁谷镇，黄桃销售接近尾
声。种植户曾顺祥家的5亩黄桃已采摘
完毕，“今年价格好，卖了8万多元。”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建共享幸福

家园。安顺市持续深化利益联结机制，
采取“龙头企业（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村社合一”等方式，通过订单农
业、土地入股、利润返还、土地流转、务工
酬劳、保护价收购等利益联结机制，建立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多样化发展模式，
形成公司、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联结体，
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增收。同时，强化外
出就业务工的组织工作，推广运用“安心
干”数字服务平台，大力拓宽就业渠道。
数据显示，去年11月以来，安顺新增就
业人数 6970 人，月综合收入达到了
5000元以上；乡村公益岗位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3.03万人。此外，不断健全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长效投入机制，
集体资源资产以发包、出租、投资、融资、
参股等方式，实现保值增值。

一系列惠农之举，让安顺市广大农
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今年上半年，该
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42
元，同比增长8.2%。

目前，安顺市产值50万元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累计753家，总产值达369.4
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55%。

今年上半年——
●安顺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40.41亿元，同比增长3.4%。
●安顺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7042元，同比增长8.2%。

村村寨寨美起来 家家户户富起来
——安顺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寨建设

时下，黔贵大地广袤的田野上，处处
洋溢着欢庆丰收的喜悦。随着各地水稻
陆续进入成熟期，金灿灿的层层稻田与
民居、道路、河流、山峦等相映成景，构成
一幅幅迷人的乡村田园画卷。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稻田美景、
品尝农特产品，掀起以稻为主的农耕文
化旅游热潮。目前，贵州通过进一步发
展“稻田+经济”、特色村寨游、打造农文
旅融合示范样板等措施，大力促进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激发农业
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新动能，绘就乡村
振兴好“丰”景。

春勤秋实“饭碗田”里金灿灿

稻谷黄，秋收忙。连日来，黎平县各
大坝区正抓紧秋粮收割，确保颗粒归
仓。从空中俯瞰肇兴镇皮林村2000亩
坝区，成片的稻田，泛起层层稻浪，8台收
割机在其间来回穿梭，20分钟便收割完
一亩稻谷。

肇兴镇采取全程机械化种植示范
1500亩，通过测产，每亩比人工移栽增
产了30公斤。“如果人工收割1500亩，
需要15天左右的时间；通过机械收割，
只需3到5天，可以很大程度减少群众收
割时间，提高收割效率。”肇兴镇党委副
书记姜通先说，今年，肇兴镇共实施水稻

种植1.35万亩，总产量6300余吨，比去
年增加了60余吨。

守住“粮”心端牢饭碗，从望天丘到
丰产田，从“汗滴禾下土”到“农机闹春
耕”，从“灾殃难测”到“高科技防灾”，一
项项科技赋能粮食生产的生动成果，树
立起农民“农业有前途、生活有奔头”的
坚定信心。数据显示，今年黎平县种植
水稻31.7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采收
13余万亩，预计全县水稻总产量超16
万吨。

如今，依托水稻产业，肇兴镇举办各
式各样的民俗活动，游客在稻田里欣赏
侗族大歌，体验农耕乐趣，与当地村民共
同分享丰收的成果和喜悦。

漫步希望的田野上，倾听稻田的丰
收故事。贵州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通过推广优良品种、合理密
植、科学施肥、稻油轮作等高产高效集成
技术及推进撂荒地治理工作，牢牢稳住
农业基本盘。

一地多收“风景田”成“丰景田”

秋日的万峰林，金黄的稻田与独特
的群山景观，宛如一幅立体的秋日画
卷，美不胜收。骑着自行车，游客陈女
士沿着田边小路转了一圈又一圈：“万
峰林太美了，看到这金灿灿的稻田，心

情都变好了。”
从空中俯瞰万峰林，一个大大的

“福”字出现在稻田里，不少游客都来到
“福”字稻田里打卡。“除了能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我们种植的水稻品种产量也高，
每年都丰产丰收呢！”望着田间长势良好
的水稻，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万福村村民
姚元华开心地说。万福村作为国家级超
高产水稻实验示范基地和万峰林主要的
水稻产区，已成为贵州水稻的高产纪录
产生地。

如今，处处是景的万峰林，培育催生
出一批融农业观光旅游、农产品生产、田
园风光、农耕体验品味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乡村旅游业态，一三产业联动发展、互
融互赢，“风景田”成“丰景田”，带动了老
百姓增收致富。

“看到自己编的各种竹篓在景区受
到游客的喜爱，心里美滋滋的，很有成就
感。”万福村村民朱玉国家门口制作竹篓
售卖，也端上了“旅游饭碗”。

让“小田地”拥有“大收益”。为了做
足“稻文章”，贵州通过探索绿色“稻+”模
式，把“稻田+种养”助力一地多收、“稻
田+文化”拓展休闲功能等方式作为助力
群众增收的有效途径，让农户通过“稻+
N”发展模式，形成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共赢的产业链，为乡村振兴聚力续航。

农旅融合 和美乡村舒画卷

背上背包，整理好装备，来自贵阳的
杨先生早早准备好周末徒步的物件。“这
次我报名参加腊利梯田的徒步活动，早
就听说秋天的腊利美不胜收，这次终于
可以去体验它的美丽了。”

金秋时节，贵定县沿山镇石板村腊
利梯田的稻谷逐渐转色，金灿灿的稻穗
簇拥着整个村庄，秋季旅游热度升温，引
来众多省内外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
赏丰收景象。

把“风景”变“钱景”，把“颜值”变“产
值”。作为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石板村
不断推进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融合，精
心规划建设山间美丽乡村综合性景区，
打造村庄、田园等乡村旅游品牌，让乡村
游成为附近市民郊游度假的优选地。每
逢周末，这里车水马龙，每天有近百辆私
家车开进腊利，游客往返观景台，光顾田
间坡坎，徜徉其间，或拍照打卡、或欣赏
秋色，感受稻穗的芳香，享受好“丰”景。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的贵定，以“农
业+旅游”融合产业为纽带，带动乡村餐
饮、民宿、交通等旅游产业同步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绘就了一幅

“乡村美起来，产业兴起来”的和美乡村
画卷。

9月25日，游客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云顶花海景区赏花游玩。
金秋时节，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云顶花海景区里的马鞭草迎来盛开期，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近日，省投资促进
局公布《2023 年产业
大招商推介项目索引
（第2批四化项目）》，
拟引资规模共3298.03
亿元，其中涉及白酒项
目 19 个 ，总 投 资
249.85亿元，年利润预
计46.32亿元。

白酒是我省优势
资 源 产 业 。 国 发
〔2022〕2号文件明确，
支持贵州发挥赤水河
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
地和主产区优势，建设
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
基地。今年是“产业大
招商年”，紧扣“招商引
资”这个关键词，以“非
常之为”引项目，我省
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
的白酒生产基地、世界
酱香白酒产业集聚区。

省政府 3 月 3 日
公布的 2023 年省重
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名
单包含4158个项目，
其中涉及白酒的有92
个，较去年63个增加
了29个。

今年3月，华润酒
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金沙县窖酒酒
业扩产扩能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15亿元，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
收入2亿元，带动就业
800人。

4月10日，仁怀市
在成都举办招商引资
推介会，现场签约6个
酒类项目，总投资 95
亿元，引进了苏州步步
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
司、湖北省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古京酒业
有限公司、宝酝顺朋酒
庄有限公司、贵州华夏
酒业有限公司等优强企业。6个
酒类签约项目涉及酱香白酒生产、
品牌开发合作、企业兼并重组等。

7月至9月，“多彩贵州风 黔
酒中国行”2023酱香白酒原产地
主产区品牌推广活动相继在郑
州、广州、杭州举行。这一系列推
广活动引进了步长（香港）实业有
限公司、环球佳酿酒业集团有限
公司、万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批优强企业，为我省白酒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杭州推
广期间，习酒还与天猫、阿里云举
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为“智慧
习酒”建设持续充电赋能。

世界白酒看中国，中国白酒
看贵州。2023贵州白酒企业发
展圆桌会发布的《贵州省白酒产
业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
2022 年，贵州以占比 4.3%的产
量，实现了行业销售收入的30%，
贡献了行业利润总额的43.9%，
在全国白酒行业的重要地位巩固
提升。

当前，贵州正凝聚合力，集中
精力“引”项目，优化环境“聚”项
目，强化督导“促”项目，以提质增
效为宗旨，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
白酒生产基地。

是“风景田”更是“丰景田”
——贵州农旅融合“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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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花溪贵州花溪：：紫色花海醉游人紫色花海醉游人贵州省多方推进残疾人创业就业，
拓宽就业渠道，健全就业服务制度，强
化就业援助力度，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
培训，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残疾人自主创
业，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按规定给予创
业担保贷款、自主创业补贴、创业场所
租赁补贴等政策支持。截至2023年8
月底，全省劳动年龄段内持证残疾人
68.52万人已就业45.1万人。

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促进就业“十大
行动”。全省42个辅助性就业机构共
安排349名就业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就业，全省已发展盲人
按摩机构1200个。全省在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就业残疾人达1.27万
人。在2022年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期
间，组织专场招聘104场次，提供岗位
46139个，其中适合脱贫残疾人的岗位
8517个。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支持残疾
人创办或带动残疾人就业企业项目70
个。省税务局强化残保金政策激励导
向作用，促进 7839 户用人单位吸纳

3.08万人（次）残疾人就业。省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鼓励支持残疾人参与少
数民族传统工艺创业就业。省妇女联
合会多渠道开展残疾妇女技能培训。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成
功举办全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残疾人就业增收更加充分，更有
质量。

一年多来，贵州省残疾人事业政策
体系日趋完善，残疾人生活品质逐步改
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优化，残
疾人事业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残疾人
社会保障方面，34.2万名困难残疾人和
38.1万名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应补
尽补，3.2万名残疾人享受特困供养，1.7
万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施“单人保”；
为23.26万名重度残疾人代缴养老保险
费，代缴金额2326.37万元；120.16万名
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
中68.7万残疾人享受参加医疗保险定
额资助；18万名残疾人享受信息消费不
低于50%的优惠，发放机动轮椅车燃油
补贴29.51万元。

贵州多方推进残疾人创业就业

记者从贵州省委宣传部获悉，9月
26日起，上海广播电视台携手贵州广播
电视台联合制作的4集纪录片《万桥飞
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将于22：00
在东方卫视周播、19：30在贵州卫视连
续4天播出，并在优酷、腾讯视频等网络
平台上线。

该纪录片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贵
州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贵州
省广播电视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指导
和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和
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承制，被列入
2023年度国家广电总局“记录新时代”
纪录片精品项目。

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120
多万座山头，峡谷溪流纵横交错。作为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凭
借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现代愚公移
山精神，伴随着跨越天堑、拥抱世界的
梦想与渴望，在17.6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上，于千沟万壑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
万桥飞架，不仅创造了山水间的人类奇
迹，也勾勒出一个西部省份大踏步前进
的奋斗印迹，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奋

进缩影。这些年来，贵州区域交通枢纽
地位历史性提升，发展格局历史性重
塑，综合经济实力历史性跨越。

为高质量制作《万桥飞架——山水
间的人类奇迹》，联合摄制组分多路赴
贵州各地驻扎拍摄近3个月，走访调研
一大批典型案例，通过细腻丰富的镜头
语言、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丰富多彩
的民风民俗，深入反映以桥梁为代表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贵州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和
深远影响。纪录片选取贵州穿山越壑、
恢宏壮美的代表性桥梁，通过“天工开
物”“万桥飞架”“天堑通途”“联通世界”
4个主题，以桥为点、以路为线、带动全
局，既全面描绘了贵州桥梁整体形象，
又系统讲述了贵州以交通之变引领山
乡巨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的生动故事，更深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
的奋斗形象。

据悉，《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
类奇迹》国内版每集为30分钟。近期，
纪录片国际版还将在美国国家地理频
道面向全球播出。

沪黔携手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故事
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两地同步开播

9月25日下午，杭州第19届亚运会
山地自行车男子奥林匹克越野赛在淳
安界首体育中心山地自行车赛场举行，
经过激烈竞争，贵州运动员米久江以1
小时32分3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
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
枚金牌。

今年31岁的米久江来自贵州镇远，
是国内第一位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
标赛的职业运动员，曾斩获第十四届全
运会山地自行车项目金牌。这次是他

在亚运会上的首秀。
“今天的高温天气对体能考验非常

大，对大家都是一个挑战，对手也在不
断给我压力，最终能拿到这枚金牌非常
激动。”赛后，他身披国旗向观众以及贵
州的父老乡亲、家人表达深深的感谢：

“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块金牌留在
中国！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会一直
努力！”

据了解，该项目亚军和季军分别由中
国选手袁金伟和日本选手沢田時获得。

杭州亚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奥林匹克越野赛决出胜负
贵州运动员米久江获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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