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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正浓时，梵净山区如诗如画。
山脚下，一条绕山而修的道路如丝带般
在山间穿梭，随着山势绵延起伏。

这条全长30.44公里的江口至梵净
山环线公路，将沿途连成一条美丽农村
交通经济走廊，逐步成为当地群众迈向
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

近年来，贵州健全完善“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体系，深入推进农村公路
建设，全省农村公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历史性地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难”“运
输难”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
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我省从2017年率先在西部实现建
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到2019年率先
在西部实现30户以上自然村寨通硬化
路，一条条蜿蜒交织的农村公路，沟通了
广袤城乡，更串联起机遇与希望。

今年，又从全省万余条公路中推选
出2023年度贵州省“十大最美农村路”，
充分展示贵州省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
路”特色，在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
略里，合力绘就经济兴、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美丽农村新画卷。

路通出行便 补短板惠民生

交通巨变让山乡巨变，为山区群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早饭后，山间薄
雾还未散去，把农具和肥料搬上电动三
轮车，一曲山歌还没哼完，李福贵就来到
了自家的赤松茸基地。“公路不仅修到了
家门口，还直通田间地头。”家住修文县
六屯镇大木村的老李说。

从江县加勉乡真由村村民潘春桥开
着小汽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以前的摩
托车早已“退役”。他说：“自从泥巴路硬
化以后，村里买小轿车的人越来越多，自
己买得还算晚的。”

“有一年，外省客商来采购蜜柚，从
果园到客商居住的酒店仅9公里距离，
但是因为路面坑洼，蜜柚颠簸受到损
伤，价格也随之降低。”荔波县拉岜村果
农覃树友每每想起为柚子出山发愁的
日子，更为如今因路通而货畅的转变倍
感欣喜。

2017年 11月，全长24.953公里的
荔波至王蒙至瑶山公路修建完成通车，

“交通+旅游+产业”模式让水果走出大
山，拉岜村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以前
的柚子只能卖几毛钱一斤，现在每斤能
卖到3元左右，加上我扩种和扩销后，年
收入翻了差不多十倍。”覃树友看着自家
柚子一车车运往外地，喜笑颜开。

2015年以来，贵州先后启动农村公
路建设三年会战、“组组通”硬化路三年
大决战等攻坚行动，在西部率先实现“县
县通高速”的基础上，接续实现“村村通
沥青（水泥）路”“组组通硬化路”。

“十三五”期间，全省新改建农村公
路6万公里，建成“组组通”硬化路7.87
万公里，惠及近4万个村寨1200万农村
人口，产业因路而兴、乡村因路而美、农
民因路而富。

路通百业兴 乡村美如画

“种出来不容易，卖出去更难。”早在
20多年前，陈中松就尝试过种烤烟，因
为路不通，所有农资都要肩挑背驮，家住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浪水村的
陈中松只好和老乡们一样外出务工。

随着贵州农村公路“村村通”“组组
通”等工程的实施，石朝乡短短3年就建
成128公里硬化路，不仅连接县城，串
户路也实现了硬化。乡里顺势发展起
了香榧、金银花、精品水果等特色山地
产业。

全长21.877公里的打易至郊纳公路
位于望谟县打易、郊纳两镇境内，是按照
二级公路标准修建的一条县道，2019年
建成通车后，2021年又作为“四好农村
路”进行精品线路打造，公路辐射沿线万
亩紫茶。

于是，紫茶产业顺势规模化发展起
来，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以前路没通，我
们去县城要两个小时，现在路通了我们
到县城只要50分钟，原来我们的茶就是
在乡场上卖，现在路通了物流有了，我们
的茶不仅卖到省外，还卖到了国外。”郊
纳镇郊纳村村民刘顺琴说。

近年来，我省构建起串联各村组和
乡镇、连接城区和对外通道的县域农村
公路交通网，推进交通与产业融合发
展。到2022年底，我省打造以旅游路、
产业路为重点的“美丽农村路”3.3万公
里，规划建设美丽农村路经济示范走廊
1.2万公里已建成4000公里，进一步激
活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潜力。

农村公路建设承载乡村振兴梦，截
至2022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17.5万公里，硬化路率从2012年的27%
提升至2022年底的95.3%，便捷高效、
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路网体系加快完
善，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群众生
活的“幸福路”。

路通连城乡 出山奔海去

一个个景点因路而美，一座座村子
因路而兴，一户户百姓因路而富……农
村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推动农村物流
网络日益完善，让城货下乡、山货进城、
电商进村、快递入户成为现实。

为此，大木村的李福贵开始种植起
赤松茸，早上7点工人便开始采摘，每2
个小时就会有一批松茸菌从基地运往冷

库进行分拣，一级、二级松茸将被打包送
往贵阳机场，第二天一早便会出现在香
港、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的商超货架，
而三级松茸则通过汽车运输到距离较近
的成都市场和扎佐、石板等物流园。

“采摘最多的时候，每天要运输3至
4吨，以前路不好根本想都不敢想。”顺着
李福贵手指的方向，大木村的赤松茸将
沿着这条便捷公路，无缝衔接高速路口，
46分钟到达贵阳机场，7个小时运抵成
都。这样的速度保证了松茸36小时内
的最佳口感。

放眼望去，我省便利的农村公路为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创
造了条件，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生
态农业转变，为加快产业发展，原来的机
耕道变为产业路，深入至田间地头。

“城乡客运既降低了群众出行和物
流成本，又盘活了客运班线资源。”业界
相关学者表示，贵州农村交通条件改
善，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农村消费
群体的消费意识被激发，打通了城货下
乡的“最后一公里”与黔货出山的“最初
一公里”。

截至2022年底，贵州88个县（市、
区、特区）实现三级及以上客运站全覆
盖，96.7%以上的乡镇建有客运站，农
村客运物流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便利
通达，完成9个“交邮融合+”发展示范
县创建，城乡居民享受了“手机上下
单、家门口坐车、集中点拿货”的便民
服务。

不仅如此，省交通运输厅抢抓贵州
大数据先发优势，在全国率先推出“通村
村”APP出行服务平台，实现农村出行和
城乡物流双向流通，2018年实现县级全
覆盖，以往因交通困难带来的难题都迎

“路”而解。

教育部近日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名单，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武陵山区畜牧兽医高
水平专业群教师团队入围。该团队近年
来充分发挥技能优势，通过圈舍会、院坝
会、不定期指导等方式为铜仁市农民提
供肉牛、生态家禽、生猪等农业产业链技
术服务。截至目前，团队服务企业40余
家，攻克关键技术难题60余项，累计培
训5万人次。

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指出，要以就
业培训为重点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大力实施“技能贵州”行动，我省众多职
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着重提升师生的
技能水平，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职教技
能品牌，并借助院校的技能优势，加快推
进重技能、学技能、教技能的技能型社会
建设，着力打造“技能贵州”，服务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业跟着产业走，增强技能适应
性。技能培训是职业教育的明显特征。
贵州瞄准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其中，高
职院校每个市（州）同一专业开办学校为
2至3所，中职学校每个市（州）同一专业
开办学校不超过5所，逐步实现区域之
间、学校之间专业错位发展。

六盘水市煤炭资源丰富。根据煤
炭产业人才需求，六盘水职院将煤矿智
能开采技术、矿山地质、机电一体化技
术（矿山机电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和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等进行有机融合，

“量身定制”组建了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专业群。

工地机器人可以在无人干预下进行
智能地砖铺贴、智能喷涂，并且施工精细
度较高。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工
地创新实训中心今年3月交付后，开始
着力培养掌握智能化技术的建筑人才，
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该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王昌辉表示，互联网时代对建筑
行业的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智慧
工地创新实训中心投用后，培养的人才
不仅能熟练掌握传统建筑技术，还能灵
活运用各种智能化技术，更好满足现代
建筑行业的需求。

办学过程中，我省职业院校充分发
挥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教师素质、
强化培训监管、规范开展评价，通过集中
教学、送教上门、线上教学等方式开展大
数据技术、中药材种植、养老护理员等职
业培训，加快“技能贵州”建设。

2021年，为加快提升全省15岁-59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让更多人掌握
一技之长，贵州启动了职业技能学历“双
提升”工程。截至今年7月，全省累计近
36.4万人接受培训，28270名学员取得
相应技能合格证书。

发挥赛事作用，提升师生技能水
平。在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地理空间信息采集与处理赛项（高职组）
中，贵州水院获全国一等奖；在食品安全
与质量检测赛项（高职组）中，贵州农职
院获全国一等奖；中药传统技能赛项（高
职组）全国一等奖，也花落贵阳康养职业
大学……

面对捷报，贵州农职院党委书记刘
玉国表示，学院将以举办赛事为契机，
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大力营造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切实推进教学与生
产实践有机衔接，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
紧密结合，培养更多的“技能大师”“能
工巧匠”。

一直以来，全省各大职业院校高度
重视技能赛事工作，广泛参与、举办各类
竞赛，构建规范统一、层次分明、富有特
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提升师生的技
能水平。

贵州省出台相关政策制度，并将职

业技能竞赛工作纳入省“十四五”就业创
业规划：“十四五”期间每年投入不少于
5000万元支持全省职业技能大赛活动。

深化产教融合，培养优秀技能人
才。9月28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入
围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共计28
家，黔南州磷化工及新型储能材料产业
市域产教联合体位列其中。

该联合体依托福泉—瓮安千亿级产
业园区的优势，由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联合贵州磷
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牵头。未来，黔
南州将充分发挥政府、产业、企业、学校
的作用，全力打造具有人才培养、创新创
业、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
域产教联合体，推动产城科教融合发展。

设立企业订单班、打造现代产业学
院、共建产教联合体，成为贵州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切实提高职业教育质
量、适应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抓手。

技能创造未来。贵州围绕“人人出
彩”的目标，积极探索努力构建政府、企
业、学校共同参与的产教融合新机制，提
升关键办学能力，夯实技能人才培养基
础，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众多学子正
昂首阔步迈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近日，省商务厅印发开展2023贵
州电商消费季活动的通知，活动将从11
月初持续至明年1月末。

根据安排，活动期间，将围绕商品
选品、电商推广、平台培育，发动省内一
码贵州等本土电商平台和重点企业，联
合天猫、淘宝、京东、美团、抖音、拼多多
等头部平台，聚焦“双十一”“双十二”和
元旦节等电商购物消费节点，动员全省
电商主体力量，创新开展电商消费季活
动，以市场优惠拉动消费增长，掀起全
网消费贵州产品热潮。

活动将以“电商+夜经济”、老字号
嘉年华、直播促销、年货节、生态黔菜推
广等形式，围绕酒、茶、特色食品、刺梨、
果蔬、工业消费品、文创等七大品类重
点商品，以节日大促为契机，在天猫等
头部电商平台和一码贵州等本土电商

平台开设活动专区、专场，通过让利打
折、全场特卖、满减特惠、爆款秒杀、直
播大促等方式，加强优质特色品牌推
广，共同营造全网、全品类电商消费氛
围，为线上消费者提供全面的高品质的
商品和服务。

据介绍，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
市（州）联动方式在全网开展，各市
（州）商务局、有关行业协会将围绕活
动主题，积极发动辖区内头部电商平
台、电商示范企业、示范直播基地、示
范直播团队、示范产业园区、直播达
人等电商力量，结合本地实际，按照

“统一时间、统一标识、统一宣传”的
原则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促销活
动。同时，还将打造“I 尚贵州·超级
星期六”流量 IP，努力掀起贵州产品
线上消费热潮。

日前，全国第一个抖音数字经济产
业基地启动仪式在贵阳市云岩区中建
大厦举行。

抖音是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之
一，用户总量突破20亿。随着该基地
的启动，抖音集团将投入数十亿元，依
托抖音集团旗下的数字化营销服务平
台开展抖音电商客服、抖音数字广告等
业务，预计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

亿元，计划5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80
亿元。

“我们将发挥资源、人才、平台、技
术等优势，聚焦数字经济，为云岩经济
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活力。”抖音电
商副总裁木青介绍，抖音数字经济产业
基地将开展高效的数字化营销服务，为
贵阳市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助
力，助推贵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首个抖音数字经济产业基地
在筑启动

下的是基层，抵达的是民心，夯实
的是根基。作为干事创业的重要法宝，

“四下基层”这一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
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对我们党坚持
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走过非凡十年昂扬奋进，中国式现
代化贵州实践宏图铺展，“四下基层”所
蕴含的精神内涵、体现的价值追求，在
新的形势、任务和使命面前，闪耀着思
想的光芒，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梦想传承，奋斗接续。新征程
上，如何将“四下基层”贯通落实到主
题教育和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
来？如何把深化运用“四下基层”的
成果体现到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上来？

“脚底板”要勤，身入心入下基层。
项目推进的堵点在哪？社会治理的难
点几何？民生改善的痛点咋办？志不
求易、事不避难，只有真正把身子“扎”
下去，把耳朵伸过去，把意见簿摆出去，
才能把问题和办法“捞”上来。第二批
主题教育单位面向基层更直接，面对的
矛盾问题也更为复杂、尖锐、琐碎，砥砺

弘扬“蹲下去看清蚂蚁”的务实作风，直
插现场、直面群众、直击矛盾，方能做到
社情民意在一线掌握、矛盾纠纷在一线
化解、难点堵点在一线打通。

“绣花功”要足，求实务实施良策。
带着初心“下”、带着感情“下”、带着责
任“下”，刨根究底、摸清摸透是基础，举
一反三、由点及面地从“解剖一个问题”
到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才是关键。这
就要求党员干部秉持求实务实的工作
态度，紧盯实施主战略、实现主定位的

“发展要事”，聚焦就医、就学、就业等
“民生大事”，扭住瓶颈、把准症结，深想
一层、细想一层，多走一步，敢于打破思
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为“老问题”寻新解
法，给新问题找新答案。

用走心换民心，以实干求实绩。
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征程上，
标定人民至上的初心坐标，学习推广

“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经济兴、百姓
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定能在
真理光芒指引下、躬耕求索实践中，
加速变成贵州儿女可触可及的幸福
实景。

善用“四下基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

10月31日，村
民在玉屏侗族自治
县朱家场镇混寨村
西红花种植基地采
收西红花。

时下，贵州省
铜仁市玉屏侗族自
治县种植的西红花
迎来采收旺季，村
民忙着采摘、烘烤、
包装，供应市场。
近年来，玉屏侗族
自 治 县 采 取“ 公
司+东西部协作+
基地+农民”的模
式，大力发展西红
花种植，当地农民
通过土地流转和基
地务工实现持续增
收，走出了一条特
色产业振兴之路。

贵州：

连接民心“快车道”群众致富“直通车”

产教融合 建设“技能贵州”实现“人人出彩”

贵品好货线上淘
2023贵州电商消费季活动11月初启动

本版据新华网

记者31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11月17日在贵阳市奥体中心将有
一场贵州足球联队与泽尼特足球俱乐
部的友谊赛。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泽尼特足
球俱乐部成立于1925年，2008年曾在
欧洲超级杯中击败曼联夺冠，并多次夺
得俄罗斯超级杯冠军。

贵州省足球协会副主席单颖丰表

示，此次比赛旨在加强金砖国家之间人
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也希望进一步
提升“多彩贵州”“爽爽贵阳”的对外知
名度和影响力。

根据安排，贵州足球联队将于近日
在全省业余优秀球员里选拔产生，而泽
尼特足球俱乐部则预计派出39名职业
球员参赛。比赛期间，还将举办国际足
球嘉年华、天河潭足球之夜等活动。

贵州将邀泽尼特足球俱乐部来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