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办实事 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罗含瑶） 1月
20日，全市2024年第一季度安全
生产委员会暨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
（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总
结了2023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分
析研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
署 2024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
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成刚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23年全市安全生
产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值得肯定。
但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市安全生产
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一
季度，涵盖重大会议集中、极端气候
变化、春节人员密集活动增加等情
况，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各级各部
门要以“任何时候侥幸心理都不可
有、任何时候安全底线都不能破、任

何时候法治理念都不能丢、任何时
候安全责任都不能松”的态度，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要求，要正视问题，坚持问
题导向，找准关键部分和薄弱环节，
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抓安
全生产工作，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
管三必须”要求，确保安全生产各项
措施落到实处。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长沙自
建房倒塌事故警示教育片，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围绕住建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作发言，市安委办和市消安委
办分别对2023年的安全生产和消
防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下一
步工作作安排。

全市 2024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委员会暨
消防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凤） 1月 19
日，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到
贵州南山婆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现
场为其授牌“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

“此次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是对南山婆知识产权建设与
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
定。”贵州南山婆集团副总裁胡顺
庭表示，南山婆将会以此次获奖为
契机，持续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
关工作，做好专利转化运用重点任
务的落实，发挥好优势企业的示范
带动作用，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建
设，推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是国家对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等方面能力的认可，
也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
高度评价。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
知识产权强市战略，聚焦知识产权
强市任务和要求，积极推进知识产
权强企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有效
运用知识产权提高核心竞争力。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共有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1户，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6户、省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27户。

我市新增1家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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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
来，镇宁自治县始终立足资源禀赋，挖掘放
大自身优势，聚焦产业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规划好精品水果、镇宁小黄姜、
生态渔业、瓜蒌四大主导产业的“全局图”，
在发展产业方面不断突破，牵好乡村振兴
的“牛鼻子”，推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做优精品水果 共享发展“甜味”

每当春季开始，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
客商们便聚集在镇宁，开启“甜蜜”之旅。
镇宁樱桃、镇宁蜂糖李、芒果、火龙果、百香
果“五朵金花”便轮番上场，这场旅行入眼
的是风景，入口的是甘甜。

近年来，镇宁自治县大力发展以蜂糖李
为主的“五朵金花”精品水果产业，以镇宁樱
桃采摘旅游季、镇宁蜂糖李节等线下活动为
载体，竭力打造农旅融合新模式，提升“五朵
金花”精品水果的竞争“软实力”；以种植端
提升、品牌塑造、市场拓展、组织推动等为抓
手，严格把控精品水果的质量，提升“五朵金
花”精品水果的竞争“硬实力”。

“2023年镇宁以推进蜂糖李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从种植资源、种植标准
化、供应、品牌渠道整体发力，推进全产业
链健康发展。围绕‘实现全国李类品牌价
值第一’和‘市场龙头企业实体运作实现盈
利’的目标，通过全力打造‘密思你’产品品
牌，统筹带动我们蜂糖李供应链端、市场端
以及品牌端的协调发展。”镇宁蜂糖李产业
发展中心主任肖华海介绍，

产业引领，带动乡村振兴。镇宁自治
县六马镇，曾经的贫困乡镇凭借镇宁蜂糖
李产业，成为了贵州省首个“超十亿元小
镇”；镇宁自治县马厂镇茂良村，曾经名不
见经传的小山村凭借镇宁樱桃产业，成为
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镇宁自治县良田镇
坝草村，曾经贫瘠的荒山荒坡凭借火龙果
产业，成为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截至
目前，镇宁蜂糖李种植面积已达22万亩，

镇宁樱桃种植面积达6.3万亩，火龙果种植
面积达2.65万亩，芒果种植面积达2.7万
亩，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8万亩。

做响镇宁小黄姜 共享发展“原味”

“五朵金花”皆画卷，翠绿姜田焕新
景。在镇宁自治县丁旗街道桃源村姜农王
元华家的姜地里，满是欢声笑语。村民们
齐上阵，大家分工协作，起姜、去土、剪秆、
分装，配合默契，迅速高效，忙得不亦乐乎。

“2023年我栽了两亩姜，预计能收到
一万五千斤，可以卖3万多元钱，我们村大
部分农户都栽姜，一家帮一家收，就不用请
工人了，减省了费用。”姜农王元华说道。

作为全省最大的生姜种植产区，镇宁
自治县近年来推行建基地、上规模、创品牌
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模式。2020年，“镇
宁小黄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特色产业发展形势愈发强劲，在贵州黔棠
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种植、加工、销售一二三产业一气呵成，
广大姜农紧密融入产业链中分红享利。

2023 年“镇宁小黄姜”种植面积达
14.21万亩，产量近30万吨，带动2万余户
姜农增收致富，在农业转型升级中不断取
得新成效。

做大生态渔业 共享发展“鲜味”

好山好水出好鱼，冷水养出“热经
济”。近年来，镇宁自治县做足“水”文章，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在江龙镇、本
寨镇、简嘎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冷水鱼养
殖特色产业，有效增加群众收入，为乡村振
兴、群众致富打开了一条新路子。

在位于镇宁自治县本寨镇的贵州锦润水
产品有限责任公司70亩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里，工人们正穿着防水服在鱼塘中打捞，随着
工人们利落的动作，一箱箱鲟鱼被送上运输
车，根据客户需要，这些鱼将会被发往广东、广
西、昆明等地，成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在冷水养鱼基地，我们学习了一些关
于养鱼的知识。争取以后也能做上自己的
产业，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本寨镇
岩下村村民韦兴遥说。

基于镇宁良好的生态环境，镇宁冷水
鱼特色养殖产业在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同
时，从基地建设、技术支撑、饲养规程、市场
搭建等方面对群众进
行全方位支持，许多群
众在企业的带动下，加
入了冷水鱼养殖的行
列，通过生态养鱼实现

稳步增收。

做强瓜蒌产业 共享发展“香味”

瓜蒌丰收，金果致富。近年来，镇宁自
治县着力把瓜蒌产业作为全县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全力推动瓜蒌
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在镇宁自治县沙子乡弄染村的瓜蒌种
植基地内，整齐的支架上瓜蒌藤蔓相互缠
绕，一个个金灿灿的瓜蒌挂满枝头，瓜农们
正穿梭其中忙碌采收，熟练地将一颗颗成
熟的瓜蒌摘进背篓，再运到路边的货车旁，
不一会儿，瓜蒌就装满了车厢。

贵州优作惠农科技有限公司驾驶员罗
昌彬说：“今天我来拉两趟，每趟能拉8吨，
今天就拉16吨，我们厂里面有4个车，一个
车拉两趟，一天也要拉50吨左右。瓜蒌拉
到厂里后会进行加工，瓜皮风干，瓜籽清洗
后就往外发货了。”

小瓜蒌链起大产业，按照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思路，镇宁自治县积极引进瓜蒌深加
工技术，助推瓜蒌全产业链发展，让瓜蒌产
业最大限度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23年，镇宁自治县瓜蒌种植面积已
达5200亩，产量达0.8万吨，在瓜蒌栽种、
加工、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均由中国瓜蒌
龙头企业安徽徽岳记全程保姆式进行技术
跟踪指导。截至目前，全县瓜蒌产业产值
已达0.24亿元，辐射带动募役镇、马厂镇、
沙子乡等9个乡镇的农户增收致富。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群众的腰包
也越来越鼓。镇宁自治县聚焦产业振兴，
因地制宜，重点推动精品水果、小黄姜、生
态渔业、瓜蒌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在稳规
模、树品牌、强组织、延链条、抓保障、促增
收上下功夫，全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推
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以前这里的路不通，出行很不方便，
现在把顶云大道二标段‘断头路’打通之
后，我们接送娃娃、出门干活都很方便，感
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提及顶云大道二标段

“断头路”打通后的通畅和便民，家住关岭
自治县顶云街道新城社区的村民罗天坤言
语间尽是满意。

据了解，顶云大道起始于顶云老街，终
点至沪昆高铁关岭站，总长约9公里。在
2019年便已正式通车，但剩余部分路段由
于涉及电线杆迁移、土地等问题，有上百米
未曾施工的路段将整条顶云大道“拦腰”截
断，让周边群众驾车出行、接送孩子读书要
多绕一公里路程。

“原来这段土路坑坑洼洼，晴天灰、雨
天泥，车子根本无法行驶，又紧靠关岭思源
实验学校，附近群众开车接送孩子要多绕
一公里路程，既不方便，还易造成堵车。”新

城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德昌说。
“断头路”一直未打通，影响了附近群众

的生活和出行，成为群众重点关注的身边
事。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后，关岭自治县
县处级干部在现场调研中了解到群众强烈
反映要求打通该路段，当即组织有关部门单
位召开座谈会，对开工事宜进行研判，明确
牵头单位和施工方，推动“断头路”建设。

“2023 年 12 月 4 日，顶云大道剩余
100米路段正式开工，工人们加班加点施
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将道路打通。”陈
德昌告诉记者，这条“断头路”的打通，不仅
方便附近居民出行，也减轻了灞陵大道的
交通压力。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关岭自治
县把“四下基层”作为有力抓手，明确全县36
名县处级干部以上率下，深入分管联系领域
和联系乡镇（街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通

过为群众办好一件“关键小事”，来推动解决
一类事。顶云大道二标段“断头路”的打通，
既畅通了城市的“毛细血管”，也连通了群众
的心，让群众从此走上“顺心路”。

在群众走上“顺心路”的同时，新城社
区丰洞安置点的居民们也在冬日严寒逼近
之时，顺利用上了“热心电”。

据悉，新城社区丰洞安置点目前已建
及在建居民共有31户，均是从该社区坪寨
组和沙包组搬迁到此。前期由于变压器安
装不规范，冬日用电负荷严重，变压器经常
烧坏，村民生产生活用电受到影响。

为了让丰洞安置点的群众安心、放心
用电，关岭自治县县处级干部及时组织县
岭弘公司、县供电局、顶云街道办事处开展
现场办公，明确工作职责和办理时限，将办
理成效纳入县委督查事项范围。不到一个
月时间，安置点变压器以及所有入户线路

均完成改造升级安装。
“在新变压器安装之前，一到用电高峰

期，家家户户集中用电，烧水、做饭就要慢
一点，电压也不太稳。如今安装了新的变
压器，就再也不用担心用电问题了。”丰洞
安置点居民徐燕说。

不仅如此，关岭自治县县处级干部还
积极争取爱心资金为新铺镇沙兴小学的孩
子们定制冬季校服，让学生们穿上“暖心
衣”；帮助永宁镇太坪村解决“同村水费不
同价”问题，让村民们用上“爽心水”；为百
合街道同康社区居民拿到两年未结清的工
资，让居民们过个“舒心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关岭自治
县县处级干部用实干实践和实际成效，办
成了一件件“关键小事”，推动主题教育成
果真正惠及民生，让一张张“民生清单”变
为群众的“幸福清单”。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回眸2023·我们同心走过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新春佳节临近，年货市场逐渐
火热，贵州好味达食品有限公司迎
上“春风”，生产订单已铺满日程。
车间内，工人们身着统一工作服，
分拣、包装、搬运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满库的货箱正等待装车送往全
省各地。

据介绍，贵州好味达食品有
限公司是一家围绕贵州特色水果
刺梨发展的深加工企业，该公司
倾力打造了“果夫派”品牌系列产
品，并自主研发首创“刺梨鲜果C
果冻”系列产品，省内的永辉、合
力等各大连锁商超均有其销售
点。面对火热的春节市场，好味
达订单目前已经排到1月 25日，
现正增加人手和设备，保障商品
如期供应市场。

“依据商品订单的不同，公司
会实时调整人手和设备配置，我们

有信心赶在春节前完成生产任
务。”该公司经理侯亚新表示，现在
车间有6条生产线，40多名熟练员
工在岗生产，刺梨果冻日产量可达
30至40吨，刺梨系列产品日出货
1500余件。

产品销售旺，品质不“掉队”。
侯亚新介绍，为全力打好安全生产

“主动仗”，公司每天坚持对每批货
进行巡检并留样，留存车间组员责
任登记，建立货源追溯机制，保质
保量完成订单生产。

“预计在今年3月，公司会扩展
生产规模，建设新生产线，迎接旅
游旺季的礼品消费热潮，争取完成
一季度400万元产值。”侯亚新表
示，公司会继续保持奋发向上的劲
头，加强新产品研发，逐步拓展省
外市场，拥抱电子商务平台，用优
质的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

镇宁：用好规划主导产业“全局图” 牵住乡村振兴“牛鼻子”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贵州好味达食品有限公司：

春节订单旺 生产格外忙
□本报记者 唐国栋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关岭：办好“为民小事”，成就“幸福大事”
□本报记者 郭修 高智 罗含瑶

镇宁良田镇火龙果种植基地镇宁良田镇火龙果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