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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后寨村关岭朋
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肉牛养牛场，负责
人郭佳孟正带领饲养员喂养今年新入栏
的一批肉牛。

“养殖场肉牛饲养规模首次突破
100头，入栏前就与安顺众鑫牛源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回收合同，不愁销
路。”郭佳孟高兴地说，今年公司肉牛养
殖规模有很大增长，得益于政府政策扶
持，推出“28安心养”模式。

今年的贵州省委一号文件提出，推
动肉牛产业扩群增量，以家庭牧场为重
点，组织实施肉牛养殖“十百千万”工程。

着力推动肉牛产业扩群增量，今年
初，聚焦农民最关心的“买牛贵、养牛难、
卖牛累”问题，安顺通过“公司+银行（保
险、担保）+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创新推
出“28安心养”肉牛养殖新模式，即参照
按揭贷款购房模式，由养殖户支付20%
首付款项，剩余80%由银行提供长周期
低息贷款，引进龙头公司负责提供优质牛
源和技术指导，实行订单养殖、保价回
收。待肉牛统一回购后，养殖户再分期偿
还贷款，有效解决了养殖户的资金、技术、
销售等后顾之忧，实现产业发展多方共赢
的良性循环，让农户真正实现安心养牛。

“今年2月，关岭自治县抓住政策机
遇，在推广用活‘28安心养’模式的基础

上，创新制定《2024年关岭牛扩群增量
行动工作方案》，积极鼓励与扶持广大群
众发展肉牛养殖，激发养殖主体产业发
展新活力，推动全县肉牛产业扩群增量，
农民增收。”关岭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
宋汝谋介绍。

翻看《2024年关岭牛扩群增量行动
工作方案》，记者了解到，为鼓励企业和
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关岭出台一系列
优惠政策：对于县内低收入脱贫户、监测
对象，每户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20000
元，引进能繁母牛饲养每头补助5000
元；针对计划新增能繁母牛的一般农户，
单个养殖户最高不超过20000元，每头
可以奖补4000元。

“‘28安心养’模式参照按揭贷款购房
模式，由养殖户支付20%首付款项，剩余
80%由银行提供长周期低息贷款，加上关
岭推出的引牛优惠政策，养殖户几乎可实
现‘零首付’，养牛积极性更高。”宋汝谋说。

在关岭自治县新铺镇海百合村沙兴
五组，养殖户吴宝修往牛槽里增添一些
草料，牛圈里数十头健壮的牛儿立刻骚
动起来争相吃食。

“因为有‘28安心养’这个好政策，
让我用不到3万元的启动资金就买到了
10头牛，加上县里对能繁母牛每头4000
元的补助资金，花的钱就更少了。”吴宝

修说，得益于“28安心养”模式与县里的
养牛优惠政策扶持，不仅解决了他养牛
资金短缺的难题，更搭建了养殖场与安
顺众鑫牛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众鑫牛源公司”）的合作平台，通过实
行订单养殖、保价回收，让他对后期销售
再无忧虑。

“前期不用担心养牛的启动资金，牛
养大了，后期也不需担心销售，作为养殖
户，我只负责投劳把牛养大，平均每头牛
至少可以赚6000元以上。”吴宝修对进
一步扩大养殖场的规模充满信心，他告
诉记者，等头一批10头牛出栏后，下一
批，他准备再增加10头。

吴礼修是吴宝修的堂哥。2021年，吴
礼修看到了关岭肉牛养殖行业的市场潜
力，便投入48万元建设了标准化的家庭养
殖场，先后购进30头牛进行饲养，并流转土
地种植了140余亩皇竹草保障饲料供给。

建场、购牛、种草，一系列的投入让
想继续扩群增量的吴礼修在资金上捉襟
见肘，规模一直难以扩大。今年初，在新

铺镇领导干部的宣传下，他了解到市里
创新推出的肉牛产业“28安心养”模式，
加上县里的相关扶持政策，增添了扩大
肉牛养殖规模的信心。

“从原来的30多头扩大到了如今的
70多头，与公司签订了保价合同，养殖
风险降低了，养殖的底气更足了。”吴礼
修告诉记者，得益于“28安心养”模式与
县里的养牛扶持优惠政策，彻底解决了
他的资金周转难题，养牛的信心更足了。

据关岭牛产业发展办公室工作员陈
学忠介绍，聚焦推动肉牛产业扩群增量，
关岭自治县县、镇、村三级干部吃透政
策，压实责任，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

“28安心养”模式及县里推出的优惠扶
持政策，实现入户走访宣传全覆盖，关岭
牛政策宣传卡、告知书发放全覆盖。其
中，县生态畜牧业发展中心制定发放关
岭牛政策宣传卡（引牛政策、能繁母牛保
险政策、“28安心养”模式、“2215”模式、

“六方合作”模式等）7000份。
（下转2版）

关岭：用活“28安心养”模式 推动肉牛产业扩群增量
□本报记者 郭修 伍水清 李超然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蒋天瑜）近日，记者
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到，百灵扩能技改项目第三阶段
丙类提取车间已完成建设和设备安装。

“扩能技改项目于2020年 9月开
工建设。第一阶段中药材库、前处理
车间于2022年 8月建成投产；第二阶
段甲类提取车间、罐区、危险品库、机
修车间、消防水池等于2023年 8月建
成投产；第三阶段丙类提取车间已完
成建设和设备安装，等待各项检验合
格后便可马上投产。”该公司设备工程
部部长陈洪武说。

据悉，百灵扩能技改项目主要是对
贵州百灵提取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
连续化、自动化、系统化的生产线代替
原有的手工操作和人为干预，提高企业

物料管理水平，减少差错及浪费，提升
制造智能化、安全化、绿色化和高端
化。技改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
米。涉及主要建筑物有甲类提取车间、
丙类提取车间、前处理车间、中药材仓
库、机修车间；其他构筑物有罐区、消防
水池等。项目采用了多工位AGV出渣
系统、精馏塔自动控制、真空泵站自动
控制、循环水系统自动控制、挥发油提
取技术等新技术。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产品品
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产能同时
还能实现降低生产能耗，中药材处理能
力从2.5万吨/年提高到6万吨/年，年产
值将从现在35亿元提高到80亿元以
上，新增就业500余人，带动新增35万
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惠及农户15万人。

第三阶段丙类提取车间已建设完成

贵州百灵扩能技改项目即将全面投产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4月16日，记者在六安高
速关岭段顶云街道办事处新
场村新场大桥建设工地看
到，大桥已顺利贯通，项目建
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据介绍，六枝至安龙高
速公路起于六枝接都香高
速，经关岭、贞丰，止于安龙
接汕昆高速，全长 152 公里，
预计总投资250亿元。

□记者 卢维 摄

近年来，安顺市充分把握比较优势，持续聚焦“两城三
基地”建设，奋力推动工业大突破，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高
质量发展，为安顺现代化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厚积薄发 航空产业发展其势已成

上世纪50至60年代，国家“三线建设”在安顺市布局
了研制、生产航空武器装备的原011基地。经过半个世纪
的发展，安顺境内集中了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装备制
造业企业，是全省甚至全国重要的航天航空、精密仪器、机
械产品加工基地，具有较为完整的航空整机、航空发动机相
关零部件研制、生产、试验试飞及使用保障体系，航空制造
产业发展基础良好。

2022年，国发〔2022〕2号文件出台，安顺市立足产业
优势，积极融入国家战略，谋划建设贵州航空产业城。
202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贵州航空产业城总体发展
规划（2022-2035年）》，并同步印发《支持安顺建设贵州航
空产业城的若干政策措施》。安顺抢抓发展机遇，陆续出台
了航空产业专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专项人才政策，设立
航空产业基金，有力地支撑了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

2023年，安顺市聚焦补链、延链、强链，研究制定了航空
产业“一图三清单”，开展精准招商，成功引进成都航新、江苏
新扬、江苏豪然、上海先越等55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推动
安大产业园二期、航新无人机等97个项目开工建设，推动安
吉产业园一期等13个项目建成投产，建成了世界最先进的
民用航空智能环锻件生产线，世界最大的自动制壳机器人，
国内最大的脱蜡釜、钛合金真空熔铸炉，航空装备制造产业
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当前，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势头强劲，形成了“四方发
力、八面来风”的良好氛围，呈现出蓄势腾飞的强劲态势。

凸显优势 医药及旅游食品基地特色鲜明

依托资源禀赋、突出绿色有机，安顺市聚焦“肉牛、金刺
梨、中药材”三大农业主导产业和“蜂糖李、茶叶、生态渔业”
三大农业特色产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建设
医药及旅游食品基地。

“药材好药才好。”安顺市多样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为各
种优质药材创造了有利的生长环境。作为贵州传统道地药材
主产区之一，该市中药材种类占全省的43.7%。截至2023年
12月底，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59.62万亩，产量53.49万吨。

近年来，安顺市先后培育形成了以贵州百灵、三力制药两
家上市企业为龙头企业，宝林科技和长寿欣新等为重点企业，
西秀制药、顺建制药、苗立克等为潜力企业的梯队发展格局，
构建了以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为主、生物医药为辅的健康医药
体系，打造了百灵鸟、三力、宝林荘等知名医药品牌。

在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旅游食品产业也风生水起。目前，安顺已建成全
国最大的韭黄标准化绿色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蜂糖李种植基地、全省最大的鱼种
培育基地，基本形成了西秀辣椒、平坝蔬菜、普定韭黄、镇宁精品水果、关岭黄牛、紫
云红芯薯“一县一业”产业新格局，培育了南山婆等10家省级高成长企业和21家
市级高成长企业，打造了南山婆、金尘茶、翠宏辣椒、黔之梨、刺裸裸、贵州得宝、牛
来香、高原颂、瀑布毛峰、朵贝贡茶、蜂糖李等众多知名品牌，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旅
游食品产业提供了优质原料支撑。

数据显示，2023年，安顺市医药及旅游食品规上企业达到127家，形成了良好
的产业集聚，规上总产值同比增长34.7%，产业发展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多能互补 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向绿而行

安顺有着良好的能源产业基础，煤、风、光、水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市携手贵州
能源集团按照多能互补和煤电一体化模式规划建设的千万千瓦级新型综合能源基
地项目。

基地规划电源装机1073万千瓦，其中先进煤电装机264万千瓦、光伏装机
593万千瓦、风电装机66万千瓦、抽水蓄能装机150万千瓦。截至目前，安顺市已
累计建成电力装机规模达725.3万千瓦，较2022年增加175.7万千瓦，其中已并网
绿电装机占比达到80.3%，特别是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412.5万千瓦（风电27.6万
千瓦、光伏374.9万千瓦），较2022年增加145.7万千瓦。

盘江普定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是新型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用世界领先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示范意义。2022年以来，为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安顺市委、市政府高规格成立领
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盘江普定电厂签订协议后仅9个月就
实现开工，时长缩短一半，创造了“安顺速度”。项目一号机组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实
现并网发电，2025年一季度实现二号机组并网发电。

（下转3版）

极目星空 步履不停
——“中国天眼”为世界天文提供“中国智慧”

□新华社记者 赵新兵 欧东衢 潘德鑫

4月17日，记者从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获
悉，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已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

在快速射电暴起源、引力波探测等领域产出一系列世界
级成果；自主研发的接收机核心零部件有望走出国门；FAST
核心阵建设蓄势待发……

极目星空，步履不停。“中国天眼”正不断为世界天文提供
中国智慧、为全球工程界提供中国技术。

成果频出

“中国天眼”是耳熟能详的国之重器。为“早出成果、多出
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中国科学家不断“挑战认知和技

术极限”，用“中国创造”擦亮深邃“天眼”。
截至目前，“中国天眼”已发现900余颗新脉冲星，其中至

少包括170余颗毫秒脉冲星、120余颗双星脉冲星、80颗暗弱
的偶发脉冲星。

“我们正在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极限。”国家天文台银
道面脉冲星巡天项目负责人韩金林说。从人类发现第一颗脉
冲星到FAST发现首颗脉冲星的50年里，全世界发现的脉冲
星不到3000颗。

2017年10月10日，“中国天眼”宣布发现6颗新脉冲星，
实现“零的突破”。这是中国首次利用自己独立研制的射电望
远镜发现脉冲星。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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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一”小长假及旅游旺季的即
将到来，黄果树景区围绕资源、客源、服
务三大要素，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

“备战”迎接旅游旺季，不断丰富优质旅
游供给，推进黄果树景区服务质量、经济
效益、龙头作用全面提升，全力推进安顺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黄果树建设世界级
旅游景区，为贵州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提供坚实支撑。

随着旅游逐步迈入旺季，为让游客
能有更好的游玩体验，黄果树景区加快
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景区
服务接待能力。加快推进漫心酒店、既
下山民宿等项目建设，力争在旅游旺季
期间逐步投入运营使用，提升景区经营
业态和接待能力；同时，充分挖掘徐霞客
文化，建成黄果树环瀑新业态，布局高端
餐饮，开通小火车，营造文旅融合网红打
卡点，推出“老景区新玩法”，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启动新增观景台、扩宽游道、修
缮大瀑布至螺丝滩游道、翻修螺丝滩至
三岔河木栈道、修建索道、提升标识标牌

导览系统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
配套服务设施，推动景区提质升级，提升
游客舒适度。

客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为
确保旅游旺季客流量持续增长，黄果树
景区深入客源市场，不断开展精准营
销。强化主流媒体、自媒体、网红达人合
作引流，开展百强媒体“带你玩转21℃
的城市，享受360度的人生”活动，强力
宣推安顺旅游资源；同时，持续在机场、
高铁站、高速路等投放城市和景区宣传
广告，拓宽宣传渠道，推进安顺全域旅游
一体化营销宣传；持续开展旅游推介，组
织赴杭州、成都、厦门、昆明、南宁等重要
客源地开展营销推介8场，大力引客入
黔；打造主题自驾线路产品，持续开展品
牌自驾车活动；启动“油画般的安顺”等
系列活动，推出联动赏花线路产品，开展
摄影和短视频创作，全面提升安顺旅游
知名度和影响力。多渠道、多形式开展
旅游宣传，推动黄果树景区客流量保持

“井喷”势增长。

在强化旅游服务要素供给方面，发
展智慧旅游，拓展旅游交通。围绕“黄龙
屯格古”一体化发展，推进智慧旅游平台
建设，将“黄龙屯格古”景区票务、监控系
统全面接入，做好景区分时预约，实施统
一调度、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保障景区
游览秩序。继续做优做大“安旅通”，不
断完善平台服务功能，加强与OTA商合
作，持续整合“吃、住、行、游、购、娱”六要
素文旅资源，充分利用大数据，赋能旅游
产业化发展，保障旅游服务要素供给。
同时，开通黄果树至西江苗寨、龙宫景
区、天龙屯堡、格凸河景区、贵阳龙洞堡
机场景区直通车，以黄果树为核心，保障
省、市重点景区及主要交通枢纽通达性，
切实发挥“黄果树龙头作用”，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

围绕提升景区体验感和满意度，不
断强化管理水平，提升景区服务质量。
以提升管理水平为抓手，强化服务质量
为目标，及时召开会议，总结生产经营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问题为导向，动员
部署2024年“五一”小长假暨旅游旺季
服务接待保障工作，提升经营管理能
力。在景区设立志愿者服务站，讲解员、
前台服务员、观光车驾驶员、安保人员等
旅游景区服务技能工作室，制定集团员
工手册，推行“航空服务”标准，强化教育
培训，规范工作流程，全面提升从业人员
服务能力，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提高游客
满意度。完善景区应急保障措施，加强
旅游秩序管理，切实做好景区重要点位
人员分流、调度工作，保障游客游览舒适
度和体验感。

丰富优质旅游供给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

黄果树景区全力“备战”迎接旅游旺季
□本报记者 伍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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