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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兴义机场2024冬春航
季航班计划开始执行，上海到兴义每天
直达。对沪上游客王佳来说，这是一个
说走就走的周日，她飞到万峰林，感受这
片久违的“群山环抱的童话世界”。

今年以来，聚焦“黄小西，吃晚饭”
等优质旅游资源，依托“一枢纽十支线”
11个机场布局，贵州创新打造支支串
飞，让游客轻松实现“景区串门”，解锁
更多新玩法。支线机场的内联外畅，也
释放出消费、外贸、对外开放等多方面
积极信号。

进出港航班4196架次、运送旅客
59.2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818.79吨，
这是国庆假期，贵州民航集团下辖6家
机场（贵阳、兴义、铜仁、黎平、黄平、荔
波）的三项民航指标，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9.36%、9.48%、19.78%。

跳动的数字，映衬经济活力，彰显发
展生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通过空
中桥梁走进贵州，旅游观光、访问考察、
投资兴业。

每天，贵阳机场巴士满载天南地北
的旅客，从机场往返于贵阳东站、贵阳北
站、贵阳火车站、花果园、青岩等人群集
散地。紧密的发车频率、丰富的出行线

路、周到的乘车服务，让旅客的出行体验
越来越好。

不仅如此，贵阳机场还实现了航空
与高铁、地铁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
衔接，包括相继推出的人脸识别、智能
通道识别等智能服务措施，让机场逐
渐从区域航空枢纽向综合立体交通枢
纽转变。

大变化带来大流量。今年贵阳机场
暑运“热辣滚烫”——7次刷新单日最高
旅客吞吐量纪录，峰值最高达82409人
次，日均吞吐量达7.58万人次。这份连
创新高的暑运“成绩单”，有力印证了民
航业持续恢复向好的态势。

随着旅客和物流吞吐量爆发式增
长，对民航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加上在建的威宁机场、德江
机场、盘州机场，到“十四五”末，我省
将基本形成“一枢纽十三支线”的机场
布局。

眼下，在1000多米海拔的高山之
巅，铜仁德江机场工程项目正争分夺秒
推进。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1350吨的目标设计，德江机
场兼顾区域通用航空发展，力争2025年
末建成运营。

去年，荔波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投运，
为贵州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创造了
积极有利的条件。从兴义万峰林至黔南
荔波，原本5小时的车程被压缩至1个小
时的空中旅程。

民航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
性产业，对新时代贵州发展意义重大。
以贵阳龙洞堡干线机场为核心，贵州正
努力开创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21年，贵阳机场正式开启“一场
两跑道三航站楼”的全新运行模式。今
年8月30日，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口岸
高分通过海关总署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
力考核，再一次彰显贵州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依托航空口岸，北极圈新鲜捕捞的
帝王蟹可“直飞”贵州高原，贵州对外开
放的足迹也沿着航线走向欧洲。

在此之前，由于贵阳没有指定监管
场地，国外鲜活海鲜要进入贵州，须先从
广州、成都等机场口岸进口，再转运过
来，运输时间长，价格也更高。而今，贵
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综合指定监管场地投
入使用，可满足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以
及食用水生动物业务全流程的检验检疫
和监管要求。

向蓝天要开放。不到一年时间，我
省已陆续开通运营4条国际货运航线，
足迹遍布加尔各答、德里、卡拉奇、莫斯
科，贵阳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放”。

从“一局四中心”首条国际货运航
线，到首条“一带一路”国际货运航线，再
到首条洲际货运航线，“空中丝绸之路”
不断扩容、越织越密，实现了我省航空口
岸建设里程碑式的跨越。

筑路苍穹，我省外向型经济的齿轮
正加速转动。贵州唯一的本土航空公司
多彩贵州航空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贵阳⇌河内”今年正式通航，从越南芽
庄远海捕捞的优质海产品“打飞的”入
黔，实现了全链条畅通。摩尔曼斯克⇌
贵阳⇌莫斯科全货机国际货运航线的开
通，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商品提速出海
开辟了新通道，年年有鱼（贵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这条新通道，将“贵州
制造”的电子仪器、汽车配件、生活用品
等卖到了俄罗斯。

航空业是地方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
擎和助推器。一个个空港、一趟趟航班，
如同点点音符，奏响着我省扩大开放、加
快发展的强音，助力内陆贵州飞得更高
更远。

利用光伏发电助力企业低碳化转
型，这是当下贵州部分企业正在探索的
方向。

在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贵州百思
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厂房上排列整
齐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
上个月刚建成投运的光伏板，发出的
电输送到电网，成为公司生产用电的
一部分。

“尽管装机容量不是很大，但天气
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发4000多度电。”公
司相关负责人张辉平说，这个光伏项
目是第三方投资建设，公司提供厂房
顶部的空间，并以折扣价购买发出来
的“绿电”。

这种模式实现了互利共赢：投资建
设方获得电价收益，提供场地的企业获
得低于市场价的清洁能源。

这种模式也在遵义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得到了应用。

记者近日来到该公司时，看到厂区
有不少工人正在忙着架设光伏板。

“公司可用的厂房顶、闲置土地等，
都将装上光伏板。”公司综合科相关负
责人张旭介绍，这个光伏项目总投资达
5700多万元，装机容量为19.5兆瓦。

“根据装机容量测算，项目全部
建成后，平均每年可发电 1300 多万

度。”张旭说，根据投资协议，公司将
以每度电低于市场价 0.16 元的价格
购买发出来的电，每年可节约电费
200多万元。

除了节省电费外，该光伏项目还能
不断优化遵义铝业的生产用能结构，提
高“绿电”占比，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

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的贵州鹏昇（集团）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同样规划利用厂房屋顶等空间，
投资1亿元左右建设20兆瓦的分布式
光伏项目，所发的电将成为公司生产用
电的一部分。

这家2021年1月底投产的企业，主
要利用从贵州、云南等地回收来的废
纸，生产箱板纸、纱管纸等产品，实现了
废纸的循环利用。

循环、绿色、低碳，这是鹏昇纸业董
事长皮祖乔反复向记者提及的关键
词。该公司30多亿元投资中，环保方面
的投资就超过10亿元。其中，建成的污
水处理厂将公司产生的废水净化，使其
又成为生产用水，不但节约了水资源，
还能避免废水污染环境。

“纸在社会上实现‘大循环’，水在
公司实现‘小循环’，而‘绿电’的使用将
让这些循环更具低碳环保意义。”皮祖
乔说。

光伏“绿电”助力低碳发展
——贵州部分企业的“追光”实践

前三季度，我省农业生产形势较
好，畜牧业保持稳定增长，食用菌、茶
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在产量上也实现
了不同程度增长。

据10月 28日发布的“三季报”显
示，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705.04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其中，食用
菌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7.5%，茶叶产量
增长6.6%，中草药材产量增长5.8%，园
林水果产量增长5.0%，蔬菜产量增长
4.1%。猪牛羊禽肉产量比上年同期增
长4.0%。其中，猪肉产量增长5.2%。
前三季度生猪出栏增长1.7%。

产量增长背后，是全省聚焦重点发
力，精准谋划落实的成果。

年初，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要
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三
农”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大力发展
农业产业，围绕品种更优、品质更好、品
牌更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做大
产业规模、做响特色品牌、做优精深加
工、做强经营主体上加快突破，全面推
进农业现代化，着力建设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强省。

前三季度，食用菌充分释放“蘑”
力，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7.5%。食用
菌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前期的精
耕细作。近年来，我省抓住“东菇西
移”等机遇，强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发
展，创立了“黔菌”这一省级区域公用
品牌，并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作
为“山地公园省”，贵州是我国野生真
菌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孕育了
全国80%的野生食用菌种类。在此基
础上，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如破竹，在全

省各地呈“遍地开花”之势。目前，我
省已形成黔西南、黔西北、黔东三大产
业集聚区，呈现出产业集群为引领、优
势区域为重点、龙头企业为骨干、中小
主体为支撑的发展格局。

另外，前三季度我省茶叶产量也实
现了6.6%的增长。产量的快速提升，也
反映着各地管理和采制水平的逐年提
高。近年来，随着贵州茶的“跨山出
海”，其“茶魅力”不容小觑。2023年全
省茶园面积675.3万亩，茶产业综合产
值908.12亿元，47个茶叶主产县中有
26个将茶产业作为首位产业。茶企追

“新”逐“质”，茶农吃上技术饭，采制水
平自然不断提高。

纵观全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走在
前，是特色产业产量实现增长的关键。
目前，全省已建设包括蔬菜、肉牛、中药
材、水稻、马铃薯、生猪、茶叶、油菜、玉
米、辣椒、食用菌、生态家禽、牧草、肉
羊、高原特色蔬菜在内的15个产业技术
体系。每个体系按照“首席科学家 功
能实验室 综合试验站”的框架搭建，共
有15个产业技术研发中心、53个功能
实验室、60个综合试验站。各大产业技
术体系通过科技和系统管理力推贵州
农业加速奔向现代化。

水城、湄潭、修文、麻江、安龙、石
阡、习水、都匀、威宁、台江10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示范带动集聚
发展。辣椒、肉牛、蔬菜、油菜、食用
菌、中药材6个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化
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全省农业特色
优势产业，正在绘制农业现代化的新
蓝图。

贵州：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
畜牧业保持稳定增长

当“草药香”融入“烟火气”，
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当“鲜食
材”遇见“老中药”，会摩擦出哪
些巧思？

10 月 22 日，贵州省第二
届“贵药膳”大赛暨2024年贵
州药膳产业推介大会在贵阳
举行。来自省内外中医药领
域的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物
及药企负责人齐聚筑城，共襄
盛举。

这是一场亮点纷呈、新意满
满的比拼。

35支药膳（饮）实操参赛队
和20支药膳（饮）产品参赛队同
台竞技。大赛以“食养甄品膳美
贵州”为主题，设立药膳技能竞
赛和药膳产品竞评两个赛道，邀
请了全国名中医、国内药膳专家
参与评审。行走展厅，参赛作品
令人耳目一新。沙参与鸡汤相
融，余甘子和玫瑰做羹，杜仲、黄
精化作包子馅，摇身一变成为

“全场明星”……
这是一场以“药”会友、携手

共赢的盛会。
活动云集省内外药膳研发

中心、医疗机构、中医药学校、
餐饮企业、食品生产企业、旅游
行业企业参展观摩。大会亮点
纷呈，精彩不断，各项活动吸引
了众多客商积极参与。云岩区
人民政府和贵州大健康产业联
合会分别与相关单位进行现场
签约。

同时，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

“贵药膳”“贵药饮”产品认定《通
则》《“贵药膳”示范餐厅建设指
南》等团体标准，启动贵州中医
药膳（饮）产业发展报告（蓝皮
书）编撰，为获批贵州省第二届

“贵药膳”大赛药膳药饮建设单
位和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区（基
地、项目）授牌。

传承创新，开放共享，推动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为与会者
的共识。

以“药”为媒，广交宾朋，集
聚创意，走进贵州。此次活动既
打造了一个中医药产业发展交
流合作平台，也为贵州中医药文
化推广打开新的窗口。

夜幕降临，云岩区大十字广
场灯火通明，与“贵药膳”大赛同
期举办的中医药文化市集人潮
涌动。市民们三五成群，找医生
把脉问诊，体验推拿、按摩、艾
灸，品尝中药养生茶饮和膏方，
学习八段锦，纷纷被中医药文化

“圈粉”。
前来问诊的市民王君兰感

慨道，“以前觉得中医离我们很
遥远，逛了这个市集我发现，原
来中医就在我们身边。”

如果说，探讨药膳同源，深
挖草本内涵是此次活动的重大
议题，那么，创新共享，释放贵州
中医药强劲的产业发展动力则
是活动的深层内核。正如珠海
食品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学国所
说，“参会就是‘取经’，贵州给了
大家很多惊喜，发展中医药，贵

州有底气！”
贵州发展中医药何来底气？
缘于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贵州是我国四大中药材主产区
之一，共有药用资源6352种，品
种数量与资源蕴藏量居全国前
列，有少数民族习用药材91种
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56
个，“贵州三宝”天麻、杜仲、灵芝
已有上千年种植历史。

贵州如何引领深耕中医药？
得于高屋建瓴，乘势而上。

贵州抢抓新国发2号文件机遇，
将健康医药产业纳入十大千亿
级工业产业加快推进，推动中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计
划全面施行，“一核创新引领、七
区协同联动、全域整体支撑”的
产业布局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无
限潜力。

贵州发展中医药优势何在？
敢于驰而不息，与时偕

行。贵州，作为西部第一个实
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即将实
现高铁“市市通”；作为第一个
全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字
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作为避暑
康养胜地，已越来越成为众多
游客的首选。贵州持续推进中
医药与旅游、文化、大数据、健
康养老等多产业深度融合，加
快布局以“天麻”“石斛”为代表
的药食同源新赛道，打造“贵药
膳”“贵药饮”公用品牌和“康养
到贵州”特色品牌，让中医药发
展之路行稳致远。

10月29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 2024 年多彩贵州秋冬季旅游新闻
发布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吴涛介绍了今年秋冬季贵州
旅游的有关情况及系列优惠政策，诚
邀广大游客到多彩贵州探寻秋冬的美
景和乐趣。

贵州四季景致不同，秋冬独具风
情。近年来，贵州围绕资源、客源、服务
三大要素，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此次秋冬季旅游依托支支串飞、小
车小团、贵南冬季阳光休闲旅游带、民
俗节庆、温泉康养、南国滑雪等六类特
色产品，结合省内景区景点和“村超”、

“村BA”、路边音乐会等开展精彩纷呈
的文体活动。

支支串飞产品为游客提供便捷旅
游服务及多种衍生线路，覆盖全省重
点景区。小车小团旅游产品满足个性
化需求，实现“大交通”与“小交通”无
缝衔接。贵南阳光带旅游产品依托南
部温暖气候，推出体旅融合与特色旅
游活动。

秋冬季节也是贵州各民族举办节
庆活动的时候。苗年、芦笙节、鼓藏节、
侗年等民俗节庆活动陆续开锣登场，古
城古镇、苗乡侗寨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年
味，特邀外地游客前来感受民族特色和
热情气氛。

贵州的温泉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

的“温泉省”，以息烽温泉、石阡夜郎古
泉、仰阿莎温泉小镇等为代表的一批温
泉度假地，推出“温泉+冰雪”、“温泉+音
乐”、“温泉+美食”、围炉煮茶、文化演艺
等融合业态，集泡、吃、住、养、玩于一
体，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温泉体验和养
生服务。 作为中国南方滑雪的重
要目的地，贵州的滑雪场以其独特的优
势和丰富的业态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
者。六盘水玉舍滑雪场、梅花山滑雪
场、乌蒙大草原滑雪场、花溪高坡云顶
滑雪场等滑雪场推出冬季滑雪旅游产
品，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滑雪体验和专
业的滑雪教学服务。

发布会还介绍了贵州文旅的相关
优惠以及“引客入黔”团队旅游奖励政
策，即：2024年 12月 31日以前，全国
（含港澳台）大、中、小学生；6岁以下、60
岁以上人士；警察、教师、医护工作者；
长期结对帮扶贵州的城市和港澳台居
民享受全省国有A级旅游景区免门票
优惠（不含特许经营项目）；乘坐“支支
串飞”的团队游客，在5天内享受航班始
发地及目的地辖区对应国有A级旅游
景区免门票优惠（不含特许经营项
目）。同时，游客在参与活动的景区购
票5日内可无限制次数进入景区，入黔
旅游的外省籍一型客车（私家车）每周
五至周日享受贵州境内高速公路通行
费五折优惠。

贵州：

筑就空中天路 奏响发展强音

记者从贵州省医疗保障局获悉，日
前，贵州省医保局落实国家医保局部署，
率先印发《关于新增修订护理类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统一指导各市(自治州)规范护理价格项
目，逐步优化价格水平。

按照《通知》关于优化调整护理服务
价格的规划部署，2024年度以及今后一
段时期，各市(自治州)将对照全省统一
的基准价格，结合本地区医保基金等因
素，有序调增分级护理价格，逐步实现省
域内护理价格相对均衡。本轮调整以劳
动强度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一级护理
为主。以贵阳市为例，一级护理项目增
加口腔、肛周等服务事项，价格从18元/
日调整为50元/日；常规的三级护理则
从9元/日略增为10元/日。

对此，贵州省人民医院血管甲状腺
外科护士长曾婷表示，重新整合后的护
理服务价格项目，充分考虑了分级护理、
专科护理和专项护理等各类情况，把过
去拆分到很细，容易交叉重叠的价格项
目，该合并的合并；把过去没有收费，护
理人不理解、反响大的服务事项，该立项
的立项。新项目边界清楚，内容清晰，更
加适应医院实际，可以化解过去很多因
为歧义产生的矛盾。此外，曾婷也表示，
从重新发布基准价格中，也感受到了医
保部门尊重护理服务价值，支持护理事
业发展的态度，下足功夫，努力让患者有
更好的服务体验。

《通知》针对“421”家庭“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后顾
之忧，此次引用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指南，专门新增了“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鼓励公立医
院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照护
服务。过去患者家庭只能自行需求社会化的护工服务这一
个选项，而在不久的将来，还可以选择公立医院提供的更经
济、更专业、更系统的免陪照护服务。

护理是人们对抗疾病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贵州
省医保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要建
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的要求，更好体现护理技
术劳务价值，努力推动调价结果向护士薪酬回报传导，引导
医疗机构持续提高护理服务能力和水平，增进人民群众健
康福祉。

10 月 28 日
10 时许，一列装
载 28 台“ 贵 州
造”新能源客车
的出口专列，从
贵 阳 国 际 陆 港
都拉营站开出，
预计7天后抵达
老 挝 万 象 。 这
是 贵 州 首 次 整
列 直 发 的 中 老
班列，也是贵州
本 土 生 产 的 新
能 源 客 车 首 次
出口老挝。

贵州推出秋冬游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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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药膳大赛
看见贵州中医药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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