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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康） 12月 23
日，市委书记杨昌鹏到市统计局、市卫
生健康局、市商务局调研。

市领导曾祥坤、王成刚、王勋勇、栾
雁分别参加。

在市统计局，杨昌鹏与干部职工深
入交流，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突出政治引领，聚焦中心工作，不断提升
统计工作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
务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依法统计、应统
尽统，强化数智赋能，创新方式手段，精
准采集数据，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成
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在市卫生健康局，杨昌鹏详细询问
人员配置、制度建设、工作推进等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奋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要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努力为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可感
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在市商务局，杨昌鹏详细了解全市
商务和对外开放工作开展情况。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两城三基地”
建设等重点工作，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加快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
焦消费品以旧换新、文旅消费等重点领
域，在改善消费环境上多出实招，有力
增加优质供给、有效满足消费需求，助
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山海虽远，情谊相连；协作之手，共
绘新篇。

在东西部协作的大框架下，广州与
安顺紧密相依，以劳务协作为有力画笔，
精心勾勒出一幅助力就业、推动发展的
绚丽长卷。2024年，两地劳务协作向纵
深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坚实有力，为
两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注入了强
大动力。

交流互访，拓宽劳务协作路

在安顺经开区宋旗镇湖兴村，清晨
的阳光洒在村民刘强的脸上，刘强即将
前往广州市绿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务
工，他感慨道：“以前想出去打工，不知去
何处，也怕找不到好工作。如今有了广
州和安顺的劳务协作，工作有着落，一路
上还有人照顾，心里真踏实。”刘强的话
语，道出了众多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实
现就业的劳动者的心声。

截至目前，安顺市通过东西部劳务
协作，已助力26844名农村劳动力成功
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14539人。在就
业地域分布上，到广东省就业5402人
（脱贫劳动力3217人），到东部其他地区
就业8241人（脱贫劳动力5255人），省
内就近就业13207人（脱贫劳动力6067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0.15%。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两地持
续深入的交流沟通与协作拓展。今年年
初，两地人社部门迅速行动，签订《广州
市·安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4
年东西部劳务协作和对口帮扶合作框架
协议》，锚定全年工作方向。结合《安顺
市2024年东西部协作工作要点》，双方
定期开展交流互访，在劳动力培训、输出
转移就业等方面强化协作。围绕乡村振
兴、校校合作、“三项工程”、人才交流等
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为后续工作注
入蓬勃生机。

与此同时，安顺稳岗拓岗工作小组
积极作为，奔赴浙江宁波、台州，江苏苏
州、无锡、南通、泰州，广东中山、惠州、江
门等地以及安顺籍劳务输出集中地，开
展劳务对接。市本级、各县（区）累计签
订稳岗就业协议65份，为广大劳动者铺
就了广阔的就业之路。

搭建平台，传递温暖关怀

全市设立的45个驻外劳务协作工
作站，分布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在
外拼搏的安顺籍劳动者构筑起温暖港
湾，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

普定县鸡场坡镇鸡场村村民张星明
的经历，便是这温暖服务的生动注脚。

2022年10月，经村委牵线，张星明与普
定县驻广州市花都区劳务协作工作站取
得联系，登记信息与岗位需求。工作站
迅速行动，从海量企业岗位信息中精准
筛选，与广州力达电器有限公司沟通协
调，为张星明夫妇推荐了合适岗位。“包
吃包住，按时计工资，一个月工资六七千
元，都是纯收入，一年能存不少钱！”上班
后，张星明时常接到工作站工作人员的
电话，询问工作生活情况，这份关怀，让
他内心满是温暖。

在创新工作模式的道路上，两地不
断前行。加强对劳务公司、劳务合作社
的指导，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2024年春节期间，两地人社部门紧密配
合，农民工返岗就业“直通车”温暖启
程。480名安顺籍在粤农民工乘坐返乡
高铁专列平安返乡，阖家团圆；春节过
后，又有1226名农民工搭乘返岗高铁
专列奔赴广东复工复产。这一列列高
铁，承载着劳动者的梦想与希望，更凝
聚着两地人社部门的心血与关怀。截
至目前，通过包机、包列、包车等“点对
点”批量输送方式，累计有组织输出
6879人，让劳动者的就业之路更加平坦
顺畅。

技能提升，打造就业高地

今年8月，西秀区2024年东西部协
作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黔货出山）培训
班在西秀区电商园开班，采用“短期集中
培训+长期创业辅导”“理论课+实操”相
结合的模式，为学员们进行量身定制知
识技能培训。

学员张乔友满怀期待地说：“我

在安顺旧州从事魔芋种植生产销售，
自媒体时代的冲击让我们‘70 后’有
些应接不暇。希望通过这次自媒体
培训班，运用所学知识技能，突破销
售困境。”

技能提升是迈向高质量就业的关
键阶梯。今年以来，广东省“三项工
程”在安顺落地生根，发挥了重要引领
作用。以对口帮扶县（区）为单位开展
的“订单式”“输出型”劳务协作培训，
为企业精准输送了大量技能型人才。
广州市人社局向安顺免费发放2000本
南粤家政教材，有效缓解了培训资源
短缺问题。

平坝小菊家政职业培训学校全力打
造家政劳务输出品牌，培养出众多专业
家政服务人员，学员李琴便是其中的受
益者。此前因缺乏技能，就业困难，参加

“南粤家政”培训后，她掌握了专业技能，
如今在广州一家家政公司稳定就业，收
入大幅提升。

围绕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的劳务品
牌建设不断强化。“紫云异地蔬菜种植
工”在田间辛勤耕耘，“镇宁蜂糖李产业
新农人”悉心呵护甜蜜果实，“贵州关岭
牛种养师”精心照料健壮牛群，“黄果树
三碗粉工”用心烹制特色美食。这些特
色劳务品牌，带动大量人员就业，成为安
顺就业市场上的闪耀名片。

在师资力量提升方
面，“校校合作”“校企合
作”成果丰硕。安顺青
年王明通过“校校合作”
项目，走进广州的职业
学校，学习先进技术，毕

业后顺利入职合作企业。“以前没机会学
到这么好的技术，现在不仅学到了，工作
也有了保障，对未来充满信心。”王明
说。“订单班、定向式”培训以及“送教上
门”的异地培训工作，让更多劳动者掌握
实用技能，为就业之路筑牢根基。

建设帮扶车间，实现就近就业

分拣、加工、晾晒……关岭自治县百
合街道同心社区的中药材产业帮扶车间
内，一派忙碌景象。尤玉芬熟练地分拣
着中药材路路通，她笑着说：“以前在村
里没什么收入，现在搬到社区，在家门口
就能工作赚钱，时间还灵活。”尤玉芬每
分拣一斤路路通，就有0.3元提成收入。
目前，尤玉芬每天能分拣300斤左右，收
入近百元。

在西秀经济开发区的安顺锦鹏鞋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声轰鸣，工人们
各司其职，一双双精品运动鞋在他们手
中诞生。员工邹翠满意地说：“公司包吃
包住，还有五险一金，离家近能照顾家
人，工资也不错。”

普定马官镇双玉村家庭代工作坊培
育项目的车间里，村民薛小兰忙碌而快
乐：“在这上班方便接送孩子，多一份收
入，生活更宽裕。”

……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凤) 近日，记者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由我市申报的

“航空产业城建设按下‘快进键’”案例入
选2024年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构
优化升级方向”特色案例。

据悉，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挖掘不同城市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举措，工业
和信息化部于今年9月开展2024年城市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征集，经申报
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征求意见，全
国各省市共90个案例入选。

作为全国重要的航空产业基地之
一，安顺历经六十余年发展，已形成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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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制造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成为国
家民用航空产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全国

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近年
来，安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进
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全力打造以航空
装备产业为核心的“一核两翼三融”产业
体系和“三中心、九园区、三基地”产业空
间布局。

在推进贵州航空产业城建设中，安顺
围绕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链配套要
求，高效率推进航空产业招商，谋划储备

一系列重大项目，大力推动项目建设，推
动形成航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数据显
示，2024年1至11月，全市航空装备产业
产值占全市比重 33%，增加值增速
13.2%，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加大招
商力度，稳步推进各大项目建设，推动航
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奋力推进贵州航空
产业城建设“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我市一案例入选2024年城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构优化升级方向”特色案例

本报讯（记者 王元兴） 12月 24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吉宏到关岭自
治县调研督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在贵州富途贸易有限公司，胡吉宏
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和带动脱贫群众就业等情况。在龙
潭街道落叶新村，胡吉宏先后走访脱
贫监测户罗明福、罗昌海，与他们拉家
常、话冷暖，关切询问生活状况、子女
教育、经济收入和享受政策等情况。
在断桥镇卢发应家庭农场，胡吉宏与
关岭自治县人大代表卢发应亲切交
流，详细了解人大代表双岗建功发展
产业助农增收情况。

胡吉宏强调，关岭自治县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各项
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抓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致贫底线，不断开创乡村全面
振兴新局面。要加强政策学习，对标
对表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新要求，
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补齐
短板弱项，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抓
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确保
完成“三好两巩固”目标任务。要因
地制宜培育发展帮扶产业，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接二连三”，健全完善联农
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积极用好“安心
干”平台，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
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全市各级
人大要立足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持续深化拓展“建设‘两城
三基地’，代表在行动”工作，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解志明参加。

胡 吉 宏 到 关 岭 自 治 县 调 研 督 导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贵州一直处
于一个特殊的战略地位。

从战国庄礄经黔入滇，到汉朝修
“夜郎道”打通南方丝绸之路；从明清
时期滇黔古驿道成为西南连接中原的
战略通道，到被誉为“抗战生命线”的
滇黔公路，再到今天的沪昆高速公路、
沪昆高速铁路……穿越两千多年的历
史云烟，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
的重要通道，贵州的战略地位始终如
一地存在。

1902 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沿
着这条通道进入贵州，在饭笼铺（今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天龙屯堡）一
带，他发现并记录了一种奇特的文
化现象。

在他的笔下，这里居住着被称为
“凤头鸡”的汉族人，“女子之发髻，前
部高束，形似凤凰之头”“双足宽大发
达，无缠足者”，鸟居龙藏将其称为

“明代遗民”。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
关注。

针对这种文化现象，有专家认为，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承
载着宏大国家战略叙事，具有维护国家
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重大时代价值的文
化瑰宝。

这些汉族人是谁？他们因何而
来？对贵州乃至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如何传承、研究推广这种文化？初冬时
节，记者沿着滇黔古驿道贵州段的大致
路线自东向西行走，从一个个留有江淮
余韵的屯堡村寨寻求答案。

六百年军与民，他们是拓荒
者、戍边者、移居者，为开发贵州
乃至西南边疆作出积极贡献

时间回到明朝初年，中央对西南的
控制尚不彻底，元末割据势力云南梁王
自恃险远而不投降，朱元璋决定用武力
征服。

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
实行“调北征南”的战略，命傅友德、蓝玉、
沐英等率师远征云南，兵分两路，“当自永
宁（今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遣骁勇将别
率一军以向乌撒（今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自
治县），大军继自辰（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
县）、沅（今湖南省怀化市芷江自治县）以
入普定（今贵州省安顺市），分据要害，乃
进兵曲靖”，次年二月，攻克云南。

平滇战事完成后，朱元璋为了加强
对云南的控制，保持驿道畅通，贵州便
成为军事要地和战略重点。

随后，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沿着
湘、黔、滇驿道干线附近，明王朝陆续设
置卫所，从江南一带调遣数十万大军一
路驻守，他们携家带口、寓兵于农、且耕
且守，实行父子相继的军户制度，在贵
州形成大大小小700多个屯堡，成为经
略贵州、开发西南的一支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明朝当局先后在今天贵
州境内设置了20余个卫所。清咸丰
《安顺府志》载：“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
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
至黔。”民国《平坝县志》载：“屯堡人，即
明代屯军之裔嗣也。” （下转6版）

贵州日报讯（记者 曾帅 李姗）
记者日前从省大数据局获悉，今年
以来，通过算力券等政策牵引，贵州
算力产业规模已超百亿元。

截至目前，贵州已向全国发放
算力券 177 张，带动吸引北京、广
东、四川等地区的企业入黔开展算
力相关业务，通过以用促建，围绕贵
安数据中心集群不断扩大算力规
模，实现算力并网和多元异构资源
汇聚。

同时，全省深入实施“东数西

算”工程，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以贵阳贵安为
核心，进一步优化结构、做大集群，
建设全国最大国产化单体智算集
群，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
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贵
安新区聚焦‘算力+产业’，积极
打 造 面 向 全 国 的 算 力 保 障 基
地”，成为 2024 年度国务院推动
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发现的有
效做法，并于日前获得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
据了解，在算力设施建设方

面，省大数据局将围绕推进“东数
西算”工程高质量发展，探索建立
数据中心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算力
评估工作。落实好激励政策，探索
形成高效有序、多方受益的算力资
源调度机制。开展赴省外招商活
动，打造贵州算力品牌。按照“算
存一体、智算优先”的思路，进一步
优化结构，打造自主可控算力服务
体系。

跨山越海情无间 协作奋进谱新篇
——广州·安顺高质量推动东西部劳务协作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罗野 文/图

杨 昌 鹏 到 市 统 计 局 、
市卫生健康局、市商务局调研

贵州算力产业规模超百亿元

本报讯（记者 鲁开伟） 12月 24
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1至11
月，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61个，总
投资252.6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14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86.14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134.30%。其中，11月新开工亿
元以上项目2个，总投资5.84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30亿元。

分地区看，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中，关岭自治县10个，总投资52.64亿
元；安顺经开区11个，总投资35.83亿
元；普定县7个，总投资35.71亿元；黄
果树旅游区6个，总投资33.17亿元；西
秀区7个，总投资30.92亿元；镇宁自治
县6个，总投资24.32亿元；紫云自治县
7个，总投资22.12亿元；平坝区5个，总
投资12.00亿元；市直2个，总投资5.95
亿元。

分领域看，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13 个，总投资
54.80 亿元，其中“六网会战”项目 10
个，总投资 45.68 亿元；重大产业发展
项目 46 个，总投资 190.56 亿元，其中
十二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项目2个，总
投资11.26亿元，十大工业产业项目25
个，总投资104.11亿元，服务业创新发
展十大工程项目7个，总投资35.93亿

元；重大民生工程项目 2 个，总投资
7.30亿元。

分“四化”看，新型工业化项目29
个，总投资125.32亿元；新型城镇化项目
15个，总投资30.45亿元；农业现代化项
目4个，总投资17.66亿元；旅游产业化
项目6个，总投资33.17亿元。其他基础
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7个，总投资46.06
亿元。

今年1至11月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61个
累计完成投资86.14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134.30%

征南、戍边与守望
——贵州600年屯堡文化寻思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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