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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为
全力保障我省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省发展改革委部
署全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进一步加强
市场巡查和价格监测。

从监测情况看，春节假期，各地扎
实做好“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保障各
项工作，市场货源充足、品种齐全、秩序
正常，节前、节中、节末价格均保持总体
稳定。

春节假期首日（1月28日、除夕），
监测的26种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

生商品，平均零售价格与节前（1月24
日）相比6涨16降4平，除羊肉、蔬菜均
价下降1.11%、1.29%外，其余商品价格
涨跌幅均在1%以内。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2月4日、大年初七）的监测价格与
节前（1月24日）相比波动幅度较小，除
猪肉、蔬菜均价上涨3.03%、4.98%外，
其余品种涨跌幅均在2%以内。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做好
价格监测，深入分析重要民生商品供需
和价格形势，会同有关部门扎实做好保
供稳价工作。

春节期间贵州重要民生商品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连日来，贵州宝钢制罐有限
公司亮敞的工厂内自动化生产
机器运转不停，无数易拉罐在
传送带上被快速运输，产能已
恢复到节前水平。该公司是黔
南州龙里县为配套雪花啤酒、
饮料生产等上下游产业引进的
重点项目，主要生产铝制易拉
罐，年产量约10亿罐，销售市场
覆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
庆等省份。

记者2月11日从贵州省民政厅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贵州省
从 2021 年开始先后投入各类资金
13.05亿元部署打造标准化养老服务机
构287个，其中已投入运营212个，床位
达2.71万张。

据了解，这些新改造的养老服务机
构配备了较为齐全的设备设施，能够为
老年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物理治疗和精神慰藉等服务。贵州省专
门制定了养老服务相关质量规范，通过
细化养老服务内容、开展养老机构等级
评定、加强日常监管等措施，进一步提升
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目前，贵州已投运的212个养老服
务机构，覆盖86个县（市、区），入住率达
到了56.1%，其中27个县（市、区）的标
准化养老服务机构平均入住率已经超
过70%。

贵州已投运
212个标准化养老服务机构

1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25
年度首批“灯塔工厂”名单，贵州轮胎成
功入选，成为贵州省首家获此殊荣的企
业，也是全国轮胎行业首家。

“灯塔工厂”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
选，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
和数字化最高水平。贵州轮胎先后实施
40多种数字化技术解决方案，是我省推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成功
典范。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贵
州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
聚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
现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构建体现
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发展
能级之变。

产业转型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战场，
我省以国企改革为关键抓手，新组建省
纺织集团、省外经贸集团、省农发集团，

稳妥推进大数据、交通、物流、能矿、文化
等领域省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贵州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势所在。瞄准“六大
产业基地”“富矿精开”、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需求，
2024年，贵州立项实施28项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取得较好
的经济社会效益。

今年春节电影档，贵安超算中心服
务器参与了其中三分之二影片的渲染，
为《哪吒2》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
榜提供了渲染算力支撑。

贵安超算中心一直为专注视觉云计
算服务、影视渲染业务的深圳市瑞云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算力服务。截至目前，
贵安超算中心共参与渲染《流浪地球2》
《深海》《三体》《与凤行》等150余部影视
作品。

渲染服务是贵安超算中心开展“东
数西算”算力服务的一部分，随着“东数
西算”工程深入实施，贵州已成为全国智
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算力
基建赋能文化创新优势突出。

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贵州
在扩大开放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以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助力
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数据显示，2024年，贵州电动汽车、
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总额
增长85.8%。数字背后，是贵州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坚定不移主攻工
业，深入推进“富矿精开”，助力贵州现代
化产业体系更加具备开放性和国际竞争
力的优势特征。

同时，贵州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
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护航。

印发《贵州省营商环境大改善三年

行动方案（2024—2026年）》，实施营商
环境突出问题三大整治行动；细化制定
《贵州省营商环境大改善2024年度工作
要点》；连续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若干政策措施》《贵州省数据流
通交易促进条例》《贵州省缓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行动方案》等“政策
包”……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宏观到微
观，从全局到细处，构建起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的“四梁八柱”。

与此同时，贵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市场体系包容性大幅提升，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得
到了显著拓展。“2024年各方建立健全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的长效
机制，有效发挥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的
带动作用，7家公司完成并购重组，4家
公司实施再融资，3家公司增持回购再
贷款落地。”贵州资本市场服务中心负
责人表示。

日前，记者在贵州国塑科技管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贵州省管材绿色制造工
程研究中心，见证了一场精彩的大口径
塑料管道抗压力测试。一截内径500
毫米的蓝色六棱结构壁管，在近12吨压
力下展现出卓越性能，形变后迅速恢复
原状。

此次测试的六棱结构壁管采用创
新设计，通过增大与地基接触面积，形
成三角稳定性，有效分散压力，解决了
传统圆管局部承压易损的行业难题。
同时，企业通过磷石膏排污管改性技
术 ，将 磷 石 膏 废 料 利 用 率 提 升 至
56.6%，为工业固废资源化提供新路
径。目前，其产品已覆盖国家标准主要
规格，广泛应用于市政、水利、电力等
十余个领域。

贵州国塑董事长郭宗智表示，企业
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累计

投入超3亿元，获44项发明专利。近年
来，该公司与中科院贵州绿色化工与先
进材料研发中心、贵州大学等机构深度
合作，联合起草地方标准，加速技术成
果转化。其研发的“磷石膏增强管道”

“H-CPVC耐高温排污管”等项目填补
市场空白，入围国家级科技赛事。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该企业已完
成华为数字化诊断、工业互联网标杆
建设，计划未来三年建成智能工厂，打
造西南新材料产业高地。郭宗智呼吁
进一步支持科创融资，助力企业技术
攻坚。

据悉，贵州省科技厅2024年已立
项支持企业牵头科技项目1448项，资
助经费8.1亿元。当前，全省超六成重
点实验室、八成的技术创新中心由企业
主导建设，为“科技围绕产业转”提供强
力支撑。

贵州国塑3亿元“炼出”44项专利
通过12吨压力测试，破解管道“炸裂”难题

近年来，“村BA”“村超”“村晚”等活
动在广袤乡村开展，火热“出圈”，全国各
地乡村文化生活亮点纷呈带动非遗保护
传承与开发利用。

在贵州，一系列“村字号”活动创新
不断，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乡村文
化，借助球场、T台、舞台等场景，搭乘新
媒体跨山越海传向世界。

展示又添新舞台

贵州“村字号”活动又出新花样——
“村T”。

每周五、六、日19:00～21:30，在黔
东南州凯里市民族风情园内，数百名身
着民族盛装的村民，登上广场长廊改成
的T台，展示服饰之美。

这个由村民共同参与策划、组织表
演的民族特色服装秀，把舞台交给“草根
模特”，将苗绣、银饰、非遗美食、芦笙舞、
农耕工具等搬上T台，让非遗技艺、乡村
文化交流交融。

“村T”发起人、出生于凯里市江口
村的苗族设计师杨春林告诉记者，

“2024年下半年，‘村T’举办超过430场
活动，展现了苗、侗、水、瑶等40多个民
族的传统服饰，参与表演人数超3万人
次，全网播放量近亿次。”

在贵州的另一个“村字号”品牌——
“村超”的现场，非遗同样引人注目。

这一发源于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级
体育赛事，于1月4日启动了新赛季。当
天开幕式现场，飘扬的队旗下，各族村民
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他们的服饰五彩斑
斓，各具特色，宛如一幅生动的民族风情
画卷。

榕江非遗资源丰富，侗族大歌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2项，州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4项，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4项。

“村超”组委会成员、榕江县文化馆
馆长李莎说，自2023年“村超”火爆出圈
以来，榕江县的民族歌舞、服饰、手工艺
品等非遗表现形式，与绿茵场、与足球文
化互相促进、互相赋能，持续拓宽非遗传
播渠道。

“村字号”因非遗而生彩，非遗因“村
字号”而远播。“‘村字号’活动频频出圈
的背后，是愈加彰显的乡土文化、民族非
遗魅力。”黔东南州黎平县文体广电旅游
局局长唐大才说。

村民让非遗更出彩

“像我这样60多岁的老嬢嬢（意为
阿姨），你们也要？”2024年7月，首场“村
T”举行时，不少村民向杨春林发出疑问。

“‘村T’是村民的舞台，不管多大
年纪，只要你们愿意来，我们都欢迎！”
杨春林介绍，“村T”吸引了大量民间设
计师和草根模特参与。他们通过自己
的创意和才华，将非遗民族服饰与现
代时尚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许多独
具匠心的作品。这些作品丰富了“村
T”舞台内容，为非遗传承和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非遗传承，村民是主角。榕江县委
书记徐勃说：“‘村超’通过连续举办精彩
的文体活动，调动了全县村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家把平时散落在各
村寨的侗族萨玛节、苗族鼓藏节、摆王木
鼓舞、苗族百鸟衣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带
上‘村超’舞台，集中展示，惊艳世界。”

榕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申敏介绍，

2024年第二届“村超”期间共进行中场
民族节目展演190场，展演节目258个，
参演群众3万余人；全县共有354支啦啦
队参与巡游，巡游人数5.5万余人。

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以对非
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不
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贵州
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经验。

“村字号”活动不仅拓展了非遗的传
播渠道，也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消费场景。

在榕江，开发的蓝染“村超”文创产
品多达200余款，涵盖足球、本子、T恤、
布袋、球队队标等多个品类，主营蓝染、
蜡染、刺绣、银饰、少数民族服装等的精
品店销售额创下新高。

在凯里，“村T”带动非遗主题摄影
和民俗文化深度旅行逐渐兴起，依托“绣
里淘”非遗集市推出的“村T秀”活动，让
村民和商户通过抖音、快手直播等网络
平台扩大创收渠道。

从“村超”绿茵场上的奋力拼搏，到
“村T”秀场上的完美呈现，再到各色非
遗集市、非遗工坊中的匠心独运，每一处
都活跃着村民的身影，他们用勤劳的双
手和无尽的创意，书写着非遗传承的新
篇章。

“村+”创新文旅体验

“村+”成为撬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
的“支点”。

凯里市民族风情园内，数十家民族
服装、饰品店热闹红火。“自从有了‘村
T’，园内热闹多了。”58岁的服装店主邰
胜芝告诉记者，“村T”带火了民族服装，
去年一年她赚了20万元。

另一位主营苗族服装的店主、79岁
的潘玉珍，更是一有空就去参加“村T”
走秀，“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的民族服
饰，他们的热情让我开心、自信。”

不仅本地人，不少来自广西、云南、
湖南等地的村民，也带着他们本民族的
服装，千里迢迢赶来参加“村T”。

更多的游客闻名而来。据统计，
2024年1月至10月，凯里市累计接待游
客2530.8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9%；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312.06亿元，同比增长
16.88%；游客人均花费1233.05元，同比
增长3.26%。

受访游客表示，在“村 T”的舞台
上，他们不仅看到了非遗民族服饰的
美，更感受到了其中“货真价实的村味
儿”，更加愿意走进村寨与村民交流互
动，深入了解非遗背后的制作工艺和
文化内涵。

“贵州通过举办这些具有浓厚地方
特色的活动，让游客亲身参与其中，创造
了独特的记忆点，增强了游客的情感连
接。”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表
示，贵州“村+”的各项活动折射出文旅产
业逻辑正从传统的景点导向转变为体验
导向。

游客与村民的互动，促进了非遗技
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让文化资源
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让文旅产业
成为富民、强心的新业态。

从山村出发，走向地球村。
如今，“村T”已经跨越山海，走向世

界，在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惊艳亮
相。一位位“草根模特”不仅展示着非遗
民族服饰之美，也描绘着来自中国美丽
乡村的幸福画卷，更向世界传达着新时
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2月 7日 11 点，申通自营车队跑
青岛—贵阳线路的货车司机朱美青，
在申通贵州省级转运中心，将满载的
5000多件约19吨快递卸货完毕，用时
两小时。很快他就能进行后续返程系
列准备。

朱美青表示，青岛到贵阳这条货运
线路公司才开通一年多，货运量稳定。
他跑了8年物流，在这一年多里，最大的
感受就是贵州出港货物不断增长，基本
都是满载出港，还未放空停运过。

在转运中心，不到半小时就有10多
台类似朱美青驾驶的那样的大型挂车
进场装卸。工作人员介绍，中心进出港
已恢复如常。申通快递贵州省区副总
经理周仲良称，正月初六、初七就已经
恢复运营常态，每日达到200万票件的
水平。今年中心将投资3000万元进行
技改扩能，去年该转运中心完成大规模
技改和场地扩建后，最高单日处理快件
峰值从2014年的30万票件增至200万

票件，推动该中心2024年货运量增长
30%，尤其在出港方面表现优异，以
70%的增速创下新高，这从一个侧面凸
显了贵州优质货品正加速走向全国乃
至全球大市场。

作为较早进入贵州快递物流集聚
区的企业，申通在贵州市场占有率从
2022 年的 6%增长至目前的 15%，剩
下的85%掌握在顺丰、中通、韵达、百
世等几家头部物流企业，近三年各家
业务量年增速均在15%以上。周仲良
透露，从全国物流行业数据看，去年贵
州增速排名前列，潜力巨大。记者从
京东官方渠道了解到，2024 年京东

“618”贵州消费数据显示，贵州省购
物用户数增速排名居全国第 5位，客
单价全国排名第11位，“买买买”力度
不减。另外，去年1至8月，贵州省快
递业务量实现了快速增长，累计完成
5.9 亿件，同比增长 40.5%，增速位居
全国第4位。

黔货新春加速跑
快递物流忙不停

2月 9日凌晨，随着韩国可依航空
RF863航班平稳降落在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77名韩国入境旅游包机团游客带
着兴奋与期待，陆续走下舷梯，开启了他
们的多彩贵州之旅。

据了解，该航线是贵州民航集团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引客入黔”部署的
重要举措，自2月2日起，在每周三、周六
执行双班往返，计划到3月底结束。其

间，计划执飞17班旅游包机。目前，首
航前3班清州—贵阳航段，分别搭载了
117、164、77名韩国游客。

近年来，贵州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大量韩国游客。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航空公
司、韩国组团社等积极推动开通了清州至
贵阳的直飞包机航线。同时，针对韩国游
客偏好，精心打造两条主题线路：一是四

晚六日深度游，涵盖龙宫溶洞奇观、北盘
江大桥壮景、万峰林水墨画卷、马岭河地
缝秘境，以及黄果树瀑布、织金洞地质奇
观等；二是三晚五日精华游：聚焦黄果树、
万峰林、织金洞三大王牌景区，串联多彩
贵州城等文化地标。“这两条主题线路堪
称贵州旅游的‘黄金走廊’，每日呈现喀斯
特地貌不同形态。”包机旅行社负责人介
绍，西线旅游以“缓坡少行、车览胜景”为

特色，景区配备完善的小交通体系，特别
适合占比超六成的银发游客群体。

在首航旅行团中，韩国游客对行程
设计都赞不绝口。记者从贵州民航集团
了解到，贵州民航集团将以清州航线开
通为契机，持续构建贵阳至RCEP成员
国等主要客源城市的航班航线网络，通
过“航空+旅游”联动模式，助力“引客入
黔”，推动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

贵阳开通韩国清州直飞包机航线
8天迎来3个包机旅游团

向新而行 以质取胜
——我省在改革创新中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村字号”点燃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