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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鲁开伟）日前，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
开的安顺市 2023年数字经济发展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来，全市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在实施数字经
济战略上抢新机”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给您一市场景数据，圆
您一个科创梦想”的场景大数据理
念，坚定不移走“应用驱动、运营流
通，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发
展新路径，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
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今年来，我市不断深入实施数
字赋能行动。开展大数据赋能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力争在数字化转
型指引、数字化转型标杆、行业数
字化转型平台、产业数字化转型示
范园区做出成效。目前，全市大数
据领域储备项目36个，计划总投资
43.46亿元，已开工项目35个，完成
投资 6.77亿元。“茶企云”大数据运
用综合开发项目、康命源一体化数
字平台、南智云大数据人才实训基
地等 3个项目获 2023年省级大数
据发展专项资金253万元支持。

同时，深入开展应用场景项目
谋划。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谋划和推动，在2022年发布第一批
53个应用场景项目的基础上，今年
聚焦“东数西算”、城市数据运营，
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
价值化、数字化治理、数字基础设
施”五个方面，谋划、开放了56个应
用场景项目。截至目前，已有贵州
绿色算力基地－西秀生态智谷等
10个项目签约合作，紫云自治县智
慧停车建设项目等3个项目落地建
设。

此外，数字化治理不断创新，
持续提升数据共享开放水平。按
照“省市一体化推进政务云平台协
同发展”要求，组织开展了省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操作培训，指导部门
根据业务需要上架数据和申请使
用数据，进一步推动跨部门、跨层
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目前，全
市各级部门完成上架省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目录数1857个、数据资源
1728条，各相关单位对平台资源调
用总数达6.88万批次。

近期，我市还制定了安顺数字
经济产业“一图三清单”，即安顺数
字经济产业链图、贵州绿色算力
（安顺）基地产业链图、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链图、数字赋能场景开发链
图、33个重点在建项目清单、40个
重点在谈项目清单和 70家拟招商
企业清单。下一步工作中，我市将
紧紧围绕“算力、流通、赋能”，紧扣
数字经济产业“一图三清单”，持续
推动贵州绿色算力（安顺）基地建
设，全力推动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

我市全力打造
数字经济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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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顺经开区十里荷廊的莲藕
采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据介绍，
十里荷廊一带种植的莲藕是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幺铺莲藕”，这些莲藕色泽
白净，口感脆嫩，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
在种植过程中，特别注重品质的提升和
品种的优化。

在这片广袤的莲藕种植区，工人们
辛勤地弯着腰穿行在干枯的荷叶间，细
心地寻找、挖掘着莲藕。他们将一根根

肥硕的莲藕从泥土中挖出，丰收的喜悦
弥漫在空气中。采藕工人管艳林开心地
说道:“我们每天可以挖藕七八百斤，每个
人一天的工资就有400多元，对收入相当
满意。”

除传统的挖藕工作外，安顺经开区
人和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还创新销售模
式，将直播间搬到藕塘里，通过直播的方
式，销售十里荷廊的莲藕。直播销售的
方式不仅宣传了十里荷廊的莲藕产业，

也有效地展示了“幺铺莲藕”的品质。
“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及时向消费

者传递莲藕、旅游的最新信息和产品动
态。”该公司副总经理车广福介绍，“十里
荷廊的莲藕正在大量采收中，现在每天
在田间劳作的务工人员约 40人，每亩的
藕产量约 4000至 5000斤，每亩产值约
7000至 8000元。目前‘幺铺莲藕’每天
销量约8000至10000斤，主要销往云南、
广西及安顺周边。”

据了解，“幺铺莲藕”因其色白、脆
嫩、个头胖、营养丰富而深受消费者喜
爱。如今，安顺经开区人和园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十里荷廊为核心区的莲藕产
业带已经形成了集种植、观赏、加工、销
售、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不仅在荷花盛开期和莲子莲藕采收期发
展季节性特色产业，还致力于打造精深
加工和壮大培育莲藕经营主体，延伸产
业链，增加附加值。

“幺铺莲藕”的成功种植和销售不仅
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致富，还形成了

“十里荷廊十里画、千亩莲藕千亩花”的
景象。这种以农、文、旅为一体的生态农
业发展之路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也推动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幺铺莲藕”采收忙
早报记者 唐琪 文/图

十里荷廊莲藕种植区十里荷廊莲藕种植区

时下，正值草莓上市时节，走进位于
西秀区双堡镇的众鑫草莓园，工人正利
用自动化数字技术精准控制大棚温湿
度，一键便可调节悬挂式草莓的高度，再
轻轻一点，塑胶管道中的高品质酵素肥
料便可滴灌到草莓根部；而分拣点的工
人正严格对照克重标准进行称重、分拣
与包装作业，为草莓进入各级市场做好
准备……

“目前，公司草莓种植面积近800亩，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
一品牌的种植及管理模式，初步形成了
标准化的草莓产业链。”安顺市西秀区众
鑫草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金权
望着眼前的场景介绍，冬季草莓上市1个
月，已在贵州本土市场显示出了巨大潜
力，大部分精品果销往“百果园”“永辉超
市”“速怡鲜果”等线下生鲜超市，中端果
主要销往安顺，还有很大的市场缺口，根
本不愁销路。

打包、分拣、运输各环节忙而有序、
热火朝天，随之而来的是一份“甜蜜收
益”，一颗颗小草莓成就了当地火红大产
业。蒋金权介绍，众鑫草莓园的草莓均
价为每斤 20至 30元，亩产量为 3000余
斤，亩产值约45000元，而除去鲜果销售、
对接大型商超以外，该公司还在网络平
台推出了特色采摘套餐，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游玩。据蒋金权预估，今年该
公司的总产值可达到1800万余元。

一方产业带动一方就业，草莓种植
的火热星点，渐成燎原之势，带动双堡镇

村民就近增收致富。蒋金权告诉记者：
“基地一年种植两季草莓，管护可以通过
数字化技术节省人力，而育苗与种苗则
需要大量人工。每年有 100多个村民经
过培训后在公司弹性就业，负责育苗和
移栽，再加上稳定就业的 70多个工人，1
年要发放480多万元的务工工资。”

来自双堡镇的村民王小会已在基地
务工 5年多，虽不出远门，赚得却并不比
外出务工少。她笑着说：“公司提供种
苗、土地和技术，我只负责管护好草莓，
每个月就有 6000元的底薪，如果当年管
护的大棚产值高，还有3%至8%的分红，

去年我赚得了十几万元的工钱。”
王小会只是双堡镇草莓产业的众多

受益者之一，每年，共有近 200个村民在
草莓基地实现了就近务工，因此便有近
200个家庭在家门口收获了“致富果”，成
为乡村振兴中一个个充满生机活力的

“微单元”。
“下一步，公司将积极寻求市劳促会

的帮助，解决公司面临的一些政策性难
题，争取实现安顺各县区草莓产业的聚
合发展，形成规模化效应，实现资源共享
和利益最大化，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
量。”蒋金权如是说。

西秀区双堡镇：

小草莓映红好日子
早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智能无土栽培的空中草莓智能无土栽培的空中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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