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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生命之色，也是黄果树的发
展底色。

一条条清澈河流奔涌向前、一片片茂
林修竹旺盛生长、一个个康养项目持续释
放生态效益……近年来，黄果树旅游区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紧紧围绕“绿色旅游”发展目标，深度挖
掘、整合现有的旅游资源，积极发挥大瀑
布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大力打造特色旅
游品牌，将“绿水青山”自然财富转化为区
域经济发展的“金山银山”。

“我是从安徽来的，这边的空气特别
清新，尤其走进黄果树大瀑布，山清水秀，
让人感觉心旷神怡。”游客吴女士在游览
完瀑布后说道。

2024年以来，黄果树旅游区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提升，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
大气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28000个，
景区森林覆盖率从 1996年的 20%提升至

90%，获得“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
设区”荣誉称号，并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绿色名录》，被成功授牌为世界
最佳自然保护地。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管护原则。”黄果树旅游区林
业中心资源管理科负责人王江告诉记者，
黄果树旅游区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
下中药材种植、林下养殖等产业，拓宽绿
色发展附加值，2024年黄果树林下经济产
值达 3.3亿元，林下利用面积达 10万亩，
进一步实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聚焦森林保卫战，黄果树旅游区先后投
入6000余万元资金用于石漠化整治、森林
抚育、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森林防灭火、资
源保护、自然保护地等监督管理，积极推动
黄果树国土绿化工作。2024年以来，黄果
树旅游区共计完成营造林 1万亩，完成率
100%；完成植树10万余株，完成率100%。

看得见山，也要望得见水。“聚焦碧水
保护战，我们深入实施河长制，定期巡查、
清理垃圾、监测水质，尤其对石头寨、郎宫
村等亲水旅游区域重点监控，确保水质稳
定良好。同时，把好建设项目准入关，严
禁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产业项
目进入，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的产生。”黄
果树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大队长赵才红说。

针对农村集中排水问题，黄果树旅游
区积极申报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厂，并对
入河排污口进行区级、市级以及第三方检
测机构三轮次检测，确保排水达标。2024
年以来，还开展了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饮用水源地问题排
查，发现并整改问题2个。

如今，黄果树旅游区地表水国控断面
六枝河（黄果树段）、市级河长制考核断面
平院河、坝陵河、新场河、八河监测断面水

质监测结果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
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辖区内 1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18个农村千人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各项水质监测
指标均实现达标率100%。

黄果树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随着生态环
境稳定趋好，黄果树旅游区大力发展“生态+”
产业，建成了半边街、湿地公园等生态旅游项
目，延伸了柏联、游山居、观瀑园、石头寨露营
庄园等深受游客喜爱的康养产业，进一步推
动生态资源与中药医养、田园农庄、自然科普
等深度融合，生态本底优势持续释放。

下一步，黄果树旅游区将继续坚持绿
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用好山水林
田湖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持续把保护生态
环境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充分发
挥生态环境优势，开拓价值转化新路径，
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步伐。

早报讯（记者 姚福进）近日，贵州省
文化厅和旅游厅发布了《贵州省旅游资源
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关于确定12家
温泉度假地的公告》，紫云自治县黄鹤营
温泉度假村获评“银汤级温泉度假地”。

紫云黄鹤营温泉度假村位于自然环
境优美的省级园林城镇猫营镇，风景秀丽
的猫营河畔，温泉水取自地下天然温泉，
水质富含有的矿物质元素，是集温泉沐
浴、旅游度假为一体的休闲度假好地方，

内有温泉酒店、别墅民宿、餐厅、理疗服
务、泡池服务用房、秘境泡池区、烧烤美食
区等相关配套设施。

据悉，温泉度假地是指具有良好温泉
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服务、有明确的

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机构的区域，根据等
级划分与评定标准，温泉度假地等级设置
为二级，从高到低为金汤级、银汤级，于
2023年秋建成的紫云黄鹤营温泉度假村
此次获评银汤级。

黄果树旅游区：

擦亮“绿水青山”底色 提升“金山银山”成色
早报记者 罗含瑶 刘凤 周雪

紫云黄鹤营温泉度假村获评“银汤级温泉度假地”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

岗位信息定点推送，让零工体验“一站
式”求职服务；“市场”登记求职信息，让企
业招工省力又省心；走进企业直播带“岗”，
让好工作“触屏可及”……近年来，关岭自
治县着力建设公益性“零工市场”，打造特
色化“零工驿站”，实现县、乡、村三级零工
就业公共服务全覆盖，为有灵活就业需求
的劳动者提供推荐好工作、培训好技能等
多项服务，让他们从“马路边”走到“市场
里”，用实际行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来到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枣园路，放
眼便能看到该县“零工市场”的门头，以及
门头下方电子屏上播放着的招聘信息。走
进市场内部，大显示屏上同样滚动播放着
各家企业的招聘信息，公司名称、招聘岗
位、人数、工作内容、薪资福利等信息一目
了然。

“‘零工市场’具备求职登记、招聘登
记、技能培训登记、就业创业咨询等功能。
目前，我们还在开发具有‘就业+生活’属性
的‘线上平台’，平台建成后能够更好地服
务有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关岭自治县“零
工市场”负责人佘万芸说道。

枣园路地处老城区中心路段，是当地
零工聚集地之一。2024年，该县人社部门
为了破解“零工找活儿难”和“用人企业招

工难”的双重难题，利用贵州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给予的 50万元专项经费，采用
政府搭台主导，引入专业人力资源机构负
责运营的模式，将原社保局闲置办公楼改
造成为使用面积 200余平方米，可容纳 100
余名临时待工人员的县级“零工市场”，并
引进安心人力（贵州）数字服务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着力打造省级“零工市场”示范点。

与此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在该县商圈
之一的国际商贸城，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乡镇花江镇和同康社区、安馨社区两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分别打造各具特色
化、示范化、专业化的“零工驿站”，并不断
延伸服务“触角”，在全县新增村级零工服
务站155个。

“‘零工市场’建成投用后，我们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了零工就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
求大走访、大摸排行动，根据走访摸排的结
果开设了普工、电工、焊工、采摘工等 20余
个工种岗位。”佘万芸说，截至目前，已走访
本地企业 12家、辖区国际商贸城 116户商
家、收录省外企业入驻24家，提供零工服务
机构 21家已收集入档并建立联系，累计收
集零工信息 8100余个，收集零工就业意愿
5195人次，促进零工就业5021人次。

为了更好地实现就业供需无缝衔接，

关岭自治县“零工市场”的运营管理团队不
但在各点位做好优质服务，还定期不定期
开展直播带“岗”进企业活动，通过时下流
行的网络直播新方式搭建求职者和用工企
业的“线上新桥梁”，让好工作“触屏可及”。

在关岭椒香源食品有限公司内，该县
“零工市场”的主播正在直播企业生产环节
的各个岗位，让“线上”求职者能够更直观
地了解企业的基础设施、工作环境和岗位
情况。同时，还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指导、政
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帮助求职者更好
地了解就业趋势，提升自身竞争力。

“直播带‘岗’进企业的活动能够在扩
大企业知名度的同时，实现收集优质岗位，精
准推送信息，帮助更多求职者知晓本地企业，
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工作环境，薪资待遇。接
下来，我们针对关岭本地企业，计划实现直播
带‘岗’进企业活动全覆盖，推动‘零工市场’
实现线上化、品牌化。”佘万芸说道。

以“零工市场”作为公共就业服务建设
的“领头羊”，同步推动“零工驿站”、直播带

“岗”、职业技能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项目，
大大提高了该县的公共就业服务能力，让

越来越多有灵活就业需求的劳动者从“马
路边”走到“市场中”，乃至于通过一部手机
就能实现就业。

“我县‘零工市场’的建成，不但能够实
现企业招工有保障、零工务工有保障，还能
做到劳动维权有保障、务工安全有保障。
我们在‘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均设立了
劳动维权窗口，及时提供劳动仲裁、法律援
助等服务，做好劳动法律法规宣传、维权调
解工作，引导用工方合法用工，帮助务工人
员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并且积极与商业保险公司洽谈，引导保险
公司设立灵活、价廉的‘零工商业保险’，防
止零工因伤致贫、因伤返贫。”关岭自治县
就业局局长康兴文表示，接下来将不断夯
实稳就业基础，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
好“‘零工市场’+高质量就业培训基地”的

“组合拳”，通过“零工市场”登记收录零工
相关信息，根据其意愿做好职业技能培训
服务，学会一技之长，实现从零工到技工的
转变，同时加大省内外优质岗位的收集和
匹配，努力做到企业有工用，零工有活干，
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岭：

建好“零工市场”写活“就业文章”
早报记者 高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