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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 保民生

金海湖新区

工业园区发展好
群众就业岗位足

□ 万飘阳

金海湖新区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依托现

有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加快推动园区企业高质量发

展，奋力向新型工业化城市迈进，拉动工业经济快速增

长，辐射带动园区周边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走进新区工业园区，一条条笔直宽敞的道路纵横交

错，一栋栋现代化、标准化厂房鳞次栉比，厂区内绿草如

茵，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

象。

贵州贵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暖炉为主

的企业，2020年入驻新区后，经过不断发展，公司已初具

规模，目前，公司有 2 条生产线，同时配备设计、研发和

售后维保车间。

“在这里上班，一个月工资有 4000元左右。”杜艳是金

海湖新区青龙街道中屯社区居民，以前她和丈夫在外面打

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近年来，随着新区工业园快速发

展，入驻园区的企业明显增多，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众到园

区务工，她也选择留在家乡就业。

和杜艳一样在园区上班的还有居民杜兰。此前由于要

照顾家里，无法外出务工，杜兰家的生活条件一直得不到

改善。去年，她进入园区企业上班后，实现了顾家务工

“两不误”的愿望。

为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金海湖新区在租金、

厂房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满足企业早入驻、早投产、

早见效的需求。随着新区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入驻园区的

企业发展稳中向好，园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为推动新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

“公司今年增加了 38 款产品，去年销量是 2 万台左

右，今年年初销量在 4 万台，主要销往云南、四川等地。

今年订单已经达到 200 多万，解决 30 余人就业。”贵州贵

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熊林当说。

一直以来，金海湖新区大力培育和引进辐射带动作用

强的企业入驻园区，先后出台系列政策，不断加强道路、

保障性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推动了工业经济质量提

升，也为新区劳动力就地就业提供了充足岗位。目前，金

海湖新区工业园区有 189 家企业入驻，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共 63 家，为新区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余个，已解决

新区 3000余人就业问题。

金海湖新区岔河镇

小刺梨“蝶变”大产业
美了乡村富了民

本报讯 （万飘阳 赵 静 报道） 入秋以来，金海湖新

区两万亩刺梨陆续成熟，迎来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时节采

摘刺梨鲜果。

在岔河镇足纳社区无籽刺梨示范基地，金黄的刺梨果

挂满了枝头，刺梨的清香随着秋风弥漫开来，务工人员正

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收刺梨，欢声笑语中呈现的是一

派热闹丰收的景象。

“这个刺梨好摘，也能赚点零用钱，一早上可以摘一

百多斤，四毛钱一斤。”足纳社区居民吴云一会儿就采摘

了满满一箩筐刺梨。

据悉，近年来，新区通过招商引资积极引进企业入

驻，并引导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发力，切实

提高刺梨的附加值，打造集种植、研发、生产、仓储、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发展链。贵州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是 2013 年引进的企业，自引进该企业以来，新区在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下，在岔河镇发

展刺梨产业 6500 亩，覆盖了岔河镇足纳、沙朗、浅寨等

村 （社区）。

“这段时间是刺梨采收期，有三四十个人在里面务

工，采摘的果子主要供应厂家，留一部分榨汁做自己的品

牌。”足纳社区无籽刺梨示范基地负责人聂祥翠说。

金海湖新区因地制宜，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牛鼻

子”，高度关注、支持刺梨产业发展，围绕“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大力提升刺梨产业的种植

水平、加工能力、企业实力、品牌影响力，推动刺梨产业

在工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等方面迈上新的台阶。如今，

新区的刺梨产业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富了百姓，实现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

果，开启了乡村振兴新征程。

秋季，金海湖新区的大地上，金黄的

稻浪翻滚，鲜红的辣椒在车间被加工，

翠绿的核桃挂满枝头，还有“藏”在绿

叶里的葡萄、保河梨、猕猴桃……丰饶的

物产把金海湖新区的土地装点得五彩斑

斓，也筑牢了群众的“小康梦”。

行走在响水乡拉鲁村的田野上，满目

金黄，微风拂来，阵阵稻香。村民张虎

昌和其他人一样，正忙着收割水稻。

“我们每年 3 月份育秧，5 月份插秧，

9 月份收稻谷，种出来的米质特别好。”

看着收成不错的水稻，张虎昌心里乐开

了花。

在拉鲁村，像张虎昌一样种植水稻的

村民很多。近年来，拉鲁村把发展特色

产 业 作 为 促 进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重 要 渠

道，按照统一规划、集中连片、示范带

动的原则，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优势，

沿河栽种稻谷，鼓了腰包，富了粮仓。

“稻谷收成后，每家每户都能做上水

花酒，按照今年的收成，我可以多酿好

几缸水花酒。”张虎昌家种植了 4 亩稻

谷 ， 一 年 的 辛 勤 劳 作 换 来 了 如 今 的 丰

收，这让他心满意足。

他的满足，来自该村完善的制度体

系。该村地理位置极好，依山傍水，光

照充足，是传统的种稻大村。近几年，

为更好地发展水稻产业，该村可谓下足

了功夫，一方面通过打造高标准农田，

修建沟渠和拦水坝，提高蓄水能力，一

方面邀请农业专家对村民开展培训，提

供技术指导。在政策的支持下，今年拉

鲁村已有 60 余户农户种植水稻，种植面

积共 200 余亩，亩产量达 400 公斤，水稻

种植让村民端牢了自己的“饭碗”。

红红火火的丰收景象，少不了陆续采

收的辣椒。走进 410 坝区辣椒种植基地，

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

收，一派繁忙景象映出群众秋收的喜悦。

“昨天开始采辣椒，我摘了 40 多公

斤。”辣椒基地务工人员葛永均说，“摘

了辣椒，下午六点可以上秤，称了就给

工资，多劳多得。”

依托土地资源和气候资源，金海湖新

区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模

式，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

辣椒等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带动，激活

农村经济，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如今新区规模化、

产业化种植辣椒 3 万余亩，辣椒产业已成

为带动全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

一。

同时，金海湖新区不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积极引进辣椒酱、辣椒烘干等龙

头企业入驻，形成辣椒种植、收购、加

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切实拓宽群众致富

渠道。

金海湖新区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近年来，新区按照“一心四

片八线”的整体规划布局，以“城郊果

蔬”为主导，将猕猴桃产业列为新区 12
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积极鼓励群众参

与种植。

在岔河镇双华社区，顺着蜿蜒的道路

前 行 ， 伴 着 秋 风 ， 阵 阵 猕 猴 桃 清 香 飘

来，沁人心脾。

张时东是双华社区第一个种植猕猴桃

的人，2016 年，在当地政府的宣传下，

通过流转土地，四处参观学习，张时东

引进了猕猴桃优良品种进行种植。经过

几年的精心管护，张时东的猕猴桃已经

开始盛产。2020 年，猕猴桃给他带来近

20 万元的收入，今年预计收入达 40 万

元。看着猕猴桃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张

时东还为自己的猕猴桃注册了商标——乌

箐山猕。

如今，像张时东一样种植猕猴桃的农

户越来越多。今年新区的猕猴桃种植面

积超过七千亩，预计收入达 8400 万元，

参与种植的农户达 2600 户，小小生态奇

异果已成群众“致富果”。

走进金海湖新区双山镇锦绣社区，餐

馆、超市、银行等生活场所一应俱全，

宽阔的道路两旁，一栋栋居民楼排列整

齐，广场上，居民们悠闲地唠着家常；

学生们三五成群在社区健身广场享受着

他们的欢乐时光；扶贫车间里，工人们

认真从事着工作……处处一派和谐景象。

这些生活场景，对这里的居民来说，

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刘开敏就

是其中一个。搬迁之前，刘开敏一家一

直住在响水乡沙湾村，依靠种地获得经

济来源，生活也还算平淡幸福，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2014 年，刘开敏丈夫患上

脑血栓，高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一

下子陷入黑暗之中，加上要供三个孩子

上学，生活重担压得刘开敏喘不过气。

2018年，易地扶贫搬迁的春风吹进了

沙湾村，也吹进了刘开敏家，在政策的

扶持下，刘开敏一家人搬到了锦绣社区

的安置房内。崭新的楼房、宽敞明亮的

房间、整洁干净的环境，让刘开敏一家

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搬了新家之后，刘

开敏的两个孩子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帮助

下顺利完成学业并找到工作，她也开起

了小卖部，生活越过越红火，愿望变成

了现实。

“感谢党和政府帮扶，让我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奋斗新

的美好生活。”刘开敏眼里充满了感激。

同样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还有王

招顺，今年 85 岁的他在住进锦绣社区之

前，是住在昏暗的土墙房内。搬到锦绣

社区后，王招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在他的新家不仅宽敞亮堂，

热水器、冰箱、液晶电视等家电样样俱

全。

王招顺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离不开党的

好政策。国庆期间，他坚持每天早起，

为社区打扫卫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

感恩之情，回馈党的恩情。

“只要我的生命在延续，我就多劳

动，把小区的卫生打扫好，以此感谢党

和国家帮助我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王

招顺说。

刘开敏和王招顺只是锦绣社区搬迁群

众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目前该社区共

建设安置房 28 栋 1300 余套，入住的搬迁

群众达一千多户五千余人。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的实施，切实有效破解“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难题。

回望过去，路途虽然崎岖坎坷但坚实

有力。展望未来，双山镇锦绣社区搬迁

居民将以崭新的姿态，勤劳的双手，继

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金海湖新区以打造畅通之城

为 目 标 ， 不 断 消 除 制 约 发 展 的 交 通 瓶

颈，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如今飞雄机场、杭瑞高速、厦蓉

高速、成贵铁路相继开通，交通网络大

格局基本形成，加上城市骨干路网和通

村公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区外联

内通的立体交通优势日趋凸显，已成为

毕节重要的交通节点，便捷的交通让群

众生活更加幸福。

家乡交通便利，对返乡创业者来说更

加 有 信 心 。 岔 河 镇 桥 边 社 区 居 民 罗 忠

远，依托便捷的通村通组路，在家乡发

展 200 余亩猕猴桃基地。“现在猕猴桃已

经投产了，因为交通便利，附近的消费

者可以前来体验采摘猕猴桃。”罗忠远

说。

创业前，罗忠远一直在外打拼，后来

看到家乡大力开发建设，便返乡创业。

创业对于罗忠远来说，是走向更加美好

生活的选择。有了便利的交通，猕猴桃

的销售也不成问题，每到猕猴桃成熟季

节，都可以通过物流将猕猴桃销售到全

国各地。“远的销售到海南、上海、江苏

和杭州，物流快的时候两三天就到，稍

微慢一点四天时间就差不多了。”罗忠远

说。

在新区，便捷交通条件，受益的不止

创业者，还有来到新区就业的群众，因

为交通，拉近了他们与家的距离。

“多年前来毕节的时候，我觉得还是

很心酸的，因为从我家到毕节要四天时

间才到达。”文阁乡文阁中学的老师秦雪

丽是一个新疆女孩，2010 年从家乡来到

毕节求学，2014 年毕业后来到文阁乡工

作，每每回忆当年来毕节的情景，感受

深刻。

秦雪丽初到文阁乡上班时，从七星关

城区到文阁乡的路上也有很多坑洼，到

学校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所以她只有周

末才回七星关城区。“现在全是水泥路，

非常平坦，从七星关城区到文阁乡开车

三十多分钟就到了，交通便利了，每天

都可以回七星关城区。”秦雪丽说。

2019 年 12 月 16 日，成贵高铁宜宾至

贵阳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成贵高铁

全线通车，成都到贵阳最快 2小时 58分可

到达，从此，新区迈进高铁时代，秦雪

丽回家从原来的三四天到如今一天就可

到达。

“自从通了高铁，一年至少要回去两

次，比如国庆假期，如果家里有事，我

也可以回家一趟。毕节交通的发展拉进

了我和家乡的距离。”看着新区交通的变

化，秦雪丽满满的幸福感、归属感。

新区一条条铁路、高速公路、城乡公

路穿山越岭修建而成，出门上班可以乘

坐公交、出租车，出差、外出游玩、探

亲访友可以乘坐高铁、客车，大大缩短

了 与 外 界 的 时 空 距 离 ， 方 便 了 群 众 出

行，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现在自来水水质还可以，比原来去水井挑的好得多，

现在用水也方便了，而且不用担心会突然停水。”杨秀菊忙

着手里的家务活告诉笔者。

杨秀菊是金海湖新区甘河街道甘河社区土生土长的居

民，祖祖辈辈喝不上一口轻松水。“以前我们吃水要从 100
多级的台阶挑上来。”

在杨秀菊家院子里的一角，不起眼的水管探出头来，拧

开水龙头，清水涓涓流出，自来水入户以后，一根小小的水

管，为新区的老百姓增添了不少幸福感。过够了喝“苦”水

的日子，对通水后的甘甜感受颇深。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如今，杨秀菊和他的邻居们都用

上了干净、供应稳定的自来水，挑水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打开水龙头，居民谈笑声、流水声交织在一起。

“十三五”脱贫攻坚期间，金海湖新区为彻底解决群众

饮水困难，保障群众用上放心水、安全水，大力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修通管道、搭建水厂，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得到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供水保障得

到有效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金海湖新区扶投水务有限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高标

准生产水、高质量输送水，打通群众饮水安全的最后一公

里。如今，喝上放心水、安全水、幸福水，已成为新区群众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标志

之一。

毕节金海湖新区扶投水务有限公司客服部负责人黄宸

说：“目前为了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以乡镇为单位有一

个片区负责人，每个乡镇以及每个村落有一名管护人员，主

要开展用水排查工作，包括对群众满意度的回访，保障 24
小时供水不间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保障群众安全饮用水

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两不愁、三保障’。”

为提高群众满意度，该公司还设立了便民服务牌，留有

24小时服务热线、管护人员的联系方式、公司的服务热线，

实行 24 小时开机，保证群众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与

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真正能够让群众吃上放心水，喝到安全

水，用上保障水。

据了解，2018年以来，新区一体推进农村自来水、污水

管网改造“两水工程”，投入 1.27 亿元修建脱贫攻坚饮水工

程项目 41 个，全面解决了全区 28.1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2020年以来，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接续实施了 19 个巩固提升工程，补齐了供水未入户

的短板，实现了 10个乡镇 （街道） 7.31万户“户户通”自来

水的目标。

金海湖新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陈胜国说：“工

作中，我们加大了所建工程的建后管护，落实管水员 145
名，每半年开展一次水质检测，加大了风险隐患排查的力

度，对水源枯竭，水量不足，水质不达标等问题立行立改，

确保供水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十四五”项目的落实

落地，加快箐口水库、夹岩输水工程的投入运行，补齐城乡

供水的短板，着力提升群众用水的满意度。”

本报讯 （刘 念 陈 磊 报道） 近年来，金海湖新区竹

园乡海马宫村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契

机，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华俊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俊抓住契机回乡，

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蔬菜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提

升该村乡村振兴“造血”功能。

李俊是该村人，2017年前，他一直在外从事蔬菜批发与

运输工作，2017年他开始流转土地筹建合作社，进行蔬菜种

植。

“第一年总共投资 70 万元，流转土地 180 余亩种植蔬

菜，有韭菜、小白菜、菜心、瓢儿白等 19 个品种。”李俊介

绍，目前，合作社已流转土地 300 余亩，除种植蔬菜的土地

外，另外 100 余亩土地由同村村民李绍运负责管理，发展魔

芋种植产业。

据了解，基地种植蔬菜实行产、运、销一体化模式，当

天采摘的蔬菜，通过统一清洗、装车，直接运到贵阳市批发

市场。除此之外，也针对酒店、饭店、零售商进行销售。目

前，基地的蔬菜月均产量由去年的 35 吨上升到 40 吨，今年

基地毛收入达 100万元，吸纳务工群众 21人，其中脱贫户 17
人。

华俊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品质优良，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如今，该村绿油油的菜园子，既富了群众腰包，

也绿了田间地坎，为海马宫村穿上了“绿衣裳”。

海马宫村党支部书记宋易眠介绍，该村将以华俊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为基础，继续流转土地，逐渐

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增加就业岗位。并通过李俊提供技术指

导、示范引领，带领海马宫村村民种植蔬菜，实现共同富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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