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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李 肖 荣 ） 今年

以来，威宁自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 （以下简称“威宁产业园”） 通过

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扩大就业服务

供给，推动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转

化，用贴心服务助推群众就业。

“我在服装厂上过班，可以给我

推荐一份工作吗？”

“我之前在餐馆做服务员，现在想

学习电焊技术，找一份电工的工作。”

近日，记者走进威宁产业园一楼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大厅，几名求职者

正在咨询台前了解岗位情况。大厅左

侧的等候区，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

各种招聘信息。

“以前因为自己没有技术，一直

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去年在威宁产业

园参加培训合格后，找到了满意的工

作，现在每月能挣 6000 多元。”通过

威宁产业园找到工作的王旭龙喜滋滋

地说。

威宁产业园的成立，受益的不仅

是求职者，还为很多入驻工厂、企业

找到了合适的务工人员。

“前几天，我们公司急需300名数

据标注员，发布信息后，现在已经

招到 200 多人。”孙宇是重庆一家教

育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公司今年

三月入驻威宁产业园后，他通过园

区举行的招聘会、座谈会等系列活

动，为公司招聘到上千名符合岗位要

求的工作人员。

截至目前，威宁产业园已入驻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 30 家，开展各种线

下招聘会 51 场、座谈会 5 场，组织

“千村直播带岗”培训 126 场，劳务

输出 8 批 6107 人，零工市场吸纳就业

3950 余人，劳务派遣就业 1 万余人，

职业技能培训1400余人次。

威宁产业园运营中心主任袁永江

表示，威宁产业园将积极落实各项就

业创业帮扶政策，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全力以赴提升稳就业促就业实效。

威宁自治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打出组合拳 稳企促就业

近日，笔者走进同方计算机毕节

生产基地内，只见车间内机器不停运

转，一台台国产电脑主机、显示器在

传送带上源源不断被送出，工人们正

进行零部件安装、调试等工作。

“2022 年 7 月，为抓住东数西算

布局市场契机，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应毕节‘市场换产业、资源换投资’

的招商邀请，在毕节高新区设立了清

华同方品牌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服务器、打印机、多媒体大屏等产品

的生产基地。”基地负责人蒋俭元说。

据介绍，同方计算机毕节生产基

地位于毕节高新区第一产业园，建筑

面积 1 万平方米，项目分三期建设，

总投资 4.5 亿元。一期建设已于 2023
年 4 月完成投产，能解决周边群众就

业 100 余人，预计 2023 年产值能达 10
亿 元 ， 实 现 综 合 税 收 4000 万 元 。

二、三期将逐步投建面向西南的服务

器全产线和面向全国的复印机模块化

产线，建设完成后预计年产值约 30
至 50 亿元。

“我们企业入驻毕节后，高新区

在房租水电、场地协调等很多方面提

供 了 便 利 ， 也 享 受 了 很 多 优 惠 政

策。”蒋俭元说，从项目建设以来，

七星关区各政府职能单位都给足了支

持，及时解决各种项目建设难题，还

有贵人服务提供专门对接，基地才得

以快速落地。

七星关区“市场换产业、资源换

投资”的战略部署，为企业发展全程

护航的“贵人服务机制”，都是同方

计算机在七星关“落户”生产的重要

原因。

和同方计算机一样，毕节明月工

艺美术有限公司入驻高新区两年多以

来，在七星关区利好政策和良好营商

环境的保驾护航下，已建成 36 套自

动化生产设备和 108 条先进的动漫手

办生产线，解决周边群众就业 1240
人， 2021 年实现产值 2300 余万元，

2022 年实现产值 1.1 亿，产值不断攀

升，规模不断壮大，企业发展逐步迈

入快车道。

“2020 年，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

契机，我们到毕节进行调研参观。发

现毕节的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又重

点考察了柏杨林街道的移民搬迁安

置点，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的用工需

求问题，还有就是政府良好的服务

和营商环境，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冬阳说。

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生产

的动漫手办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而拥有“人口

红利”的七星关区正是公司选址的理

想之地。

“公司落户毕节后，在厂房的租

赁使用和税收方面，享受了优惠政

策，企业开办过程中，消防，安监、

卫生等政府工作人员的保姆式服务、

一对一专人服务，极大地方便了我们

其他事项的开展，提高了我们的工作

效率。”王冬阳说，公司预计今年年

底就能实现 2000 人的就业规模，出

口能达 7000 万元。

近年来，七星关区充分发挥政

策、资源、人口“三大优势”推动

“市场换产业、资源换投资”招大引

强，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

统筹有力的对外招商、务实高效的项

目落地、竞争力强的营商环境、严督

实考的督查考核、担当作为的作风保

障“六大招商工作体系”，打造“贵

人服务”靓丽名片，以产业大招商和

优化营商环境新突破，奋力推动毕节

经济社会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乘“两换”春风

七星关区工业发展阔步前行
□ 张媛媛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本 报 讯 （ 江 婵 宋 东

岳 进 报道） 时下，纳雍县阳

长镇滥木桥村马鞍山上，一丛一

丛的蓝莓树长满山坡，树上的蓝

莓果子密密麻麻，已经成熟。

2014 年，滥木桥村村民周珍国

从云南带回 100 余株蓝莓树试种，

由于家乡的土质、气候环境很适

合蓝莓树的生长，试种很成功。

2016 年，周珍国大量引进蓝莓

树，种了 40 亩。3 年后，蓝莓树开

始挂果，果子品质好。如今，这

片蓝莓已到丰产期，年产量 5000
余公斤，产值 20 余万元。

每年农历四月中旬至端午前

后，是蓝莓成熟的季节。这段时

间，水城、安顺等地都有游客前

来采摘。

周珍国的蓝莓产业带动了当地

部分群众务工。“我们蓝莓基地用

工主要是管护和采摘。下一步，

我想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 亩，争

取带动更多乡亲务工，增加他们

的收入。”周珍国说。

“蓝莓基地需要采摘蓝莓就给

我们打电话，一斤蓝莓的采摘工

价是 5 元钱，一天下来有 200 元左

右。”村民赵才友说。

纳雍县阳长镇

蓝莓成熟上市

成熟的蓝莓成熟的蓝莓

进入采茶季，大方县猫场镇九洞

天茶场便繁忙起来，当地茶农抢抓晴

好天气，采摘、加工，茶场上、车间

里一派忙碌景象。

走进茶场，只见一垄垄茶树吐露

出嫩绿的新芽，茶农穿行在青翠的茶

树间，忙着采摘茶叶，不时传来阵阵

歌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观赏。

九洞天茶场属典型的高海拔、寡

日 照 地 区 ， 年 降 水 量 800 至 1200 毫

米，平均海拔 1700 米，土壤偏酸性，

加上常年云雾缭绕，得天独厚的优势

让这里成为理想的高山有机生态茶生

产基地。

九 洞 天 茶 叶 历 史 悠 久 ， 品 质 优

良。1952 年发现这里的野茶并成立茶

场 后 ， 规 模 从 最 初 的 300 亩 扩 大 到

1700 余亩，包装也从散茶到精装，同

时，注册了“九洞天”品牌，形成九

洞天品牌茶叶，拥有“九洞天仙茗”

毛尖、“九洞天仙茗”翠片等系列名优

茶，得到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好评。

九洞天翠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典

型的板栗香，回味甘甜，留香持久。

它的加工工艺是贵州省茶科所专家亲

自到茶场，考证分析九洞天茶场的地

理气候特征和茶叶品种特征后最终定

型的。茶场传承并创新了茶叶的色香

味形工艺，九洞天茶叶因此多次获得

荣誉。

2009 年 ， 获 上 海 茶 叶 博 览 会 金

奖；2010 年，获“中茶杯”名优茶一

等奖； 2015 年，获贵州斗茶大赛银

奖；2016 年，获贵州斗茶大赛金奖，

并一举拿下“贵州茶王”称号；2019
年，获贵州斗茶大赛金奖，并再次获

“贵州茶王”称号。

一个个荣誉的获得，得益于茶场

坚持发展有机茶产业，不断提升品

质、打响品牌。经过收青、摊青、杀

青、理条做形、烘干提香等多道工序

后，一包包九洞天仙茗就这样走进千

家万户，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小茶叶做成致富大文章。猫场镇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引导村

民种植高山生态有机茶，把茶叶种成

当地的富民产业，拓宽了村民的增收

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当 地 村 民 除 了 有 土 地 入 股 分 红

外，还可以在家门口的茶场务工。九

洞天茶场负责人王思富介绍，每年茶

叶采摘期一到，茶场就着手组织村民

到茶场务工。春茶采摘期间，每天在

茶场采茶的村民就有上百人。

天刚亮，碧脚村村民杨琴就喊上

邻居到茶场采茶，由于人手紧张，晚

上还要加班炒茶。杨琴说，今年已经

在茶场做了 20 多天，每天有 200 多元

的工资。

依托茶场靠近红九军团革命烈士

纪念园、九洞天景区和猫场樱桃基地

这一优势，近年来，九洞天茶场还把

茶景观、茶文化、茶工艺、茶产品等

与红色资源、旅游景点和果园基地有

机结合起来，通过以茶兴旅，以旅促

茶，走茶旅一体化之路，推动茶叶产

业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

如今，九洞天茶场年采茶叶 3500
公斤左右，产值 200 余万元。

“公司通过打造集观光、体验、休

闲、销售于一体的新业态，进一步推

动茶旅融合，做好以茶富民这篇文

章，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让大地

绿起来、生态美起来、百姓富起来，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王思富说。

本报讯 （王 飞 报 道） 近

日，笔者走进织金县中寨镇食用

菌种植基地，菌香四溢。大棚内

一簇簇平菇长势喜人。

“ 当 下 ， 正 是 采 菇 的 重 要 时

节，如果错过每天固定采菇的时

间 段 ， 采 来 的 菇 是 达 不 到 标 准

的。现在每天请 60 余名工人，严

格按照时间节点来采菇，接下来

我们还会招募更多的工人进行抢

采 ， 让 平 菇 及 时 得 到 采 摘 和 运

销。”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普作村大竹林组村民张福英

说：“现在基地上一年四季都需要

人，除了每天 100 元的工资外，我

们还有土地流转费。”

近年来，中寨镇依托当地特有

的 地 理 环 境 及 气 候 条 件 ， 围 绕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群众富裕富足”总体目标，因地

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闯出了一

条“短快平”的致富路。

目前，中寨镇食用菌种植主要

集中在普作、青山等村，已完成

食用菌种植 2000 余亩，投入 140 余

万棒。下一步，该镇继续以“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合作

模式，扩大种植规模，助力乡村

振兴。

织金县中寨镇

万棒平菇抢摘忙

本 报 讯 （ 谢 玉 江 陈 鹤

报 道） 近日，在百里杜鹃管理区

普底乡永兴村莲花白种植基地，

几十个村民正忙着种植莲花白，

挖沟、搬运菜苗、施肥、浇水，

忙得不亦乐乎。

大家边种植莲花白边聊天，基

地里一片欢声笑语。“这段时间家

里的农活做完了，就来这里打零

工，每天 100 块钱，还可以照顾家

里。”务工村民樊兴珍说。

“今年计划种植 500 亩，现在

种了 100 余亩，剩余的争取在一个

月内种完。务工人员少的时候有

10 多人，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

莲花白种植户曾居华说，“基地的

莲 花 白 主 要 销 往 贵 阳 、 广 东 等

地，这里种出来的莲花白品质不

错，很受顾客青睐。”

凭 借 良 好 的 海 拔 、 气 候 条

件，许多种植户纷纷到百里杜鹃

管理区发展莲花白种植，莲花白

产业在百里杜鹃不断扩大，成为

群 众 增 收 创 收 的 又 一 途 径 。 目

前，除普底乡以外，该管理区其

他地方的莲花白种植也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

据了解，莲花白种植具有周期

短、见效快等特点，永兴村发展

莲花白种植能有效利用农村闲散

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灵活就业。

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

抢抓时节种植莲花白

大地绿起来 生态美起来 百姓富起来

大方县猫场镇茶旅一体带富一方
□ 陈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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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茶叶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