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黔西市绿化乡石桐社区的脆红李成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

分拣、出售。

近年来，绿化乡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

（罗林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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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梅 报道） 近年来，毕

节高新区立足新能源新材料主导产业、

新型建材产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等产

业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扎实推动招

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增强产业集聚效

应，为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奠定坚实

基础。

近日，笔者走进贵州巨能科技新能

源有限公司，一台台智能自动化设备高

速运转，工人们正在对刚生产出来的电

容式锂电池进行质检、包装。

“我们公司现能实现年产 7200 万只

电容式锂电池，今年的目标是 1 亿元，

上半年已完成 6000 万元；二期已经开始

生产大功率倍率电池，产值有望进一步

提升。”贵州巨能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魏斌说。

贵州巨能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超级电容式锂电池的企业，

拥有先进的超级电容式锂电池研发与生

产制造能力。入驻毕节高新区短短几年

时间，在各种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公司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数字化转

型步伐，切实提升发展活力。

“现在公司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比

如说我们以前生产 8 万只电池需要 350
名工人，现在我们日生产 23 万只到 25
万只电池，只需要 62 名工人，切实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市场

竞争力。”魏斌说。

走进贵州东冶实业有限公司，各生

产车间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切

割、绑扎、焊接等作业，生产线满负荷

运转。今年以来，来自云南、成都、重

庆等地的订单不断。

“公司业务主要有两大部分，一个

是钢结构，一个是现在国家推广的装配

式建筑的 PC 构件。”贵州东冶实业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文峰介绍，“到现

在为止，公司钢结构加工量有 5 万吨左

右 ， PC 构 件 的 产 量 也 有 五 六 万 立 方

米，市场前景好。”

“ 现 在 国 家 政 策 的 扶 持 力 度 比 较

大，对装配式建筑大力推广。”赵文峰

表示，公司将积极抢抓发展机遇，加大

研发创新力度，在新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方面下足功夫，不断提升产品核心

竞争力，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夯实高质

量发展基础。

据统计，今年以来，毕节高新区党

政主要负责人开展外出考察招商 9
次，对接企业 31 家；引进产业项

目 3 个，协议投资总额 7.3 亿元，

引进产业项目到位资金 3103.55 万

元。党政班子及招商小分队赴省

外开展考察招商 16 次，共对接

104 家企业；邀请 112 家企业赴毕考察。

对接洽谈项目共 102 个，其中有合作意

向的项目 15 个，签约项目 20 个，签约

投资总额 72.4 亿元。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下一

步，毕节高新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园区

“一主两辅”招商产业链图谱，充分发

挥大统战聚力助推大招商优势，全力招

引一批绿色环保、安全高效、可持续发

展的优强企业和总部经济入驻高新区，

实现工业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聚集群发

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方县以获得

打造全省第一批“企业之家”改革地区

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拓展服

务模式、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内

容，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做好“加法”，提高服务效能。组

建专家团队、服务专员、律师团队“三

支队伍”，为企业开展帮办代办陪办联

办“四办”服务。开设金融服务驿站，

统筹整合工商银行、农商行等 8 家银行

进驻政务中心，轮流值守，为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目前，共开展“四办”服务

150 余件 （次），解决企业诉求 8 件。

做足“减法”，拓展服务模式。完

善“政务+金融”政银结合模式，开展

“企业之家”开放日活动。通过压减融

资环节、提升交易透明度、减费让利、

简易开户、优化流程等措施，降低融资

成本，有效解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

难、融资慢问题，不断激发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的经营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用好“乘法”，创新服务举措。为

辖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差异化、特

色化的金融服务。协调邮储银行提供

“邮益农”系列金融服务，为粮食产业

链提供信贷、结算等业务；提供“旅邮

通”金融服务，对景区开发、生态保

护、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融资、智慧结

算、数字人民币支付等多元化金融服

务；入驻大厅其余银行推出“裕农快

贷”“结算贷”等多种金融服务。

巧用“除法”，优化服务内容。积

极对接企业开展工商登记注册，代办新

公司预先核准、准备章程和外网登记材

料、印章备案、涉税等服务，一站式解

决企业把握政策难、准备材料难、手续

申办难、来回奔波烦等问题，让企业

“少一次咨询、少一次排队、少等一分

钟”。同时，规范服务人员“热心、细

心、耐心、贴心、真心”的服务标准，

做到企业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

声，将服务落到实处，打造良好的政务

服务环境。

（大方县委改革办 供稿）

本报讯 （鲁绍林 刘 宇

罗静漪 报道） 近年来，赫章

县六曲河镇天葡庄园引进优良

品种，大力发展葡萄种植。同

时 ， 在 葡 萄 架 下 大 力 发 展 草

莓、西红柿等果蔬产业，走出

了一条立体化发展的产业之路。

时下，笔者走进天葡庄园

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晶莹剔

透 的 葡 萄 沉 甸 甸 地 挂 在 藤 蔓

上，等待采摘。

天葡庄园负责人翟丽指着

引 进 的 新 品 种 夜 郎 玉 美 人 介

绍：“葡萄已经成熟，皮薄肉

厚，味道香甜。”

“基地建立后，我就在这里

务工，平时主要负责修枝、剪

果、除草等，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元，和我在这里做工的有六

七人。”基地务工群众余有钱

说。

据悉，天葡庄园建了两个

葡萄种植基地，分别有 55 个大

棚。第一个基地在河边村，种

植了夜郎玉美人等品种；第二

个基地在大田村，目前种植早

熟旭望、夏黑、甜蜜蓝宝石 3
个品种。

“现在陆续成熟了，可以进

园采摘。葡萄品种不一样，售

卖的价格也不同。”翟丽说。

据了解，该庄园在 8 月进

行林下草莓种植，到 12 月采

摘，一直可采摘到来年 5 月，

紧接着早熟葡萄就开始上市。

基地里的水果，可实现全年无

“空档期”。

本报讯 （彭 凯 罗 纱 毛 宁

报道） 近日，在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小

海社区的蚕豆种植基地，大片蚕豆在

微风中似绿浪翻滚，绿油油的豆荚挂

满枝头。正值蚕豆丰收季，几十名务

工群众穿梭其中，摘豆、装袋、搬

运、装车，一派忙碌的景象。

“ 目 前 市 场 价 格 稳 定 ， 收 益 不

错。”威宁智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赵龙介绍，小海镇气候条件

好、土质好，种植蚕豆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所产蚕豆品质较好。

今年，合作社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引导下，从江苏引进蚕豆种植项目，

流转土地 200 余亩进行试种，现已进

入采收期，每亩可采收蚕豆约 1500 公

斤，亩产纯利润可突破万元。

“明年我们计划将蚕豆种植面积

扩大到 500 亩，为群众提供更多就业

岗位。”赵龙说。

蚕豆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小海镇 5 月种植，7 月开始采收，

采收季可持续到 10 月，种植、管护、

采摘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赵龙介绍，目前，每天在基地务

工的群众有 70 人左右，每人每天工资

100元。由于小海镇临近县城，不仅有

小海镇当地的群众来基地务工，还有

不少由政府牵头组织招聘的易地搬迁

群众也在基地务工。

家住小康馨区的易地搬迁群众董

采情，前几年一直在外务工，今年 3
月通过县里组织的招聘会来到基地务

工，每月有 2500 元的收入。目前，像

董采情一样长期稳定在基地务工的易

地搬迁群众还有 20 余人。

小海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把小蚕豆变成“金豆豆”，只是威宁

发展特色种植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威宁自治县立足自

身资源优势，积极培育经营主体，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威宁自治县小海镇

小蚕豆变“金豆豆”

8 月 10 日，游客在贵

州威宁荞源有限公司选购

产品。

时下，威宁自治县正

值避暑旅游旺季。贵州威

宁荞源有限公司以苦荞产

业为依托，不断进行产品

研发升级，打造具有威宁

特色的苦荞品牌，吸引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游 客 “ 打

卡”选购，带动周边群众

增收。

（本报记者 高 琦 摄）

本报讯 （彭发科 报道） 初秋，

织金县三甲街道万亩南瓜喜获丰收。

在裕民社区、大戛社区林下南瓜示范

基地里，群众忙着采摘南瓜，销往家

门口的南瓜加工厂。

今年，三甲街道秋收作物播种面

积 3 万余亩。立秋后，随着瓜果、玉

米等陆续成熟上市，21 个村 （社区）

产业基地瓜熟果香，尽显丰收景象，

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劳作，迎来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近年来，三甲街道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选准粮油、

果蔬、茶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

展以“党建引领、村社合一、农户参

与”模式的订单农业，做足基地建

设、科技兴农、产销衔接的文章，以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织金县三甲街道

万亩南瓜喜获丰收

本报讯（文 杰 报道） 眼下，七

星关区大银镇 7000 余亩烤烟陆续进

入采收阶段。走进该镇尖山村，随处

可见连片种植的烤烟叶片碧绿、长势

喜人。烟农们正抢抓天气晴好时机，

穿梭在烟丛中，熟练地进行采收、

捆扎、运送。

“烤烟种植、起垄、覆膜，每天工

资是 100 多元，现在进入采收阶段，

每天工资可以达到 200 元。”务工群众

张志雄说，在家门口务工，赚钱、顾

家两不耽误。

“大银的土壤、气候很适合种植烤

烟，我种植了 100 多亩，每年光是务

工工资就要发放 10 多万元。”种植大

户阮亮介绍，他种植烤烟 4 年，收益

不错，烤烟在给自己带来经济收益的

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今年，大银镇种植烤烟 7000 余

亩，通过家庭农场的模式实现助农增

收，预计产值 2800 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稳定发展烤烟产

业，立足各村 （社区） 地域发展特

点，充分谋划部署烤烟和高粱种植土

地，相互轮作。同时，支持和鼓励发

展烤烟种植的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流

转、租用、入股等方式种植烤烟，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大银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张剑说。

七星关区大银镇

7000余亩烤烟采收忙
毕节高新区

立足产业优势 助力招商引资

大方县

打造“企业之家” 优化营商环境

苦荞产业
带富群众

赫章县六曲河镇

发展葡萄产业助农增收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村民采摘葡萄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