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七星关区的刺梨进入采收

季，农民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刺梨鲜果，

以供企业加工。

近年来，毕节刺梨产业稳步发展，

2022 年全市刺梨鲜果产量 1.9 万吨，逐

步形成以七星关、大方、黔西 3 个刺梨

种植重点县 （市、区） 为中心的产业格

局。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刺梨丰收采摘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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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
——贵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勇军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毕节市

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 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年国家义务教育

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质量监测工作

<<< 4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专题摘编》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创新之道，唯在得人。

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

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5 年来，毕节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线，聚力补短板、缩差距、提素质、强技

能，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着力打造人力资源

开发毕节新模式，全市人才资源总量从 72.32 万人提升到 105 万

人，积极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夯实人才和智力支撑。

建机制，汇聚人才增动能

6月2日，毕节市“骨干培育工程”王佳峰工作室揭牌仪式在

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举行；7 月 24 日，“蓝火博士生工作团”

乡村振兴科技帮扶分团 7 名博士从七星关区出发，到赫章县农特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驻点开展科技服务……这些，是毕

节市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式”帮

扶工作的生动缩影。

人才者，求之则愈出。《毕节市“十四五”人力资源开发规

划》《毕节市招才引智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 等系列文件的出

台，连天线、接地气，扎实推进毕节市人力资源开发培育基地建

设，通过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模式，用好用活帮扶毕节的市外专家

人才，着力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培育打造适应毕节高质量

发展所需的人才队伍。

近年来，毕节市坚持从在毕节服务时间一年以上的干部人才

中选聘 8 至 10 名专家学者，组建毕节市“骨干培育工程”师资

库，建立高层次专家人才“1+N”导师帮带机制，着力解决医疗

专业人才少、教育名师缺乏、科技“卡脖子”技术难题等。目

前，全市已确定 9 名“骨干培育工程”专家，111 名“潜力股”

“好苗子”成为工作室学员。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2022 年 5 月，毕节市“人才之

家”建成运营，通过线下线上开展服务，打造全市高层次人才

“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的人才环境。

近年来，通过“组团式”帮扶、东西部协作等渠道平台，探

索采用“候鸟式”聘任、“离岸式”研发、“巡回式”服务等引才

模式，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全市引进各类高层次急需紧

缺人才1639人，新增国家级、省级重点人才331人。

强培训，提升技能助成才

“将预先浸泡了一晚的糯米拿出，清洗完毕后放入蒸笼，经半

小时取出，倒入煮好的椰浆并抓匀，最后过滤倒进制作好的香兰

叶，一份香甜软糯的糯米饭就完成了。”在广州酒家旗下餐厅星

樾城，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倩每天在厨房准备最拿手的糯米

饭。

借助“粤菜师傅”培训工程，王倩用 3 年多时间在“广州酒

家订单班”完成学业，实现了从“烹饪小白”到“粤菜师傅”的

华丽转身。

为加快推进人力资源强市建设，毕节市深入实施职业教育攻

坚、职业技能提升、智汇毕节、人才强企、乡村人才振兴、人口

素质提升“六大行动”，全力打造党政人才培育、职业教育、技

能人才培育、人力资源服务、医疗教育服务“五类平台”，纵深

推进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培训工程，探索形成了毕节

鲁班、毕节织工、毕节乡厨、毕节康护、毕节农技“五大品

牌”，全面提升人力资源数量质量。

在毕节，通过参加培训从“门外汉”变成“手艺人”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 年

以来，毕节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7.29 万人次，评选认定“毕节工匠”2.01 万人，

人口职业技能素质显著提高。

搭平台，推动就业促发展

今年 5 月，黔西市零工市场投入使用，与 400 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有效缓解

“活找不到人，人找不到活”的困境。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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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林华） 近日，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毕节乌蒙演艺集团承办的毕节市2023 年

“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 化 进 万 家 ” 暨

“送文化下乡百场演艺工程”活动走进

纳雍县羊场乡羊场村和奢嘎村，为当地

干部群众送去丰盛的“文化大餐”。

演出现场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氛围，

台上演员载歌载舞尽情演出，台下喝彩

声、鼓掌声此起彼落。

奢嘎村村民杨孝金说：“家门口的

文艺演出很精彩，希望以后能多有一些

这样的活动。”

“ 这 种 老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演 出 活

动，不仅将欢乐送到老百姓身边，还传

递了党的方针政策。”羊场乡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该乡将继续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纳雍县羊场乡

“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

初秋的贵州，广袤乡村美丽而多

彩。

山乡风光如画。湄潭县鱼泉街道新

石村以“绣花”功夫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前后投入 200 余万元用于改善人居

环境，“一户一景、一步一景”，保留乡

村历史文脉的同时，让乡村有“颜值”

更有“气质”。

农旅融合深入。今年夏天，盘州市

坪地乡小树林社区格外热闹。背靠乌蒙

大草原景区，小树林因地制宜大力推进

“旅游+”，农旅深度融合，收入超过千

万元。

乡村产业勃发。威宁自治县双龙镇

凉山社区今年种植 1 万亩马铃薯，从种

到收全程机械化，预计亩产单产最高能

达1.1万余斤。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切实把

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作为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促

进农业产业升级，加快推动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步伐。

学深悟透
“千万工程”经验案例入脑入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省认真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案例，自觉把案

例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思路办法，

从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

法、增智慧。

省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明确把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案例作为主题教

育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成立省级工作

协调小组，建立“一把手”亲自抓、层

层抓落实的领导机制，推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案例落地落实。

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把学习

“千万工程”经验案例作为主题教育的

生动教材，纳入党委 （党组） 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举办读书班的重

要内容。

省农业农村厅专题学习、专题研讨

交流，准确把握“千万工程”经验的精

髓要义和理念方法，同时组织厅属39个

基层党组织开展学习，自觉把案例所蕴

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三

农”工作思路办法和实际成效，更加扎

实有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省乡村振兴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研讨，并以“走出去”的方式

到发源地学经验典型。4 月中旬到浙江

大学参加“贵州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专题示范培训班”，6 月上旬赴浙

江大学基地专题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案例。

从 6 月份开始，各级党校把“千万

工程”经验案例纳入党员干部培训的案

例教学；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组织党

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

自上而下，多形式、全覆盖。在贵

州，“千万工程”经验案例深入人心。

转化运用
推进“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

“农田生机勃勃，道路干净整洁，

村庄恬然舒适……”在雷山县丹江镇白

岩村村委会的中国移动“数字黔村”管

理平台大屏上，一个美丽宜居、和谐有

序的“数字白岩”映入眼帘。

白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唐

文德自豪地说：“大到村里的各项数

据，小到每家每户的日常情况，都汇集

在平台中。不仅办事效率高了，群众满

意度也越来越高。”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切实抓

好“千万工程”经验案例的转化运用，

按照生态优先、农民主体、规划引领、

因地制宜原则，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入，加强

农村医疗、文化和自治组织建设。

学习运用扎实有力，和美乡村建设

取得实质性效果。

——农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着

力开展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和治理

生活垃圾，目前全省行政村垃圾收运处

置 100%覆盖，30 户以上自然村寨垃圾

数量收运覆盖率达 60%以上，完成新

（改） 建农户厕所 22 万户，实现了村庄

干净整洁。

—— 农 民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提 高 。

“我种了几十年的大豆玉米，今年第一

次在专家指导下机械化播种，先进又实

用！”福泉市陆坪镇罗坳村种植户倪永

江笑容满面。目前全省共有 18272 名农

技人员参与基础性示范服务，2874 个团

队参与“揭榜挂帅”，涌现了一批高产

示范典型。

持续加强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农村

道路交通建设水平、培育发展乡村产

业，一桩桩实事办实，一张张笑脸不断

绽放黔中大地。

——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提升。全省已建设县域医共

体 134 个 ， 建 成 30 个 “ 城 市 主 题 书

房”，持续开展“村 BA”“村超”等群

众性体育运动，总结推广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人才支撑。

（下转2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9 月 4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深刻演变，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极大改变全球要素资源配

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方

式。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持续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

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

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时代新趋势，深

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智能产

业创新发展，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携手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题

为“智汇八方，博采众长”，当日在重

庆市开幕。

习近平向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
重 要 论 述 》 出 版 发 行

全文见2版

贵州日报讯 （记者 冯 倩 刘力维

马圣耘） 9 月 3 日，由贵州省政府主办，

以“多彩贵州·黔景无限”为主题的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贵州专场成

果发布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借助服贸会平台，发

布 《贵州旅游奖励政策及入境旅游线

路》《贵阳大数据科创城招商引资政策

和重点项目》 两项成果，阐述贵州贯彻

国发 〔2022〕 2 号文件，“打造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发展大数据产业”取得的

新成效，促进文化旅游、数字经济呈现

的新亮点。

近年来，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

揽全局，全力实施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主战略、努力实现“四区一高

地”主定位。被赞誉为“公园省”的贵

州，拥有广阔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同

时，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国

第一，旅游和数字产业已成为助推贵州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布会

上，省文化和旅游厅、贵阳大数据科创

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从不同侧面介绍了

贵州旅游产业，大数据科创城发展历

程、现状和前景，探索以贵州旅游和数

字产业项目优化布局助力经济发展的新

路径，以招商推介为纽带，全方位展现

贵州旅游和数字产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贵州多姿多彩、生机勃发、商机

无限。”省商务厅副厅长令狐绍辉表

示，贵州正大力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

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希望大家

到贵州观光旅游，感受贵州醉人的山水

风光、动人的民族风情、迷人的地方风

物。热情期待企业家朋友到贵州投资兴

业，分享贵州的发展机遇，在助力贵州

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机遇共

享、合作共赢。

服贸会贵州专场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