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

间，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将组织开展

“金质生活·玩转金秋” 系列活动，喜

迎佳节。

9 月 27 日，碧海社区举办了“情

暖邻里庆中秋 群心向党迎国庆” 联

欢活动，居民欢聚一起，表演了合唱、

舞蹈、独唱等节目。 当日，金元社区举

办了“情满中秋 共迎国庆” 活动，众

多居民观看了时装表演、民乐演奏和

诗朗诵等节目。

金阳街道长假期间的活动还包

括：在观山湖区文化馆举办的“丹青

润山湖 挥毫迎国庆” 书画作品展；在

观山湖区文化馆观小艺剧场举行的

长笛重奏音乐会；在喀斯特公园北门

广场组织的文艺表演； 在金鑫园·龙

香园社区养老服务站组织猜灯谜、花

灯 DIY 活动以及亲子互动、 露天电

影、街边音乐会等。各社区也将分别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以丰富辖区

居民的文化生活， 搭建居民之间

交流交融的沟通平台， 增进邻里

情，增强社区凝聚力 、向心力 ，营

造团结奋进、 文明和谐一家亲的

浓郁氛围， 增强群众的归属感和

幸福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

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迎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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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息烽县启动“又见中

街” 环境提升改造项目， 提升中街片区

的居住环境、文化价值、生活服务等方面

水平。

“听老人说，几十年前的息烽老城街

道狭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十字街。 ” 息

烽县“一圈两场三改” 办相关负责人周

伦波介绍，人们以十字街为中心，把县城

分为南门、北门、东门和西门，与南门相

对的是解放北路， 因居于北边三条街道

之中，人们称其为中街，它也是县城最繁

华的商业地段， 当年的中街两旁商铺林

立，服装、百货、餐饮等业态应有尽有。

今天的息烽县中街片区位于县城北

部老城区， 周边主要有解放北路、 东风

路、交通路等，占地面积约 2.6 公顷，为

商住混合街区。由于建成时间较长，该片

区公共基础设施匮乏、 房屋外立面老旧

损坏、内部绿化面积较少、业态分布不均

衡，整体形象较差，没有鲜明的特色，缺

乏趣味性和互动性。 为此，息烽县委、县

政府遵循“以人为本、以业兴城、宜居宜

业、产城融合” 的思路，在中街片区推动

以创新改造为主的有机更新。

按照贵阳市“一圈两场三改” 相关

要求及项目规划，“又见中街” 将通过设

置复合共生的主题街区，营造商业氛围，

形成区域商业热点，从而吸纳人流，提升

商业门店价值。 息烽县将重新对街边的

墙面材质、灯光、环境等进行升级，同时

优化业态布局，打造集吃、喝、玩、购、娱

为一体的商业街， 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

的休闲消费需求。 通过本次提升改造，息

烽县将把中街片区打造成息烽文化记忆

地、时尚体验式商业服务核心、美食文化

体验地、 康养街区， 使其成为开放式的

“文化博物馆”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珉琨 文 /图）

“你们的服务太贴心了，我办证不

用再两地往返跑，节约了很多经济和时

间成本，非常感谢。 ” 近日，乌当区“企

业之家” 服务专员杨双叶接到一通感

谢电话，办事群众在电话里对“企业之

家”的精准服务连连称赞。

不久前，杨双叶接到一位女士的

诉求电话，她家老人原本在经营一家

店铺，因年事已高，准备将店铺转让

他人，但无法及时从省外赶回贵阳办

理相关手续。 在网络上了解到乌当区

“企业之家” 可以提供帮代办服务

后，她便立即打电话咨询。

了解清楚情况后，杨双叶详细介

绍了办理店铺转让所需的资料，并通

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辅助申请人准备

资料。 资料邮寄到乌当区 “企业之

家” 后，通过网上签订授权委托书，企

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联合乌当区税

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申请人完

成了店铺转让的相关手续。

如今在乌当区，这支帮代办队伍

受到越来越多办事群众和企业的点

赞。 服务专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收

集企业在办事过程中的需求和遇到

的困难，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解决问

题，打造便民利企的服务环境。

今年以来，乌当区“企业之家”

探索创新“企业服务管家” 精准服务

机制，做好企业服务的“全管家”“能

管家”“好管家” ， 通过采取 “一对

一”“点对点” 等方式，以“五员” 服

务强化服务水平。

当好“信息员” 。 乌当区企业之

家发挥“上情下达，上下联动” 的桥

梁纽带作用，整合联动部门涉企惠企

利企资源， 梳理企业定制服务菜单，

以“点单式” 、企业服务专员“一对

一” 等方式精准服务企业。此外，还组

建惠企专家解答群，各部门业务骨干

等入驻大厅， 精准为企业提供全周

期、全要素的咨询答疑，实现“一群管

理，闭环解答” 多元化服务。

当好“办事员” 。在服务企业过程

中， 企业服务专员依靠各部门支持协

同发力，组建帮办代办“企业之家” 服

务专员队伍， 对企业面临的用工、资

金、资源、资产等“难点”“堵点” 问

题，第一时间协调并帮助解决。 目前，

共为企业开展帮代办服务 300 余次。

当好“联动员” 。 充分发挥政务服

务大厅政府服务资源富集、直面企业群

众、贵州政务服务网一网覆盖、协同联

动等优势，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效能，

协调解决企业各种诉求。 今年以来，在

人才、生产、用地等方面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 45个，累计提供 73 家企业招聘信

息，配备岗位 2480余个，达成求职意向

670余人，举行招聘会 4场。

当好“销售员” 。 积极联络行业

协会、供应链金融公司，探索为企业

定制贷款低利率的金融产品，并邀请

各大银行加入“企业之家” 队伍充实

服务力量，为企业提供更便捷、更优

质、更高效的信贷融资等“一站式”

咨询服务， 解决企业贷款难等问题。

目前已有 7 家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

金融产品 31 份。

当好“保障员” 。“企业之家” 通

过商会轮值、 召开企业座谈会等方

式，收集企业“痛点” 问题，联动部门

组建“专家团队、服务专员、法律顾

问、商会轮值” 四支队伍，帮助企业解

决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涉法涉

诉问题。

“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丰富

‘五员’ 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为企业群

众提供舒适、便利、全面、精准、满意的

服务， 为乌当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

力支撑。 ” 乌当区政务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9 月

27 日， 在修文县谷堡镇折溪村

的万亩猕猴桃园内，修文助农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忙着

采摘、筛选、分拣、装箱，一筐筐

色泽光鲜、圆润饱满的猕猴桃通

过线上线下等销售渠道销往大

江南北。

图为在谷堡镇折溪村猕猴

桃园内，修文助农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组织人员采摘猕猴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覃伟 摄

金秋的阳光， 透过葡萄园的顶棚，让

圆润紧实的阳光玫瑰翠如碧玉。 这一景象

早已被万米高空的风云气象卫星“看见” 。

贵州智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芦荻哨基地负责人王龙邦根据接收到

的最新气象预测， 组织工人抢抓时节，

进行收尾采摘。

“我们挂果的 200 多亩葡萄，产量达

100 吨，算是一个丰收年！ ” 王龙邦指着

立在基地高点的自动气象观测站说，有

了精准的气象服务， 基地争取到几次应

对自然灾害 “黄金时间” ， 葡萄才得以

“茁壮成长” 。

王龙邦所指的气象服务， 是近年来

清镇市气象局挖掘气象信息“附加值” ，

推动服务产品“深加工” ，推出的气象支

农惠农新措施。近年来，清镇气象部门以

推动农业现代化为重要内容， 将智慧气

象服务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 全力保障

产业提质增效、粮食丰收增产。

在清镇市气象局， 工作人员将来自

“云端” 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并根据农

业企业、家庭农场或种植大户实际，编辑

成各类气象服务产品， 发送至他们手中，

提供全链条精细化气象服务。

“特别是强对流天气来临前一两天，

我们会给他们发送预警信息。 ” 清镇市气

象台台长金鑫说，在强对流天气或灾害性

气象过程中，气象台会根据监测到的适时

风力、湿度、雨量等气象因素，调整气象服

务的内容和频次。

“发展高成本的设施农业，目的就是

为了规避灾害性天气对农业造成的不利

影响。 ” 说起两年前，因为一场大雪，导致

基地两个大棚垮塌的事故，贵州智联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泓心有余悸。

那场事故， 也是促成公司与气象部门联

手，以智慧气象服务“护航” 农业发展的

主要原因。

有了专门的气象服务， 王龙邦可以

在暴雨来临前清理沟渠、关闭顶棚，并通

过加固绳索来防止大风造成的倒塌。 气

象服务中， 气象部门也会根据监测到的

天气情况， 在种植集中区适时开展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增雨或防雹， 最大限

度防灾减灾。

贵州智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

从“靠天吃饭” 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气

象灯塔” 指引下的主动作为，实现种植效

益最大化。 唐泓表示，企业也打算将“清

镇经验” 向省内其他市（州）的基地进行

推广。

有了精准的气象服务，暗流镇暗流河

村村民刘清明在管理蔬菜种植基地时更

得心应手，卫城镇上水村“1+1” 混合发展

模式种植的水稻同样丰收在望……

目前，清镇市气象部门共建设 1 个标

准化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 构建了包含

15 个多要素自动气象站、1 个自动土壤水

分站、6 个农业坝区实景观测站的农业气

象自动化监测网络， 配套建成 11 个标准

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这些设施为清镇

市的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基础条件。

“清镇气象部门也将依托自动观测、

一体化业务平台等‘硬基础’ ，创新服务

形式、完善服务体系，集聚农业现代化的

‘软实力’ 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 金鑫说。

李锦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当好“五员” 助企发展

———乌当区探索创新“企业服务管家” 精准服务机制

息烽县启动中街片区环境提升改造

清镇：智慧气象助农绘出新“丰” 景

中街片区一角。

猕猴桃

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