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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月 23 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徐红赴观山湖区调研民族工作，

实地了解蓝花叙事博物馆、黔里非遗文创馆建设及发挥作用情况，强调要传承

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特色文化，推动“六个一批” 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11 月 22 日，贵阳安顺欧美同学会交流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九三

学社贵阳市委主委、市欧美同学会会长陈雨青讲话，强调要传承弘扬留学报国

光荣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贵阳贵安实践中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 � � �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农村“治

房” 工作组获悉，今年贵阳贵安实施宜

居农房改造 10000 户，农村“治房” 各

指标性工作均顺利完成， 常态化工作

有序推进。

今年以来， 市住建局会同市农业

农村局、市文旅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积极推进农村“治房” 工作，在六个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包括培训农村

建筑工匠 1222 人，完成率 122%，提升

农村建筑工匠建房水平和质量安全意

识， 引导村民选择经过培训的工匠承

接农房建设； 多途径推进闲置宅基地

农房盘活利用 1000 栋， 已完成 1006

栋，其中，打造民宿客栈 503 栋、打造

餐饮农家乐 203 栋， 实施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项目拆除复垦复绿 300

栋；实施宜居农房改造 10000 户，采用

政府补助引导、工匠具体实施、村民投

工投劳， 对农房前庭后院实施功能性

改造， 持续提升农村群众居住品质和

乡村风貌；推进宅基地调查确权登记，

在完成宅基地权籍调查基础上 ，2023

年完成确权登记 27500 宗， 累计完成

确权登记 18.4 万宗；开展农村住宅建

设管理立法，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市司

法局起草《贵阳市农村住宅建设管理

条例》，积极参与条例的调研审议，逐

步推动建立规范有效的宅基地审批和

建房管理体系； 加强农村住房安全保

障，指导各区（市、县）开展常态化排

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实施

农村低收入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149

户，竣工率 100%，筑牢农村住房安全

防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 � � �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全国人力资

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在深圳落幕，由贵

州人和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

发参赛的项目“薪莫愁———建筑劳务用

工大数据平台” 获二等奖。

“薪莫愁———建筑劳务用工大数据

平台” 项目旨在将规范的人力资源管

理引入建筑劳务生产全过程，以大数据

技术赋能建筑劳务生产的成本管理，在

不冲击原有的承发包机制的同时，帮助

建筑企业构建精细化与信息化的劳务

管理体系。 通过规范建筑农民工的劳动

关系，释放规模人力资源核销成本的价

值，用足政策不增加项目成本并增强企

业财税的合规性，基于大数据实现各项

目间高效的劳动力调配。

为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创

新产品研发， 贵阳市出台支持政策，对

人力资源机构开展产品创新、服务创新

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支持。 今年 4 月，贵

阳市首次举办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大

赛，经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比拼，“薪莫

愁———建筑劳务用工大数据平台 ” 等

14 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代表贵阳市参

加首届贵州省人力资源服务大赛暨选

拔赛。 9 个市（州）共推荐项目 58 个参

加贵州选拔赛。 经过资格审核、专家初

评、入围公示等环节，共 18 个创新项目

进入决赛，最终决出“贵州省 2023 年人

力资源服务创新” 金奖 3 个、银奖 6 个、

铜奖 9 个。 “薪莫愁———建筑劳务用工

大数据平台” 项目作为贵州省选拔赛金

奖项目，推荐参加全国人力资源服务创

新创业大赛成长组比赛。

在全国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

赛决赛上， 贵州人和数据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比赛团队对项目的创新点 、商

业运营、组织构架、社会价值等进行了

展示， 得到了专家评委和同行机构的

认可。

下一步，贵阳市人社局将进一步发

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平台作用，升

级打造人力资源服务平台，支持人力资

源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集约化发

展，鼓励机构开发创新产品。 强化政策

赋能、数据赋能、科技赋能、创新赋能，

不断延伸服务链条，以人力资源服务业

的高质量发展助推人才资源集聚和高

质量充分就业。

（刘定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全国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贵阳企业项目获二等奖

� � � � 本报讯 目前，贵阳市农投集团旗

下贵州极海果蔬饮品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的新产品刺梨蒟蒻果冻已上市，日产

量 1 至 2 吨，通过“贵州特产大礼包”

的形式，销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这款果冻从 3 月开始研发，7 月确

认最终配方，4 个月的时间里，配方比例

经过多次调整。 ” 贵州极海果蔬饮品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人员朱燕说，

这款刺梨蒟蒻果冻属于果汁型果冻，在

其配方里，刺梨原汁和魔芋粉的添加含

量均高于普通果冻，这使得这款果冻具

备 0 脂肪、0 香精、0 色素、0 防腐剂、更

Q 弹的特点，上市以来便获得消费者的

青睐。

“目前， 公司还在进行果冻的系列

产品研发，同时筹备建设果冻的自动化

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线建成后，日产能

可达 3 至 5 吨，果冻的生产将由代加工

转为公司自加工。 ” 贵州极海果蔬饮品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昆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贵阳市农投集团

旗下刺梨果冻新品上市

贵阳贵安今年农村“治房”目标任务完成

包括实施宜居农房改造上万户等

� � � � 本报讯 近日， 贵阳阿哈湖国家

湿地公园被国家林草局、 科技部联合

授予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称号，成

为全省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单位。

国家林草科普基地是国家特色科

普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森林、

湿地、 野生动植物等林草资源开展自

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 展示林草科

技成果和生态文明实践成就、 进行科

普作品的重要场所，由科技部、国家林

草局共同命名和管理。

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是贵阳

首个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1024.71 公

顷，位于贵阳主城区，拥有得天独厚的

重要地理位置和独特湿地生态系统，

成为都市野生动植物的 “生命乐园”

和城市“生态守护者” 。公园每年开展

林业科普教育课程和大型活动 260 多

场次，累计参与者 7 万余人次，成为人

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下一步， 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

园将依托国家林草科普基地这一身份，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整合科普资源、加

强队伍建设、发挥自身特色，不断提升

科普宣教服务能力，为全面提升全民科

学素质和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家公园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图为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一角。 （资料图片）

� � � � 本报讯 11 月 23 日，记者从贵阳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目前我市首次监

测到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物种中华秋沙

鸭在红枫湖觅食踪迹。

中华秋沙鸭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濒

危野生动物，体长 49至 64厘米，是中国

特有的野鸭种类， 常集小群栖息于林区

溪流、湖泊，以鱼类、昆虫为食，平时以家

族方式活动。中华秋沙鸭以清澈的河流、

水库为栖息地， 是直接反映水环境质量

的“指示物种” 。 哪里有中华秋沙鸭，代

表哪里的水生态环境好、很安全。

近年来，贵阳市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 固废治理、 农村环境整

治” 五大攻坚战，率先在全省创造性

提出“开门优” 和“冬春防” 等攻坚行

动， 实现乡镇级大气微型监测站全覆

盖 ， 空气质量优良率从 2013 年的

76.2%提升至 2022 年的 100%，森林覆

盖率从 2012 年的 43.2%提升至目前的

55.3%。 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南明

河综合治理实践创造多项全国第一，

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名单， 为许

多珍稀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2021 年， 贵阳市开始实施生物多

样性专项调查，以贵阳市 88 个乡镇、社

区为单元，从物种、遗传、生态系统和景

观多样性 4 个维度， 对全市生物的种

类、分布格局、资源丰富度、资源价值、

受威胁程度、保护与利用现状等进行调

查评价。 调查发现全市各类物种有

3657 种。 其中，濒危种有云贵水韭、王

锦蛇、青头潜鸭、棉凫等，保护种有水

杉、罗汉松、鹅掌楸等，珍稀种有豹猫、

斑头鸺鹠、红嘴相思鸟等，中国特有种

有中国隐孔菌、拟壳状红菇、奶油色红

菇、冬荪、白果红菇等，贵州特有种有多

斑金线鲃、宽头林氏鲃等，贵州新记录

种有耳斑逍遥蛛、红棕逍遥蛛、刺跗逍

遥蛛、土黄逍遥蛛等，贵阳新记录种有

青球箩纹蛾、枯球箩纹蛾、中国林蛙、毛

冠鹿等，新种有贵阳单蛛、贵阳花叶蛛、

贵阳双胜蛛、贵阳逍遥蛛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获国家林草科普基地称号

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物种中华秋沙鸭现身红枫湖

本报讯 11 月 23 日，为推动贵安

新区高质量发展、 践行城市管理服务

宗旨，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所属市

城市绿化服务中心， 来到贵州师范大

学贵安附属小学，以“城市管理进校

园、绿色未来手牵手” 为主题开展绿

化科普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对“外来入侵生

物”“贵阳市市花市树” 等内容进行

科普宣传； 带领师生在校园内种植小

乔木、打造学校的模块花池，将废弃树

桩进行防腐处理变成座凳供师生休

憩；播放讲解园林植物及昆虫视频，让

师生近距离观察接触昆虫标本， 感受

大自然的神奇； 开展垃圾分类游戏互

动，对回答正确者奖励小奖品。

据介绍，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送有

温度的“零距离无缝服务” 进校园，宣

传园林绿化相关知识， 进一步丰富学

生的课余生活， 激发他们保护生态环

境、共同爱护美丽家园的热情，实现校

园绿化共建共治共享，营造人人爱绿、

人人护绿、人人懂绿的浓厚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本报讯 11 月 23 日，“新优质学

校高质量发展跨区域协作共同体” 首次

协作组会议暨新优质项目校签约仪式

在贵阳举行。 签约仪式上，上海外国语

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等 9 所上海市新

优质学校市级项目校与贵阳市第二十

三中学等 10 所云岩区新优质学校项目

校签署结对协议。

根据协议， 上海市将在学校管理、

课程教学、评价改革、师资培育和学生

发展等方面，与云岩区深入开展跨区域

协作，建立动态改进的学校整体优化系

统，帮助提高云岩区新优质学校项目校

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促进云岩区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 学校管理方面，帮助

云岩区新优质学校项目校健全和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

规划，互派管理人员到对方学校挂职交

流学习，促进管理水平共同提高。 课程

教学方面，指导云岩区新优质学校项目

校体系化建设学校课程，建立健全教学

档案；指导课堂教学改进，实现教学资

源共享， 协同开展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评价改革方面，指导云岩区新优质学校

项目校开展评价改革研究，建立综合素

质评价平台，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保障机

制。 师资培育方面，推进云岩区新优质

学校项目校师德师风建设，制定教师专

业化建设方案， 开展校本教研规范化、

现代化建设，互派优秀教师开展形式多

样的学习活动，定期开展主题教研。 学

生发展方面， 开展团队活动和课外活

动，促进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共

同进步。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新优质学校研

究所、云岩区教育局主办，福建省南安

市教育局、 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协办，旨在持续深

化区域协作，加强对基础教育国家级优

秀教学成果的推广应用，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强弱项、补短板，办好老百姓家门

口的每一所学校， 为贵阳打造西部一

流、全省领先的教育高地注入动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上海 9 所学校与贵阳 10 所学校签署结对协议

绿化科普活动走进贵州师范大学贵安附属小学

（上接 1 版）

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高质量

发展，必须用好“深、实、细、准、效”

五字诀，“调” 出问题、“研” 出对

策、“干” 出成效。 “深” ，就是要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

民、 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

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

面中去解决问题。 “实” ，就是作风

要实，轻车简从，真正做到听实话、

摸实情、办实事。“细” ，就是要认真

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

握全面情况。 “准” ，就是要善于分

析矛盾、 发现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

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 ，就是

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办法， 做到

出实招、见实效。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 让

我们在调查研究上唯实唯干， 听民

意、察实情、办实事，拿出更多促发展

的高招、惠民生的实招、防风险的硬

招、推改革的新招，切实把调研成果

转化为推动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举措。

（上接 1 版）

与此同时，贵阳农商银行加强对

贵阳农产品物流园、 谷丰粮油市场、

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现场调研，根据各

市场经营情况， 有针对性地出台了

“超易农市贷” 贷款产品和《“乡村

振兴—专业市场” 专项服务方案》，

对专业市场、 园区内的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主等 “量身定

制” 优惠措施。

围绕我市“强龙头企业” 部署，

贵阳农商银行强化对农业龙头企业

金融服务力度， 围绕贵阳贵安 “四

化”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动上门开

展金融服务，实施名单营销管理，积

极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重点抓好贵

阳市“农投集团” 和“供销集团” 两

大农业企业金融服务支持。 聚焦贵

阳贵安 2023 重点农业项目，加强政

银合作，实施推动项目跟贷，提高金

融服务精准性。 持续深化与市农业

农村局的合作，围绕贵阳贵安 2023

年重点农业项目及客户开展营销及

贷款支持工作； 积极参加政银企对

接交流会， 获取贵阳市生猪经营主

体 35 户、牛羊经营主体 2834 户、生

态畜牧经营主体 30 户、生态渔业经

营主体 7 户等农业项目及客户清

单，积极做好金融支持。

贵阳农商银行还结合各级政府

部门出台的担保政策， 积极运用好

农业信贷担保、中小企业信贷通、贵

阳市政策性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

池等信贷分险政策， 截至今年第三

季度末， 贵阳农商银行已纳入省农

担担保分险范围的业务共 1180 笔、

金额 8.37 亿元，已纳入中小企业信

贷通分险范围的贷款共 81 笔、金额

4.71 亿元。通过分险政策的运用，实

现对普惠金融主体进行增信， 既提

高了普惠经营主体的贷款获得率，

也提高了金融机构普惠贷款风险防

控水平，全力服务好乡村振兴。

下一步，贵阳农商银行将继续

打造乡村振兴特色银行， 发挥金

融优势，不断完善“四大金融科技

平台 ”“一行一特” 建设，以农业

产业政策为导向 ， 持续提升对农

业产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为贵阳

贵安乡村振兴工作贡献金融智慧

与金融力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毛毛）

前三季度贵阳农商银行

累计投放涉农贷款超 226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