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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

关于杨永杰等同志不再担任委员的决定

（2024 年 1 月 17 日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岗位变动等原因，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

杨永杰、姜桂梅、宋成强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

关于杨柳等同志担任委员的决定

（2024 年 1 月 17 日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经政协第十

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

杨柳、蔡佳丽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贵阳市委员会委员。

� � � � 他是清镇市红枫湖镇大冲村的建

设者、大冲村村民的“领头雁” ，在他的

带领下，乡村发生巨变，激发了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活力。 他履职尽责谋发展，

全心全意为民生， 赢得群众交口称赞，

实现了自己“逢山开路埋头干” 的人生

价值。 他就是清镇市红枫湖镇第八届人

大代表、大冲村村委会副主任林科忠。

谋事干事为振兴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一早，林科忠就

已经忙了起来，一边在电话里回应村民

的咨询，一边为上门寻求帮助的村民解

决问题。

2014 年，在外闯荡多年的林科忠回

到大冲村，经推选成为村干部，先后任

兴隆组组长、村委会副主任等职。

“大冲村坐落在红枫湖畔， 经常有

市民到这里游玩。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

村出现‘脏乱差’ 现象，也威胁到红枫

湖的生态环境。” 眼见“母亲湖” 有被污

染的风险，林科忠很是着急。“我们都生

长在这里，保护好它，我们就有了‘金饭

碗’ 。 ” 林科忠说，起初选择回到家乡，

就是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为此，林科忠带头成立红枫湖畔首

支民间环保队伍，带领村民开展垃圾分

类，治水“保湖” 。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湖畔变干净了，村民还在庭前屋后

栽花种草，大冲村的“颜值” 大为改善。

林科忠不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

初心，在一心一意促发展、全力以赴建

设美好家园的同时，积极发挥人大代表

的职能作用。

因绿水青山保护得好，受投资者青

睐的大冲村通过招商引资成功打造了

高端湖景民宿酒店， 盘活了 17 户村民

的闲置农房，给大家带来租金和务工的

双重收益。 随后，大冲村又引进两家大

型企业， 两个高端民宿项目陆续开工，

“农家乐” 陆续升级，大冲村的面貌焕

然一新。 在林科忠带领下，大冲村探索

出一条湖畔乡村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

了“保湖” 和“富民” 的双赢。

履职尽责纾民意

大冲村人大代表联络站是林科忠

经常接待群众、 收集意见的地方。 “自

从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建成以来，大冲村

的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全部进站，每周

三轮流值班接待群众。 ” 林科忠说，这

样的工作模式，加强了人大代表与村民

的沟通联络，化解了一些群众之间多年

的矛盾，也为地方解决了部分基础设施

建设的问题，群众的反响很好。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林科忠深知提

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 他积极参加人大

组织的培训学习、座谈调研等各项学习

活动，系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

规， 熟悉人大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

增强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

在闭会期间， 林科忠坚持走访联系

选民，积极参与“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日”

活动，人大联络站值班从不“缺席” 。

大冲村推进治水“保湖” 工作时，

有群众不理解甚至比较抗拒。 如何更好

地落实工作任务、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林科忠组织召开协调会， 宣传讲解、动

员协调，与村民面对面、心贴心，用唠家

常的方式把政策讲清、 把道理讲透，顺

利化解了村民的疑惑和担忧。

服务群众作表率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林科忠始

终坚持 “只有扎实做好服务群众的工

作， 才能真正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 这

一信念。 林科忠明白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的重要性，多方筹措资金建设美丽宜居

村庄、治理污水、硬化道路、安装节能路

灯、美化村容村貌、建造村民文化广场，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短短几年间，大冲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土

地平，道路通，邻里和谐，人人幸福” 成

为大冲村的写照。

“作为人大代表， 应该充分发挥表

率作用，信守履职承诺，用实际行动践

行使命。 ” 林科忠说，既然当选了人大

代表，就要发挥“领头雁” 作用，在力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基础上，下苦功夫、求真

务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助力乡村

振兴，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初心不改，情怀不变。 在乡村振兴

春风的吹拂下，林科忠肩负人大代表和

村委会副主任的责任，在这片生养他的

土地上继续耕耘， 带领大家努力建设

“环境美，产业兴，人人奔富裕，户户讲

讲文明” 的美好大冲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逢山开路埋头干 当好基层“领头雁”

———记清镇市红枫湖镇人大代表、大冲村村委会副主任林科忠

� � � � 省委、省政府明确指出，建设贵安

新区是省之大计、贵州大事。 位于贵阳

贵安融合发展核心区和“强省会” 核心

地带的贵阳大数据科创城 （以下简称

“大科城” ），则是助推贵安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载体。 2022 年以来，贵阳产

控集团深入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

署，抓实抓好贵阳大数据科创城项目建

设，坚持边建设、边招商，综合运用重点

龙头企业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资本

招商、平台招商等方式招大引强，全力

推动大科城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作为贵阳大数据科创城 “投、 融、

建、运、管” 的实施主体，贵阳产控集团

旗下市投控公司创新和完善国有企业市

场化招商引资机制体制， 不断拓展招商

引资渠道，全面提升社会化招商水平，积

极推动投资方在大科城投资和落户。 同

时， 聚焦着力打造贵州数字产业和人才

集聚区、数字场景应用示范区、生态文明

展示区“三区” 定位，进一步完善大科城

产业规划，围绕产业招商体系、产业载体

需求、产业生态圈建设，制作了产业招商

体系全景图， 按照大科城与数据中心互

为产业生态与产业基础支持、 科技创新

与技术支撑、 场景应用与数据后台的关

系，吸引企业设立管理、研发、结算和场

景应用等中心， 构建大科城与数据中心

“前店后厂” 产业发展格局。

星光不负赶路人。 2022 年至 2023

年， 市投控公司已招引中交 （贵安新

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十余家重点企

业落户大科城，累计完成招引注册企业

112 家，其中，大数据类企业达 55 家，占

比 49%； 已交付园区载体 16.37 万平方

米， 去化面积 11.35 万平方米， 去化率

69.33%，为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

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一步， 贵阳产控集团将重点围绕

大科城场景端、运维端、服务端需求，搭

建好产业生态圈、持续完善产业链，充分

发挥“招商易” 平台功能，通过以商招

商、 基金招商及第三方招商等渠道精准

找商、精准招商，打好招商引资组合拳。

同时，持续抓好大科城项目建设，规划好

入园企业人员的生活配套服务， 为企业

打造安心便利的生产经营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寻启

招大引强出实招 蓄势赋能促发展

———贵阳产控集团全力推动贵阳大数据科创城招商引资工作

� � � � 本报讯 记者从 1 月 17 日举行的

贵阳贵安农业农村系统 2023 年工作总

结会暨 2024“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年” 工

作部署会上获悉，去年，贵阳贵安农业

农村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2023 年，贵阳贵安农业农村系统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省“三农” 工作决策部

署，按照市委“5555443” 工作思路，坚定

不移“强三农” ，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中

向好，农村社会事业稳步推进，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增速继续保持全省前列， 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夯实。

过去一年，贵阳贵安农业农村系统

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绩，包括贵阳市农

业农村局荣获 2023 年 “全国农业农村

系统先进集体”“贵州省五一劳动奖

状” ； 玉米最高亩产首破黔中玉米单产

千公斤纪录； 水稻泰丰优 79 最高亩产

达 939.4 公斤，创全省自育品种新纪录；

贵州贵阳现代种业产业园及岳麓山贵

阳种业创新中心成立， 全省首个生猪

“院士工作室” 落户贵阳；农村“五治”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

2024 年，贵阳贵安农业农村系统将

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全面

落实中央、省、市“三农” 相关决策部

署，聚焦“55554431” 工作思路，进一步

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的重要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敢作善为，坚定不移强“三农” ，

围绕“五个关键” 、产业“五个一” 、农

村“五治” 、党建“五个一” 、“四大经营

主体” 、“四块地” 改革、“三大收入” 、

脱贫成果巩固、 党建引领等重点工作，

把“规划图” 变成“施工图” ，把“时间

表” 变成“计程表” ，坚定不移推动贵阳

贵安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贵阳贵安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 � � � 本报讯 1 月 17 日， 记者从贵阳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贵阳市 2023 年 12

月空气质量考核结果出炉， 观山湖区排

名第一。同时，市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对 2023 年各区

（市、县、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情况进

行考核排名，结果显示乌当区排名第一。

2023 年 12 月，各区（市、县、开发

区）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在

87.1%至 100%之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在 2.85 至 3.83 之间， 空气质量排名依

次为：观山湖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乌

当区、综保区、清镇市、花溪区、白云区、

云岩区、高新区、南明区、开阳县、修文

县、经开区、息烽县。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各区（市、县、

开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在

96.2%至 99.7%之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在 2.47 至 3.00 之间， 空气质量排名依

次为：乌当区、观山湖区、开阳县、综保

区、高新区、清镇市、白云区、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花溪区、云岩区、南明区、修

文县、息烽县、经开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2023年贵阳市空气质量考核结果出炉

乌当区排名第一

贵南高铁引入贵阳铁路枢纽联络线最后一座隧道贯通

本报讯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

战 ， 1 月 13 日， 由中铁八局负责施

工的贵南高铁引入贵阳铁路枢纽联

络线最后一座隧道———谷立隧道顺

利贯通 ， 为全线铺轨奠定了坚实基

础 。

谷立隧道位于龙里县谷脚镇上

郭关 ，全 长 1014 米 ， 是贵 南 高 铁 引

入贵阳铁路枢纽联络线 4 座隧道中

最长的一座 ， 也是全线重点控制性

工程，于 2021 年 8 月开工建设。

谷立隧道明挖段 774 米 、 暗洞

开挖 240 米 ， 所处区域为典型喀斯

特岩溶地貌 ，地质环境极为复杂 ，施

工面临安全隐患突出、 物资材料和

机械设备运输不便等困难 。

项目 部强 化安 全技 术 培 训 、编

制“作业指导书 ” 、优化设计和施工

工艺 ，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全力护航

隧道建设安全和质量 。 此次谷立隧

道的贯通 ， 打开了贵南高铁引入贵

阳枢纽联络线最后的铺轨通道 。

据了解， 贵南高铁引入贵阳枢

纽 联 络 线 起 自 龙 里 县 谷 脚 镇 上 郭

关，止于贵安高铁站 ，全长 22 . 87 公

里。 建成投运后，贵安新区将通过该

联络线纳入贵南高铁出海通道直通

范围 ， 对于进一步优化贵阳和贵州

铁路网结构 、 助推贵阳贵安文旅产

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本报讯 1 月 17 日，记者从贵阳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2023 年， 我市

市政部门加强市政设施精细化管护，加

快推进城市道路、 桥梁隧道容貌整治，

提升市政设施和市容环境品质，持续擦

亮“爽爽贵阳” 城市形象。

开展综合治理道路基础设施。 对中

华北路等四条道路的窨井盖进行“样板

段” 综合治理，共填埋、恢复无主窨井

13 座，安装窨井盖防坠网 364 套，安装

标识牌 510 块，改造窨井 64 座；涂装北

京西路道路路牙 100 米， 为城市窨井

盖、道路路牙综合治理工作提供有效参

照。 2023 年，全市完成 10.4 万余座城市

窨井盖综合治理， 完成主城区路牙更

换、修补、涂装整治 152.69 公里。

完成街道照明亮丽工程。 维修主次

干道及小街巷路灯 12396 盏次， 更换或

整改路灯线路 61715 米； 校正或更换倾

斜、受损路灯 239 柱；在东山巷等 20 条

小街巷增设路灯 52 盏；修复楼宇、桥梁

及行道树等亮丽灯饰 13900 套。

做好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工作，提

升市容市貌。去年，共维护人行道 93006

平方米、车行道 110149 平方米、盲道无

障碍设施 4690 平方米； 修复桥梁伸缩

缝 580 米、声屏障 434 块；更换排水井盖

3811 块、 雨水篦子 1708 个； 疏通管道

90916 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贵阳去年综合治理窨井盖逾 10 万座

本报讯 1 月 16 日，记者从贵阳贵

安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核心

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 贵阳贵

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突破 800

亿元，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预

计达 50%以上。

近年来，贵阳贵安全力以赴抢抓数

字经济时代机遇、战略机遇、市场机遇、

产业机遇、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活市” 赋

能“强省会” ，“数字经济” 逐步走向高

质量发展之路。

贵阳贵安始终把推进“数字活市”

战略作为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核

心区的主抓手，按照数字经济“一二三

四” 工作思路，高位谋划、奋力建设。 数

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迈上新台阶，

数字产业高速增长， 数字红利加速释

放，基础保障持续巩固，数字经济发展

创新区核心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贵阳市大数据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贵阳贵安在数据“算、跑、用” 三

大环节实现全面发力。 华为全球最大智

算中心落地建设，中国电信“东数西算”

智算中心、 贵州主枢纽中心一期建成投

运，腾讯、燧原等智算中心成功签约，数

字底座不断夯实；网易、美的、国电投等

数据中心建成运营， 贵安数据中心集群

落地数据中心达 19 个，上电服务器 76.5

万台，智算从无到有、快速突破；新建 5G

基站 5539 个、累计达 2.76 万个，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贵阳·贵安国家级互

联 网 骨 干 直 联 点 网 间 带 宽 扩 容 至

700Gbps，与 38 座城市实现网络直联，网

络设施提质升级；工业、农业、服务业三

次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持续转型

升级，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发展

指数预计达 56 以上，融合水平由初级向

中级迈进，数实融合成效明显。

在数据要素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

突破。 贵阳贵安政务数据治理专项行动

取得成效，初步形成省市政务数据一体

化格局，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被工信部软

件评测中心评为优秀等级；贵阳大数据

交易所完成重整，发布全国首套数据流

通交易规则，成为全国首个数据要素登

记 OID 行业节点。 截至目前，数交所累

计入驻数据商 765 家、数据中介 77 家，

上架产品 1521 个，完成交易 1476 笔、实

现交易额 25.14 亿元。同时，贵阳大数据

科创城初步实现了产业聚集，累计注册

企业达 812 家，成为数字经济企业投资

贵阳贵安首选地。

据介绍，到 2025 年，贵阳贵安力争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 5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实

现倍增、年均增速超过 19%，数据中心

投资规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均突破 1000 亿元；服务器规模达到 400

万台， 每万人平均拥有 5G 基站数量达

到东部发达地区水平，累计打造数字应

用场景 1000 个以上， 两化融合发展水

平指数达到 65；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年度

交易额力争突破 100 亿元，贵阳大数据

科创城集聚大数据相关企业 3000 家、

大数据相关人才 10 万人， 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去年贵阳贵安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预计达 50%以上

本报成都电 （记者 董容语） 1 月

15 日至 17 日， 贵州京剧院携经典传统剧

目《辕门斩子》《蜈蚣岭》和新编历史京

剧《阳明悟道》，在成都举办的第十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上连演三天， 场场满座，赢

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中国京剧艺术节每三年举办一届。 本

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政

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厅、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以“京

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 为主题，

从 2023 年 12 月 15 日持续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包括开闭幕式、京剧优秀剧目展演、

文化和旅游部 2021－2023 年全国戏曲表

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京剧专场演出、文化

惠民等活动内容。

在此次艺术节上， 贵州京剧院受邀参

演。 1 月 15 日 “一文一武” 两折京剧经典

传统剧目———《辕门斩子》和《蜈蚣岭》在

成都悦来茶园精彩上演。 1 月 16 日至 17

日，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在四川大剧

院连演两天，赢得了蓉城观众热烈的掌声。

《阳明悟道》是贵阳市重点打造的文

旅融合艺术成果， 讲述王阳明历经磨难后

在贵州龙场悟道、讲学布道的故事。 该剧由

国家一级编剧陈泽恺担任编剧， 中国话剧

协会副主席钟海担任总导演， 贵州京剧院

院长侯丹梅担任艺术总监， 贵州京剧院副

院长冯冠博领衔主演。 全剧以精湛的表演，

形象化地阐释了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心

外无物·心即理”“致良知” 的精神内涵。

《阳明悟道》亮相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贵州京剧院演员在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演出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