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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镇市， 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

司电解铝生产车间内，300 多台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节能电解槽排成两列生产

线，每日可生产近 1400 吨铝液；在经开

区，贵阳海信加快大数据与生产、管理、

运营的深度融合，搭建“数字工厂” ，电

视机年产量从落地时的几十万台增长到

如今的 460 万台……

近年来，贵阳贵安坚定不移推进“工

业强市” 战略，坚定不移为“四大产业基

地” 建设作贡献，坚定不移发展“七大重

点产业” ，坚定不移抓工业目标、抓工业

要素、抓工业项目、抓工业企业、抓工业

产业、抓工业园区，产业发展热火朝天、

奋进之歌频频唱响。 2023 年 1 月至 11

月， 贵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高于全国 5.5 个百分点、全省 3.5

个百分点，在全省排名第 1 位。

顶天立地 传统产业顺势有为

用扫描器扫描铝箔产品上的二维

码后，产品所属的订单批次、产品厚度

等信息一目了然；车间外的智能制造协

同共享平台上，各道工序设备的运行监

测信息、订单数据、工艺技术参数等实

时显示……这是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

司实施智能制造信息融合项目后的生

产场景。

作为贵阳市七大重点产业之一，铝

及铝加工产业是推动工业强市的重要抓

手，如何推动传统铝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贵州中铝用实干实绩给出了答案。

在贵阳贵安全力发展大数据的背景

下，贵州中铝的智能化升级改造从 2017

年开始筹划，基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实施了铝板带箔行业智

能生产执行系统示范项目， 对车间生产

设备铸轧机、冷轧机、退火炉、重卷机等

进行智能升级，实现研发、采购、制造、销

售和服务等方面的全程智能化管理。

走向智能化转型之路， 贵州中铝实

现了销售订单、生产计划、物资采购、库

存、生产执行、物流运输等全过程管理，

深度推进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转变。

同样属于贵阳市七大重点产业的磷

化工产业也顺应时代要求， 由传统制造

走向“智能制造” 。

贵州磷化集团由瓮福、 开磷两大磷

化工企业整合重组而来， 围绕生产现场

基础自动化智能化全面数据采集、 以数

据传输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网络建设、以

数据治理为核心的数据资源化、 以业务

应用为导向的数据应用和数据价值化四

个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 ， 致力于探索

5G+ 智能制造应用建设， 使许多生产应

用场景得到深度拓展， 继而转换为企业

发展的“助推器” ，三年内即实现工业产

值 434.77 亿元、 利润总额 40.2 亿元，

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 贵阳贵安为传统制造业创

造全方位、 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良

好环境， 一大批传统工业企业焕发出新

的发展生机。 贵阳贵安以“万企融合” 和

“千企改造” 为抓手，遴选华为云等数字

化诊断服务商，联合区（市、县）对 350

余家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培训， 目前已

开展 175 家企业数字化转型诊断， 推动

90 家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 总投资达到

25 亿元，通过数字化诊断了解企业资金

缺乏、转型方向不明确等问题，为数字化

改造工作提供方向。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兴起， 拥抱数字

化时代、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制

造业 “智” 胜未来的必由之路。 2023

年，贵阳贵安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

平发展指数预计达 56 以上， 已由初级

向中级迈进。

铺天盖地 新兴产业踔厉奋发

中国振华成为全国产品体系最全的

重要电子元器件基地；航天电器、振华新

云等企业入选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百

强” 名单；雅光电子、达沃斯光电等 11

户企业获评工信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2023 年，贵阳市电子信息制造

业交出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单， 预计全年

完成产值 330 亿元。

贵阳市围绕“芯 、件 、板 、机 、器”

五大板块，坚持产业链思维，在保持电

子元器件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紧抓电

子终端产品、服务器等发展机遇，开展

芯片、电路板招商引业，行业综合竞争

力明显提升 ， 有力支撑了全市工业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贵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4 年， 贵阳

电子信息制造业力争完成产值 370 亿

元，增速超过 12%。

（下转 2 版）

抢占新赛道 培育新动能 塑造新优势

———贵阳贵安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本报讯 1 月 22 日，记者从贵阳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春节期间，贵阳贵安将举办上

百场商业、旅游、文化、体育等活动。

在购物消费方面， 结合省商务厅

“黔货辞旧岁·新春享优惠” 2024 新

春年货节的安排，贵阳将以“龙年大

集” 为主题、以“1+3+N” 的办展模式

为市民带来全城年货盛宴。

在文化旅游方面，春节期间，贵阳

路边音乐会将持续上演。南明区、乌当

区、清镇市、修文县将围绕跳花坡、跳

场节等传统节日举办民族歌舞表演、

民族服饰展演、 民族体育活动和民族

习俗体验。 贵阳孔学堂等文化场所将

举办迎新春游园、迎春猜灯谜等活动。

黔灵山公园将举办 “福猴闹春·黔灵

山春节漫游季行浸式游艺活动” ，让

市民游客在虚实交互、 声光电影中获

得最佳视觉享受。天河潭将举办 2024

年新春主题烟花秀系列活动。 青岩古

镇将以舞龙为主要元素， 配合古风走

秀、 大明迎宾礼等节目开启国潮古风

沉浸式体验。

在美食品鉴方面， 春节期间，贵

阳将组织动员 100 余家中高端餐饮

企业、特色餐饮老字号等开展美食嘉

年华、街区美食大放价等系列“年味

食足” 活动， 并联动美团组织开展

“美好生活节” 促消费活动，用线上

线下联动的方式，提供又好又省的美

食新体验。

在体育方面，春节期间，贵阳将举

行包括篮球、足球、冰雪、汽车越野等

项目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80 余项。市

民和游客可以到高坡云顶滑雪场体验

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 可以到贵安新

区 “英雄坡” ， 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

“越野狂飙” 。

贵阳针对新春佳节推出的优惠

活动涵盖购物、停车、观影、运动、景

区门票等多个方面。 省市区三级将发

放消费券 1300 余万元， 引导全市商

圈、商场、商街出台打折、满减及其他

优惠促销政策，推出市属机关和事业

单位内部停车场免费开放停车优惠，

各大影院每日推出观影优惠。

2月 29 日前， 来筑游客可享受

“一多两减三免 ” 优惠政策 。 “一

多” 即景区 “一票多日使用制” ；

“两减” 即住宿优惠、自驾优惠；“三

免” 即部分城市居民享受部分国有

A 级景区门票免费优惠，部分行业人

群享受部分国有 A 级景区门票免费

优惠以及全国大、中、小学生寒假期

间享受部分国有 A 级景区门票免费

优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1 月 22 日，记者从市交

委获悉， 去年， 贵阳贵安完成 27704

个停车位建设， 任务完成率 138.5%，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3 年，贵阳贵安停车场建设任

务为新增不少于 2 万个公共停车位，

并列入 2023 年贵阳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十件实事” 。为确保顺利完成建设

任务，市交委围绕“一圈两场三改” 工

作部署，按照“周调度、月督导、季考

核” 工作机制，加强与各区（市、县）

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及市直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 及时会商解决停车场项

目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

挖掘闲置资源、推动开放共享、建立长

效机制等方面着手， 推动全市公共停

车场建设工作开展。

为充分利用市场主体、 集体经济

闲置资源， 市交委多次开展走访及调

研，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

受益” 的原则，鼓励将闲置资源改造

为公共停车场。 如乌当区新庄路停车

场是利用厂房楼顶空间， 经过承载检

测达到要求后，改造为楼顶停车场，共

设 275 个停车位；白云区都新花园停

车场通过存量空地提升改造为地面停

车场， 增加 100 个停车位， 缓解周边

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

同时，市交委积极探索小区停车

场有偿共享开放， 如在以世纪城小

区为试点的基础上， 已向观山湖区

丽阳天下和麒龙金翠湾推广， 目前

已完成两个小区停车场 110 个车位

的共享开放信息化改造。 对其余区

（市、县）推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

各区（市、县）根据实际情况选定 1

至 2 个符合条件的停车场作为试点

推广。 组织贵阳贵安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停车场错时免费开放 ，目

前共有 148 处、17873 个车位实现开

放共享。

据统计，2021 年至 2023 年，贵阳

贵安建设公共停车位的目标为新增

6.5 万个， 目前 3 年共新增停车位

7.56 万个，任务完成率 116.3%。 下一

步，市交委将继续在建好、用好停车场

项目上下功夫， 扎实推动公共停车场

规范化建设、 信息化服务、 法治化保

障、市场化发展等方面工作落实落地，

切实为群众出行提供方便、 快捷、智

慧、安全的停车环境，进一步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生 董买玉）

贵阳贵安春节期间将举办

上百场活动

贵阳贵安去年新增

2.7 万余个停车位

去年贵州经济呈现逐季向好、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态势

本报讯 1 月 22 日， 记者从贵州省

2023 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3 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0913.25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4.9%，增速比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

分别加快 2.4 个、0.5 个和 0.1 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894.28 亿元，增

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7311.44 亿元，

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 10707.53 亿

元，增长 5.5%。 全省经济呈现逐季向好、

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农业生产平稳增长，粮油喜获丰收。

2023 年 ， 全 省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4953.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

种植业增长 4.0%，林业增长 6.8%，畜牧

业增长 2.8%，渔业增长 4.9%。 全年粮食

产量 1119.7 万吨，比上年增长 0.5%。 油

料产量 110.97 万吨， 比上年增长 5.1%。

全年园林水果产量比上年增长 9.6%，茶

叶产量增长 8.0%， 中草药材产量增长

7.0%，蔬菜产量增长 3.8%。全年猪牛羊禽

肉产量比上年增长 2.6%，其中，猪肉产量

增长 3.2%，禽蛋产量增长 15.5%。

工业生产持续向好，企业效益逐步改

善。2023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5.9%。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

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0%， 股份制企

业增长 6.8%，私营企业增长 7.2%。分行业

看 ， 金属制品业增加值 比上 年增 长

22.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21.7%，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17.9%，医药

制造业增长 13.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增长 10.9%，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 4.9%，烟草制品业增长 2.8%，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0.8%。 分产品看，集成

电路产量比上年增长 87.5%，中成药增长

35.3%，智能电视增长 23.0%，电子元件增

长 18.9%，乳制品增长 16.1%，白酒增长

6.5%。 2023 年 1 至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115.2 亿元， 比上年

同期增长 2.6%； 营业收入利润率 12.0%，

比年初提高 4.4 个百分点。

服务业较快恢复， 现代服务业带动

作用增强。 2023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5.5%。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6%、9.7%、

9.0％和 7.2%。 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旅

游 总 收 入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29.2% 、

41.2%，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增长 24.1%，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18.3%。 2023 年 1 至

11 月，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长 18.1%，其中，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 20.4%，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17.3%。

市场销售日益活跃， 线上零售增长

较快。 2023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上年增长 5.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

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6.2%，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3%。 按消费类

型分，商品零售增长 6.0%，餐饮收入增长

5.0%。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烟酒

类、日用品类、石油制品类、金银珠宝类

商品零 售额 分别 增 长 63.5% 、22.7% 、

12.5％和 11.3%。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333.0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7.6%。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高技术产业投资

较快增长。 2023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下降 5.7%。 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0.7%，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30.9%，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投资增长 51.6%， 制造业投资增长

1.9%。 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8.6%，其

中， 铁路投资增长 9.4%， 公路投资增长

4.3%。 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1.9%，

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59.3%，航空航

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32.3%。

国际贸易规模扩大， 出口总额快速

增长。 2023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759.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 其中，出口总

额 520.23 亿元， 增长 22.6%； 进口总额

239.26 亿元，下降 6.7%。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保持增

长。 2023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1.75 万

人，比上年增长 1.4%。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 15.35 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7.52 万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09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6.2%。 按常住地分，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772

元，名义增长 4.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817 元，名义增长 8.1%。

市场物价有所下降， 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环比上涨。 2023 年，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比上年下降 0.3%。分类别看，衣着价格上

涨 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教

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0.4%， 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持平，医疗保健价格持平，食品烟酒

价格下降 0.2%，居住价格下降 0.2%，交通通

信价格下降 2.7%。 2023年，全省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1.9%， 其中，12 月

份同比下降 1.8%，环比上涨 0.2%。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 4.3%， 其中，12 月

份同比下降 7.0%，环比持平。

常住人口持续增加， 人口出生率保

持较高水平。 2023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865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9 万人。 全年

出生人口 41.1 万人 ， 人口出生率为

10.65‰；死亡人口 30.0 万人，人口死亡

率为 7.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8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涛）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1 月 22

日 6 时许， 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凉

水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 18 户房屋被掩

埋、47 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

救失联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要

加强监测预警，科学搜救，防范发生次生灾

害。 要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受灾群

众安置等工作。 习近平强调，春节临近，叠

加寒潮天气影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安

全生产事故等易发多发， 各地区和有关部

门要紧盯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狠抓工

作落实，防范遏制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 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

伤亡， 同时细致排查周边地质灾害隐患，

加强险情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 事发

地属高寒山区和民族地区，要尽快转移受

威胁群众，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切实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已率工作组赶往云南现场指导搜救工

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应急

响应， 云南省、 昭通市组织力量开展救

援。 目前，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对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山体滑坡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防范发生次生灾害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作出批示

1 月 20 日， 由贵州公路集团承建的

贵（阳）平（塘）高速公路南明河特大桥

主墩全部顺利封顶。 南明河特大桥是贵

平高速的控制性工程之一， 为多跨连续

刚构桥，全长 1129.8 米。

图为贵平高速南明河特大桥顺利封

顶的主墩（1 月 20 日摄，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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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寒” 而上 闻“凝” 而动

———全市各部门全力保畅通保供应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