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业是龙头。 2021

年，花溪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

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通过各类

招商活动及展会等平台，围绕产业延链、

补链、拓链开展精准招商，促进产业集聚

效应，推动形成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新兴

产业迅速成长、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蓬勃发展的产业格局。去年，花溪区工

业投资完成 20 亿元，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2 家， 建成投用标准厂房 28.9 万平方

米； 新引进工业项目 39 个， 到位资金

18.2 亿元。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自开展“一

圈两场三改” 建设以来，花溪区坚持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以党建引领、社区搭

台、居民共议等多元联动机制，高标准规

划，科学化布局，精细化实施，多部门齐

心协力，全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快把

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紧邻花溪公园的十字街片区是个集

商业、住宅、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人员

密集街区。这些年来，随着居民和商户的

不断增加，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凸显。

去年 7 月， 花溪区启动了十字街新型城

镇化“三改” 示范项目，对十字街片区的

背街小巷、 老旧破的底层建筑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造。

“以前，这里到处都是乱搭乱建，卫

生环境也糟糕。现在，随着改造工程的推

进，环境在一天天变好。 ” 家住十字街附

近的居民周顺华亲眼见证着这条街的变

化。

去年以来，花溪区扎实推进“一圈

两场三改” 建设， 围绕 “以人民为中

心” 的发展思想，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群

众解难题。 截至目前，已启动建设 3 个

“15 分钟生活圈” ， 新增 19 个停车场，

改造提升 2 个农贸市场；实施十和田地

块棚户区改造等项目 40 个， 完成棚户

区改造 3341 户、 老旧小区改造 2017

户、背街小巷改造 30 条；启动交通节点

改造 2 个。

入冬以来， 花溪区石板镇黔丰生态

草莓园里， 一颗颗红彤彤的草莓让人垂

涎欲滴。

一直以来， 花溪草莓在市场上具

有很高的知名度。 为深入推进三产深

度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

代化，近年来，花溪区不断整合资源要

素，持续扩大草莓产业规模。 目前，全

区草莓种植面积已达 3000 余亩， 年产

草莓约 4500 吨， 产值约 2.5 亿元，直

接带动农户达 150 余户， 常年解决就

业 1100 余人， 带动农户务工 13 万人

次。

借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花小

莓” 的东风，花溪区还积极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茶叶、

禽蛋等特色农产品，打造出了“赵司贡

茶” 茶品牌、“黔陶香” 香葱等一批优质

农产品品牌。去年，全区共完成粮食播种

8.3 万亩，打造高标准农田 9000亩。

工业格局不断优化

城镇面貌日新月异

农业产业特色发展

干群协力“治” 乡风

“以前，村里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现象屡见不鲜。 现在整治

大操大办写进了村规民约，为我们减轻了负担。 ” 家住高坡乡云

顶村的杨文堂对村里正在开展的“治风” 工作伸出了大拇指。

云顶村是花溪区高坡乡海拔最高的一个村。 一直以来，云顶

村存在着相互攀比、讲排场、比阔气等铺张浪费之风，不但加重了

群众的经济负担，还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

自“治风” 工作开展以来，高坡乡迅速推进落实“两书一约一

会” ，各村党员签订“治风” 承诺书，向群众发放“治风” 倡议书，

修订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健全了乡、村、组三级联动

治理体系，把促进社风民风持续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

一。 在全乡 19 个村采用张贴标语、微信群推送等形式，宣传革除

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各村党员干部入户走

访，与村民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对婚丧喜

庆事宜办理情况进行常态化督查，并通过“红黑榜” 形式树立正

面榜样，曝光反面典型，推动“治风” 工作在基层落地生根。

“村里对酒席的请客名目、人数、餐标及彩礼、礼金等进行了

细化管理，并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等内容写进了村规

民约。 ” 云顶村党支部书记罗琳英说，修订后的村规民约还包括

了邻里关系、婚姻家庭、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

随着“治风” 行动的深入开展，云顶村滥办酒席等陋习得到

明显纠正，乡村风气逐渐好转。

白天工作、学习忙，没时间上医院看病，而晚上医院又只开急

诊，不开门诊。 这是不少人容易遇到的就医窘境。

为满足群众不同时间段的就诊需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 实践活动， 切实提高群众就医体验， 花溪区人民医院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推出“夜间专家门诊” ，有需求的群众可

在每周一至周五的 19：00 至 21：00 通过网上或现场挂号就诊。

“晚上来看病的人不多，不用排队，还有专家坐诊，真是太好

了。 ” 亲身感受了夜诊服务与便捷的罗女士对这项便民举措赞不

绝口。

为进一步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方面的“急难愁盼” 问题，花溪

区人民医院通过多次走访、多方调研和探讨，决定调配院内专科

专家资源， 有针对性地在就诊人数较多的内科、 外科、 妇科、儿

科、眼科、中医科、影像介入科等科室门诊推出了“夜间专家门

诊” ，由院内 40 名专科专家每周增加一次夜间诊疗服务，确保群

众晚上也能挂上专家号。

“夜间专家门诊” 的开设，既优化门诊服务，又合理分流患

者，极大满足了上班族不误工、学生党不误学业、老年人有陪伴的

需求，有效缓解“看病难、排长队” 问题。

“夜间专家门诊” 获点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 文 石照昌 / 图

凝心聚力

建设秀美花溪

———聚焦“强省会” 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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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态日趋多元

D

旅游业是花溪区的支柱产业之一。近

年来，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花

溪区着力优化全域旅游布局，持续完善文

旅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加

强文旅产品培育，激活文旅消费，逐步探

索了“景区带村”“公司 +” 等发展模式，

培育了高坡暗夜暮曙景区；在青岩镇山王

庙村推出了奇域·小摆托 “旅游 + 康养”

项目；完成了“青岩－黔陶－高坡” 花溪

国际山地运动休闲度假区业态策划。

为进一步推动业态升级， 花溪区在

推进“文化 + 旅游” 融合的过程中，开展

了 “溪山春兴” 、“花溪之夏·避暑季” 、

花溪公园精品月季花卉展、“秀美花溪·

冬霁悦游” 等活动，在青岩古镇持续举

办了大明志系列活动。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成就了 “秀美花溪” 的美誉。 近年

来，花溪区举全区之力，打响了蓝天保

卫战 、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 、固废

治理攻坚战、乡村环境整治攻坚战，让

秀美花溪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去

年，该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地表水水

质达标率均保持 100%。 完成 17 个行政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获评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验收优秀区，获批

省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

践创新基地。

推进秀美花溪建设

E

风起新时代，勇开新征程。 在“强省

会” 行动深化之年，一幅更高质量、更有

温度、 更富活力的秀美花溪图景跃然纸

上———

2022 年，花溪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 城镇和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10%、

12%……

围绕目标任务， 花溪区将始终保持

奋斗之志、奋发之力、奋进之势，重点聚

焦八个方面持续发力， 努力谱写新时代

花溪高质量发展的绚丽篇章。

在新型工业化上， 聚焦电子信息制

造业招商引资。 抓好企业上规扶持，新

增规上企业 7 家以上， 工业总产值达

145 亿元以上。 开展“千企改造” 工程和

“万企融合” 赋能行动，带动 35 户以上

实体经济企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

在新型城镇化上， 全面开展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 新增常住人口 3 万人

左右。 完成甲秀南路－花桐北路、 清溪

路－花冠路等节点改造工程。 启动花桐

路南延伸段建设和城镇管网更新改造。

深化“四好农村路” 建设，打通“断头

路”“瓶颈路” 4 条。

在农业现代化上， 建设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稳定粮食生产面积 7.6 万亩以

上，粮食产量 3.2 万吨以上。发展蔬菜种

植 20 万亩（次）以上。 打造农旅休闲产

业带 3 条以上。

在旅游产业化上，推进花溪湖、桃花

园、乡贤里、高坡云顶暗夜暮曙、红岩峡

谷等新景区景点建设， 建成高坡旅游环

线、贵州省（青岩）旅游集散中心，启动

中铁文旅项目建设， 盘活青岩·寻坊项

目。 推出旅游经典线路 2 条以上。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加强湿地资源、

破损山体和工程迹地生态保护和修复，

开展森林抚育 1 万亩以上。 加快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和终端处置体系建设， 建成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20 个以上。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加快推进“一

窗通办”“一网通办”“就近可办” 。 提

升“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水平。 健全高

新技术企业引进培育机制， 引导更多高

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落户花溪就业创

业。

在风险防范化解上， 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 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推进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 健全完善

公共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

在社会事业建设上， 实施城乡居民

增收三年行动。 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城镇新增就业 1.2 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3200 人。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及

幼儿园 31 所，新增学位 2.4 万个。 推进

学府里、 桐木岭等 8 个 “15 分钟生活

圈” 建设，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3 个、

社区养老服务站 9 个。 新增公共停车位

3800 个以上， 新建、 改扩建农贸市场 2

个，改造棚户区 1900 户以上、老旧小区

7800 户以上、背街小巷 40 条。 有序推进

农村“五治” 。

远眺花溪城区。

患者在花溪区

人民医院 “夜间专

家门诊” 就诊。

游客在位于花溪区石板镇的黔

丰生态草莓采摘观光园内采摘草

莓。

刚过去的 2021 年，花溪区委、区政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强烈的责任担

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在花溪区和经开区融合发展中，不断开拓、

合力攻坚，迈上贵阳贵安融合发展先行区建设之路。

这一年，花溪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四新” 主攻

“四化” ，有力推进各项工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方法措施持续优化，工作成

效不断显现，能力作风不断提升。

这一年，花溪区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全力以赴，用心用情用功书写了综合

实力再上台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更加有

力的精彩篇章，努力在“强省会” 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