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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 也是修文县发展进程

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党中央、省委、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修文县锐意进取、加快

发展，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 实现

良好开局。

2021 年 11 月 29 日，按照“一圈两

场三改” 部署，修文县向社会免费开放

30 所学校体育场馆。

2021 年 11 月， 修文县入选“2021

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 榜

单。 同年 12 月，苏格兰牧场景区被评为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至此，修文县 A

级景区数量累计达 5 个 ， 其中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4 个，国家 AAA 级旅

游景区 1 个。

2021 年 12 月 15 日， 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发布 2021 年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名单， 修文县榜上有

名， 成为贵州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猕猴桃）标准化生产基地。

……

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时空

交汇，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承前启后的

2021 年， 修文县接续奋进， 取得亮眼成

绩，更专注于将一件件有关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实事落实到位———

聚力修文猕猴桃、 工业首位产业、

阳明文化“三张名片” ，修文县明晰工

业“一主一特” 产业，编制装配式建筑

产业“两图两库两池” ，为形成产业链

提供有力支撑； 出台猕猴桃提质增效

方案，完成猕猴桃提质增效改造 1.8 万

亩，“修文猕猴桃” 入选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 修文还成

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农业科技现代化

共建先行县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县， 成功申报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修文县

还重文气聚人气， 引进中旅集团与阳

明文化园合作， 引进赣州阳明书院改

造提升玩易窝遗址公园， 打造阳明文

化精品旅游线路 10 条， 积极推动阳明

文化走向世界、文旅产业风行天下。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 修文县全年

民生支出达 13 .9 亿元 ，占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近七成 。 扎实推进“一圈

两场三改” ， 划定 3 个 15 分钟生活

圈，提升改造修文县综合农贸市场，新

增公共停车位 2392 个，完成老旧小区

改造 518 户 ，棚户区改造 910 户 ，背街

小巷改造 15 条。 建成小箐小学、扎佐

二中、 修文四幼， 新增公办学位 2880

个。 完成 143 个行政村规范化村卫生

室建设。 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5720 人 ，

城镇登记失业率 4 .1%。 强化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保障， 全年累计发放各类救

助金 3894 万元。

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 今后

五年，是贵阳贵安走好新时代“强省会”

赶考之路的重要阶段，修文县将坚决落实

省委“一二三四”工作思路，按照“八个狠

抓”“六个新突破”“五个走前列、 作表

率” 的要求，奋力打造经济发展更好、城乡

建设更美、生态环境更优、文化引领更强、

民生三感更足的“五个新修文” 。

打造经济发展更好的新修文。 持续

做大经济总量、做优经济结构，实现总量

超 350 亿元的目标。 建立较为完善的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扎实

抓好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用好乡村农业

振兴壹号产业 10 亿元投资基金。集中力

量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和生态特色食

品产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100

亿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1500 万美

元，实际利用外资突破 1 亿美元。

打造城乡建设更美的新修文。 不断

优化“一主一副” 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形

成“一轴一环五横五纵” 城市骨架结构，

不断优化提升沿线产业布局、 功能及设

施配套， 争取贵阳轨道交通 2 号线、S3

号线延伸至修文， 全面融入贵阳贵安城

市发展新格局。以“一圈两场三改” 为抓

手，围绕“五大振兴” 行动，按照“成熟

一个，实施一个” 的要求，及时启动各类

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

和村庄清洁行动。 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35

平方公里以上， 城镇人口达 30 万人以

上，城镇化率达 70%以上。新增城乡公路

和市政道路 240 公里以上， 建成全国

“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

打造生态环境更优的新修文。 持续

打好“五大” 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

“双十工程” ，从严从实推进历次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 问题整改。认真

落实好河长制、林长制，系统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综合治理，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打造文化引领更强的新修文。 整合阳

明文化资源，规划布局王阳明行经地旅游

产品和业态， 加快建设心源文化旅游带，

全力打造修文西部片区高品质休闲康养

旅游带。 发展现代特色商贸集聚区，打造

商业综合体，培育发展夜间经济，形成文

商旅融合的中高端消费目的地。 积极创建

国家级“两区两园” ，进一步巩固全国县

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地位。

打造民生三感更足的新修文。 基本

建成特色教育强县， 学前教育入学率达

96%、 普惠率达 96%、 公办率达 70%，力

争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以上。深入推进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 联动改革，整合

型、功能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基层就诊率和县域就诊率分别达 60%和

90%以上。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扎实推动

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稳步推

进职业技能提升工程。 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 自然灾害防御水

平不断提升，安全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强

省会” 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对修文县来说，是历史使命、时代

考卷， 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历史机遇。 修文县将知责于心、 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把“强省会” 作为奋进新

时代的最强音、主抓手、集结号，为奋力

谱写新时代“强省会” 新篇章做出修文

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勇开新局 提升群众幸福感

苦干实干 打造“五个新修文”

2021 年 10 月，修文县政府出台《修文县派驻重点工业企业进行

驻点服务工作制度（试行）》，从修文经开区、修文工信局等单位选

派副科级干部到部分重点工业企业进行驻点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在

发展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截至 2022 年 1 月， 共派出 10 名特

派员，切实为企业解决 72 个涉及水、电、气、讯、土地等生产要素，协

议、不动产登记、规划等手续办理以及信贷、资金等方面问题。

“驻企特派员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难题做服务， 是我们与企业

之间的桥梁，更是修文不断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的新模式。” 修文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程传波说，依托良好的营

商环境和优质服务，目前，落户修文的工业企业已达 915 家，全县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达 105 家。

工业强则省会强，工业兴则省会兴。 “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

我们将坚持‘工业强县’ 不动摇，把工业大发展作为第一动力。 以先

进装备制造和生态特色食品为重点，不断丰富‘1+4’ 产业内涵，奋

力实现工业大突破，让更多企业落户修文并实现发展。 ” 程传波说。

修文将进一步布局创新链、配置资金链、锻造人才链、延伸服务链，

开展“产业链” 招商，牢牢稳住工业基本盘；深入落实“百亿产值、千

亿市值” 培育计划，新增市场主体 1000 家以上；坚持以“亩产论英

雄” ，推动修文经开区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工业用地保障和标准化厂

房建设；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化、事项化、具体化，确保实现工业

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30%以上。

“2021 年，修文县完成粮食作物播种 23.47 万亩，产量 6.62 万吨；

全年预计完成农业总产值达 54.7 亿元，同比增长 6.5%；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062 元，同比增长 10%。 ” 修文县委办副主任，县

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周登围说。

粮食生产实现“双提升” ，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这是修文县

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的亮眼成绩。

“以‘强省会’ 行动为抓手，落细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关

于‘三农’ 工作决策部署，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奋进。 ” 周

登围说，2022 年，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将坚定不移强三农， 着力夯实

“强省会” 坚实根基。 聚焦粮油种植，落实粮食生产党政同责，保障粮

食安全生产。 聚焦农产品生产，落实“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确保产品

稳定供给。 聚焦特色产业，落实科技先行县等示范创建，推进猕猴桃

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聚焦短板弱项，落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夯实

发展基础提升质量。 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落实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 文

图片除署名外由修文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修文县紧扣“强省会” 战略决策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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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来时路，修文县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用行动兑现期待，通过发展实现高歌

猛进。

五年来， 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6.7 万亩修文猕猴桃变身 “致富

果” 引领特色农业发展壮大；入选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引

进一批投资金额大、发展后劲足、带动能力强的骨干企业，落地产业项目 73 个；中

心城区建成面积扩大至 16.1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53.6%；补齐教育、医疗、住房

安全和饮水安全“3+1” 保障短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2783 元、

19062 元，年均增长 8.4%、9.9%，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民生答卷” 。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当前，修文县正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强省会” 为主

抓手，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方向，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主路径，围绕“四新” 主

攻“四化” ，书写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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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告别激荡前行的

2021 年， 迎来崭新起航的 2022 年， 站在

“强省会” 赶考路上，修文县接续奋斗，将

带领全县人民群众不懈奋斗、乘势而上、勇

毅笃行，以虎虎生威的雄风，聚焦强工业、

强城镇、强三农、强旅游、强环境、强生态、

强民生、强人才，做好八方面工作———

聚焦强工业。全力做强产业链条、壮

大企业主体、提升要素保障、抓好项目建

设、抓好数字活县。开展“产业群” 招商、

“产业链” 招商，精准招引产业链标杆企

业和标志性项目 10 个以上，工业投资达

60 亿元， 培育新增市场主体 1000 家以

上，确保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2 家以上。

聚焦强城镇。以“一圈两场三改” 为

抓手，提升城市品质、发展城市经济、提

高管理水平。 全力打造 15 分钟生活圈，

着力推进停车场建设和农贸市场扩量提

质，完成棚户区改造 780 户，老旧院落改

造 44 个，背街小巷改造 6 条。 做好各类

场馆免费开放工作。

聚焦强三农。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农

村“五治” 、落实振兴政策、提升乡风文

明。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聚焦强旅游。 盘活阳明文化园项目、

全力开发阳明文化产品， 丰富旅游产品、

优化服务水平。 确保全年阳明文化园接待

游客达到 20 万人次以上、 召集研学团队

200个以上、接待研学游客 5万人次以上。

聚焦强环境。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狠

抓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

入农产品外贸企业、外综服务企业，力争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从 6 家增加至 10 家

以上。 确保全年引进重点产业项目到位

资金 90 亿元。

聚焦强生态。 铁腕推进矿山治理，全

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工作、

狠抓县域矿业秩序整治、加大大气污染协

同治理，确保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 97%

以上。 全面抓实水环境污染防治各项措

施， 确保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达

100%。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确保全县

土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 提高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和

应急体系建设。 全面实施林长制，深入推

行河长制，巩固长江流域退捕禁捕成果。

聚焦强民生。 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水

库，扎实抓好教育工作，毫不松懈抓好疫

情防控，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落实拥军优

抚政策，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 。

聚焦强人才。以招才引智为主导，大

力实施引才、用才、留才行动。 聚焦大学

生群体， 开展在黔高校毕业生到修文就

业创业行动；注重以用为本，把人才用在

最合适的岗位；大力营造识才、爱才、敬

才良好环境，突出配套服务，让各类人才

创业安心、工作顺心、生活舒心。

接续奋斗 做好八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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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企特派员用心用情

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突出“五个聚焦”

推动修文县农业升级农民增收

修文县

村民在修文县猕猴桃种植园区采摘猕猴桃。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

任公司高线作业区。

贵钢公司 / 供图

修文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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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接续奋斗

打造“五个新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