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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市石堡乡的幺公湾子，杉树成林，绿树满山，这幅美
景源于石堡乡红星村党支部原支部书记程华荣的努力。从
1973年起，程荣华便带领村民开始造林，如今，幺公湾子因
植树造林而变得生机勃勃，一部分被划入了国家自然保护
区，这成为了程荣华最骄傲的事。

幺公湾子曾是一个偏僻的自然村，地处赤水市与习水县
交界处，19户人家散落在峡谷的沟梁间。这里土地贫瘠，村
民们住的是土墙茅屋，到山下赶集来回要五六个小时，姑娘
都往村外嫁，男孩很难娶上媳妇。读过几年书的程荣华知
道，这一切都源于贫困。

幺公湾子地处深山，四处是灌木，却缺少修房造屋的
木材，1973年，25岁的程荣华决定栽种生长快、产量高、用
途广的杉树。没有钱买种苗，他便进山采集杉树果自己育
苗。入冬后，他把杉树果粒筛选出来，经过浸泡、杀菌处理
后，将种子埋进整理好的一箱箱苗床里，次年立春后，小苗
破土而出，那年春天，程荣华夫妇在自家的地里移栽了两
万多株杉树苗。紧接着，他又带领全家连片栽种了30多亩
杉树苗。

造林都在冬春两季，程荣华夫妇每天拂晓就出发，背着
两个碗一口锅，爬过10多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饿了他们
就在地里埋锅煮饭，渴了就喝山泉水，风雨无阻。有一次，程
荣华在栽树回来的路上，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小路上，差点丢
了性命。然而，这仍然没有动摇程荣华造林的信念。

程荣华造林的事被村民们知晓后，大家一致认为，木
材长大后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好多村民便跟着他种起
杉树来，程荣华也将杉树苗免费发放给乡亲们。后来，乡
林业站的干部告诉他，国家鼓励造林，每亩有 20元钱的补
助，此外还有育苗补助。

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程荣华和村民们造林的信心更
足了，参与其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1985年，程荣华动员村民以每亩150到400元的价格，
将3300亩杉树林流转给赤水木材公司管理，期限25年。在
他的努力下，19户村民都当上了“万元户”，纷纷搬出了大
山。此外，程荣华还帮助石堡、官渡两个乡镇造林 5000多
亩。几年后，程荣华的二儿子来到石堡乡林业站工作，父子
两代接力护林。

2016年，随着一条通村路延伸到林区，程荣华和儿子
一起召集 60位村民入股，带领村民挖鱼塘养生态冷水鱼，
栽种金钗石斛、白芨等中药材和紫荆花、腊梅、槐花等花卉
苗木400多亩。

1995年，程荣华因造林的突出贡献被贵州省委、省人民
政府授予“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今年3月，当选敬业奉献

“贵州好人”。
这么多年来，只要有空闲，程荣华都要到幺公湾子转一

转，看着当年亲手种下的杉树一天天长成参天大树，在他眼
里，这些杉树就是他的孩子，他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坚定地向
前走。 （记者 赵婧耘）

古稀老人的
植树情怀

——记“贵州好人”程荣华

本报讯 （记者 李玺）日前，记
者从市政府获悉，1—8月，全市 710户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完 成 增 加 值
1058.84亿元，同比增长15.6%，全省排
名第二。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持续
稳定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全市紧紧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大力实施工业倍增行动，
以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为主攻方
向，以产业集群化发展为主要抓手，以
园区项目建设为主要平台，全市工业
经济运行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实
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为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市委、市政府成立遵义市推进

“四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四
化”建设，并按照“一个产业、一位市领
导、一个工作专班、一个实施方案”的
工作要求，组建十大工业产业发展工
作专班，分别由一位市委常委或副市
长领衔推进一个工业产业。同时，深

入开展领导干部入企走访活动，对全
市 122家产值较大或成长性较好的工
业企业实行市领导挂帮，各县（市、区)
对辖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行挂帮全
覆盖。截至目前，全市各级领导干部
挂帮企业 1473户（含规下企业），走访
企业 2516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399
个，组织企业共申报项目 105个，申请
基金110余亿元，全市123个工业项目
共争取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
金约7.62亿元。

制定下发《遵义市规范开发区管
理机构实施方案》，进一步理顺开发区
管理体制机制，有效解决地方党委政
府与开发区权、责、利不明的瓶颈问
题。指导各县（市、区）根据资源、区位
及地方特色，选定1个首位产业和1至
2个潜力产业，形成“—园一主导”“—
园一特色”的产业发展格局。1—8月，
全市开发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约
138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高于全

省约10个百分点。
全力推动白酒产业重大项目建

设，加大茅台及习酒技改扩能项目服
务力度，加速推动珍酒、董酒、国台等
地方酒企产业项目建设，扩大产能规
模，提高产出能力。1—8月，全市优
质烟酒产业实现产值 927.5亿元，同
比增长 23.9%，实现工业增加值 895.7
亿元，同比增长 21.8%。以优势资源
为重点，积极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升级
改造，大力推进基础材料产业发展，
1—8 月，基础材料产业实现产值
196.2亿元，同比增长 29.5%，实现工
业 增 加 值 3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7%。全力支持大功率液力变速
器、精密齿轮、精密铸锻件、萃取设备
等优势领域项目，提升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支撑能力，1—8月，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实现产值 101.7亿元，同比增
长 26.3%，实现工业增加值 23.1亿元，
同比增长22.7%。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招商引资
作为“一把手工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头号工程”，整合各县（市、区）
工业部门资源要素开展精准招商。
1—8月，全市工业和能源产业大招商
引进项目数量（含续建）509个，累计到
位资金 429.3亿元，完成目标任务数
71.5%。

另外，我市还紧盯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制定下发了《市领导领衔推动十
大工业产业重大建设项目工作方案》，
实行 500万元及以上工业投资项目全
覆盖调度，进一步加快全市重大项目
落地效率，1—8月，全市工业投资完成
23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355亿元的
66.7%。并以“千企改造”工程为重点，
狠抓工业项目建设，全年实施千企改
造项目 213个，总投资 620亿元，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 170亿元。1—8月，累
计完成投资121.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71%。

1—8月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增长

2019年 4月 25日，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在此
之前，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旅游基础设施较差等客观
因素，直到 2007年，旅游收入一直为
零，仡佬民族文化一度“养在深闺无
人识”。

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
同时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务川自
治县文旅局局长陈波说：“近年来，
我县强力实施‘文旅产业化’发展战
略，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悉
心打造文旅品牌，宣传推介仡佬文
化，成效显著。”随着遵义第六届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亚特拉斯国际青年
男篮四国挑战赛等活动的成功举办，
联合 CCTV４直播“传奇中国年·春
节”，纪实电影《出山记》、仡佬族题
材电影《碧血丹砂》在国内各大院线
上映，文艺作品《心心结》《打挂子》
《远山仡佬》等亮相央视，仡佬文化
已走出“深闺”。

培育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沃土

务川有着厚重的仡佬文化资源。
这里有精妙绝伦的高台舞狮、神秘古
朴的仡佬傩戏等丰富多彩的民风民
俗，有千年仡佬古寨、宝王庙、汉墓群、
申佑祠等历史人文景观，也有淘砂炼
汞、仡佬族皮纸、麻糖醋制作技艺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更好地传承和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2003年，邹进扬
（原贵州省考古副研究馆员、务川自治
县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调入县文物管
理所，他从洪渡河畔 30万平方米的汉
墓群挖掘研究着手，发掘和整理仡佬
文化。

邹进扬用了3年时间，跑遍全县600
余个村寨，记录了不可移动文物点204
处，登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3项，新发
现文物175处……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
龙潭仡佬民族文化村、世界现存最古老
的丹砂冶炼技术、仡佬族祭天朝祖地天
祖坳、院子箐史前仡佬文化遗址等众多
历史遗存，在他脚步的丈量下一一“苏
醒”，为务川寻回文化根脉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007年，务川自治县决定：就是
再困难，县财政也要挤出资金，用于
挖掘和整理仡佬文化，带动旅游产业
发展。从此，县财政每年拨款 100万
元，用于龙潭仡佬民族村寨的保护性
开发，并把仡佬族每年清明的祭天朝
祖节、吃新节，放到县级层面来开
展，邀请全世界仡佬族人到务川朝天
祭祖。

通过多年的努力，龙潭村成为
“30个贵州最具魅力民族村寨”之一；
务川仡佬族祭天朝祖节，被列为“国
家优秀民族节庆”；务川仡佬族吃新
节也被国际节庆协会列为中国最具
特色的 21个民族节庆之一。2018年，
务川仡佬族吃新节还被评选为全国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100个乡村文
化活动节庆。

不仅如此，务川还成功申报中国传
统村落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8处；全县共有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5项。

文旅融合开启时代新篇章

旅游产业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一届接着一届干。2014年，务川自

治县委、县政府班子认为，务川旅游产
业要发展，必须借助国开行、贵州省联
社和上海市奉贤区定点帮扶务川的机
遇，通过 3年大决战，彻底解决景区基
础设施和全县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短板，全面美化、亮化乡村房屋、
院落、村寨，全方位提升乡村村民文化
素质，全面构建内通外联的大交通、大
旅游体系。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依托帮扶单位
的支持，短短 3年时间，务正高速、务
德高速建成通车，务凤、务彭、务道、务
德、务正高速以及境内县到乡镇、乡镇
与乡镇之间一条条二级路全面贯通；
通村油路、旅游产业路、入组硬化路、
连户硬化路全面完工；景区景点开园
迎客。

交通通畅了，设施完善了，务川
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又采取项目投
资、客源市场拓展、旅研活动等措施
把龙潭景区培育成了 4A 级旅游景
区，拉动景区内荷花山庄、仡寨山庄、
祥和院等 33户特色农家乐、乡村客栈
的经营，解决就业 160人左右；拉动景
区内百匠园仡佬传统手工作坊 8户，
解决就业 80多人；成功招商引资印象
丹砂、远山仡佬风等 15家文化传媒、
演绎会所入驻……古老的仡佬文化

焕发了新的活力。
9月初，龙潭村结束了夏天的旅游

旺季，农家乐荷花山庄的老板申海洋
没有闲着，他忙着开始对山庄进行升
级改造，为即将到来的吃新节做准备。

2010年，在外务工的申海洋回到
龙潭村开办荷花山庄时，没有想到自
己的农家乐会像现在这样红火。

“2011年的时候，我的农家乐一度面
临倒闭，资金跟不上，经营也没有打
开，幸好那时县里开始加大政策支
持，不断完善村里的设施建设，又协
助我贷款渡过了难关。”申海洋说。
这几年，申海洋的生意越做越大，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上半年，以龙潭仡佬民族村
寨为核心的仡佬之源景区共接待游客
144.4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17亿元。

如今，文旅融合以其巨大的魔
力，迅速刷新了仡乡的容颜，全面促
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了群众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今后，我们将立足
自然禀赋和仡佬文化、丹砂文化的特
色优势，深挖文化内涵，保护开发历
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文化旅游精品。”务川自治县县委书
记程晓秋说。

（记者 李玺）

务川：激活仡佬文化 闯出蝶变之路

2021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血战

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了一次开创新
局的伟大远征，书写了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

光阴荏苒，80多年过去，红军长征沿线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处处
展现生机与活力。

游客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参观（2021年10月16日摄）。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李培松）近
日，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局获悉，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一云一网
一体系”为抓手，持续完善政府数
据资源体系，助力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不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取得新成效。

据了解，在完善数据资源体
系方面，数据中台汇聚发改、公
安、交通、卫健、医保、人社等重点
部门数据，治理形成自然人、法
人、地理空间等 6个基础库，建成
信用服务、交通出行 2个主题库，
生成 719个模型，并实现数据中
台与省市一体化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级联，上架 70个数据集正式对
外提供服务。视频中台汇聚教
育、公安、交通、卫健等领域
93532路视频数据。物联网感知
中台接入 2839 个物联网设备。
可视化中台对接 10个具体场景
应用，并完成模型设计。

在数据共享开放方面，建成
省市一体化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遵义专区，完成市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迁移升级，并积极开展《贵
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宣
贯，先后召开数据调度专题会、
共享开放平台操作使用培训会，
编制印发《遵义市政府数据共享
责任清单（第一批）》《遵义市政
府数据开放责任清单（第一批）》
等，多措并举推动数据共享开
放。截至目前，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上架数据资源 437个，数据接
口调用次数达 3569.26万次；开
放平台升级完成后 3个月即提
供服务2379批次。

在数据场景应用方面，聚焦
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建成综合
行政执法一体化协同平台，整合多部门数据，打破数据壁
垒，助力综合行政执法效果显著。依托数据中台，开展自然
人信用分、交通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市民自觉
遵纪守信意识，赋能文明城市建设。基于视频中台，打造城
市管理预警监测平台、高速卡口安全驾驶监测平台。高速
卡口安全驾驶监测平台实现对 14类高速违法驾驶行为进
行智能分析。城市管理预警监测平台通过对 54类违法行
为进行智能检测，构建执法智能分析与案件办理的智能闭
环执法体系，将传统执法 3至 5个工作日缩短至 30分钟。
截至目前，城市管理预警监测平台共检测处置问题 31072
件，在城市智能场景执法业务示范应用上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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