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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简历

汪海波，男，苗族，1970年 9
月出生，大学，中共党员。

2022年 1月当选政协第六
届遵义市委员会主席。

汪海波
魏在平，男，汉族，1965年 3

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
党员。

2022年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

魏在平
范奇元，男，汉族，1962 年

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致公党
党员。

2022年 1月当选政协第六
届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范奇元
陈 钊，男，汉族，1975年 8

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
党员。

2022年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陈 钊

陈 松，男，汉族，1972年 5
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
党员。

2022年 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陈 松
陈致豫，男，汉族，1974年 1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民建会员。
2022年 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陈致豫
周玉新，女，汉族，1970年 2

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
党员。

2022年 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周玉新
李开相，男，汉族，1966年 1

月出生，大学，民革党员。
2022年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李开相
冯春林，男，仡佬族，1970年3

月出生，在职博士研究生，九三
学社社员。

2022年1月当选政协第六届
遵义市委员会副主席。

冯春林

记者看两会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六十条“自治州、设区
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
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之规定，经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决定：

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设置七个工作机构，分别是提案与
委员（界别）工作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社会法制
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农业农村
委员会。

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工作机构设置的

决 定
（2022年1月8日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共遵义市委关于政协第六届遵义
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人选的通知》（遵干任〔2021〕547号）和《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经政协第六
届遵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

石敦颐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副秘
书长（分管常务工作）；

李忠莉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副
秘书长；

邱会儒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副
秘书长；

张国桥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提
案与委员（界别）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卫华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提
案与委员（界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赵 静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提
案与委员（界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郑红涛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主任；

姚艳斌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

秦 岭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教
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焦 平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教
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赵 非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社
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王利民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社
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潘建红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熊国志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周远德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文
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

陈运洪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文
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邓仁伟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农
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肖红梅同志任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农
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职的决定

（2022年1月8日政协第六届遵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被誉为“黔北粮仓”的遵义，是农业大市。“十四
五”时期，遵义市将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围绕农业八
大主导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着力培
育引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不断扩大农产品市场，提
高产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加快乡村产业兴旺。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一项项
关于推动农业大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真知灼见。

“推进农业现代化，科学规划布局农业产业是关
键，要合理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因地制
宜、区域发展，避免重复布局，恶性竞争。”市政协委
员、贵州“一方水土”文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彦
岑说，以坝区产业为例，应该合理布局，在一个县域内
尽量避免产业雷同，造成供需结构性矛盾和资源浪
费、市场滞销。另外，加快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搞好
农村物流、农村电商等系统升级，助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继续推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增加
农民收入。

市政协委员、遵义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刘
映霞提出，我市一些高校可以发挥科技力量，与地方

农业企业多维度合作，共建产学研平台，帮助农业
企业开发高质量、多元化的产品，推进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同时组建高级农业专家服务团，打造专业的
农业推广队伍，开展科技下乡、科技扶贫、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等，在关键的时节对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
服务支持，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助推
农业现代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关键要培育发展现代农业，并
且还要有完备的基层农技人才队伍作支撑。对此，
市政协委员、遵义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负责人邓
小华建议，由人社部门牵头，进一步优化招录标准，
对农技服务人员招录要设定门槛，尽量招录涉农专
业的毕业生，加大涉农优秀人才引进力度，从源头提
升农技人才队伍建设质量；要充分运用好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项目，切实加强基层农技人才培训，采取送
出去培养、请进来讲学、结对子培养等多种形式，认
真做好对基层农技人员农技推广服务专业知识技能
的全员轮训工作，不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的知识水
平和服务能力。 （记者 徐飞）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十三五”以来，遵义市大力推进白酒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
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就未来遵义白酒产业如
何发展壮大积极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赤水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陈锡
莲认为，有必要通过打造“中国酱酒·赤水河谷”品牌，
整合要素资源、统一区域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适时
举办“中国酱酒·赤水河谷”酒博会，有步骤、有计划开
展“中国酱酒·赤水河谷”专题和系列宣传，这对加快推
进遵义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市政协委员、仁怀市茅台镇酱酒盟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绍辉表示，白酒产业是遵义的支柱产业，也是
遵义绿色食品工业的核心。推动酱香白酒的绿色食品
认证工作，既有助于提高遵义白酒产业的美誉度和影
响力，提升酱香白酒产品的品牌价值和竞争力，也将对
遵义市建设全国优质绿色食品工业基地提供重要支撑
和强大助力。

梁绍辉建议，由遵义市相关部门牵头，加大对白酒

生产企业特别是规上企业关于绿色食品认证的宣传和
引导力度，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专班，专门为白酒
生产企业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提供服务。同时，严格执
行黑名单制度，加大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滥用绿色食品认证标志的行为，规范市场
秩序。

近年来，遵义市不断壮大白酒包装材料产业，目前
已初步形成新蒲经开区印刷包装产业园、播州区龙坪
包装印刷文化产业园、仁怀市坛厂配套服务园、习水白酒
包材配套园为主的包装产业带和包装产业集群。

“从产业链延伸的角度来看，我市白酒包装材料
产业聚集效应还不明显，供给能力有待增强，技术人
才缺口大。”市政协委员、贵州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乔石建议，市级层面应强化规划引领，优化
产业布局，加快促进产业集聚，加速释放项目效能，
培育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
用明显的骨干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提升供给能力，推动
转型升级。

（记者 徐飞）

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