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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
节，新蒲新区喇叭镇瓦龙
村辣椒育苗基地里一派繁
忙景象，工人们扒土、倒
种、摆盘。近年来，瓦龙村
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
集体经济组织资源优势，
通过“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由合作社负责
对接辣椒收购公司，实行
订单种植，合作社和农户
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解决
了种植农户后顾之忧。

（记者 张婷 摄）

2月 16日，走进遵义巴斯巴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数百名工
人正铆足干劲进行生产作业。为赶
制今年超 11亿元的预购订单，该公
司大年初四便已复工复产，为新一
年“开门红”打下基础。

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遵义
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广东
企业＋贵州资源”“广东研发＋贵州
制造”等合作模式，实现高质量发
展，开年订单量便增长了 60%。喜
人成绩的背后，是过去一年粤黔协
作不断深化的成果。

记者从省乡村振兴局获悉，去
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启，粤黔两
地从单向帮扶转向协作共赢，广东6
个市与贵州 8 市（州）66 个县“联
姻”，山海携手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层
次迈进。过去一年，两地持续健全

协作机制，扎实推动粤黔协作，实现
了良好开局。广东向贵州投入财政
援助资金34.43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1506个，受益人口197.74万人。

随着“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广
东市场+贵州产品”“广东总部+贵州
基地”“广东研发+贵州制造”的“4+”
经济合作模式向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上推动，两省深化合作
迎来广阔天地。两地协作共建产业
园区 88 个，到位资金 63.14 亿元。
通过粤黔协作引进落地企业 481
个，到位资金224.21亿元，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业 3.81万人。共建“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149个，帮助
贵州销售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
174.14亿元。

一年来，广东向贵州选派党政
挂职干部 220 名、专技人才 1391

名，总结推广“组团式”帮扶经验，
广东 883所学校、271家医院组团
帮扶我省 1094 所学校、341 家医
院，为我省培养了一批高素质教
师、医生队伍；在劳务协作方面，
广东帮助贵州农村劳动力实现就
业 26.22万人，盘活、新建帮扶车间
547 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3.1
万人；在乡村建设协作上，广东
415个村（社区）、1033家企业、354
个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贵州 2302个
村，实现重点县原深度贫困村结对
帮扶全覆盖，共同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典型 255个。

春节前夕，国务院印发《关于支
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
路的意见》（新国发 2号文件），提出
支持广东与贵州建立更加紧密的结
对帮扶关系，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典

范。在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建设提档升级方面提出，支持贵州
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探索“大湾区总部+贵州基地”“大湾
区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
支持粤黔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从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到加强区
域互动合作，新国发 2 号文件为
贵州以更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为粤黔协作实现双
赢再绘蓝图。

山海赴新程，风劲好扬帆。
遵义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屈水平胸有成竹地表示：

“今年我们会抢抓新国发 2 号文
件的重大机遇，把公司做强做大，
成为行业巨头，力争在两年内成
功上市。”

（据《贵州日报》）

新国发2号文件提出支持广东与贵州建立更加紧密的结对帮扶关系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局良好走向深入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
规划了张家口集群等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
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按照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将作为我国算力网络的骨干连接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开展数据
中心与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之间的协同建设，并作为国家“东数西
算”工程的战略支点，推动算力资源有序向西转移，促进解决东西部
算力供需失衡问题。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
据的处理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孙伟介绍说，我国
西部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
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要像‘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一样，充分发
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从全国角度一体化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资源使用效率。”他说。

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已成为数字经济
发展的核心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东数
西算”工程，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供需平衡、绿色集约和互联互
通，将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促进绿色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

据了解，国家层面将推动各枢纽节点尽快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推
进机制，强化数据中心绿色发展要求，推动更多数据中心向可再生
能源更丰富的西部转移。同时，加强网络、电力、用能等方面的政策
支持力度，围绕枢纽节点布局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物联网骨干直
连点等网络设施，推动各枢纽节点制定切实有效的建设方案和配套
措施。

“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实施

2月17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累计开工率达到100%。

连日来，为推动工业企业尽早复工复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持
续强化调度和服务工作。省工信厅组建9个工作组，深入园区、企业
共同学习新国发2号文件，共同谋划复工复产。春节假期后第一天，
全省就有 1200 余户企业复工复产，2 月 11 日累计开工率达到
91.9%，比预期进度提前4天达到90%以上。截至2月16日，贵州电
网当日大工业用电量达到去年当月日均水平的108.1%，全省原煤日
产量达到 30万吨以上，统调电厂发电量达到 5亿千瓦时以上，工业
企业生产负荷总体上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

下一步，全省工业战线将紧盯抓牢工业经济一季度目标任务，
持续抓细抓实运行调度和入企走访工作，切实帮助中小微工业企业
缓解资金难、市场难、成本高等问题，推动工业企业抢抓时间开足马
力、稳产增产，全力支撑全省经济一季度“开门红”。

（据《贵州日报》）

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达百分之百
本报讯 （记者 杨刚）今年，

余庆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主基调，深化领导干部入企走访
活动，通过稳住特色优势农产品，推
进农业现代化；紧盯四大主导产业，
稳住中小企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围
绕民宿产业稳住旅游发展，推进旅
游产业化；以城市“微改造”为切入
点，推进新型城镇化等举措，全力推
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为了凝聚起推进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余庆县坚
持党建引领促发展，把深化领导
干部入企走访活动作为推动新型
工业化的有力抓手，建立了“一位
领导、一个专班、一抓到底”的工
作机制，明确县级领导干部、责任
单位领导、挂帮责任单位进行走
访调研等具体任务，构建了一企
一策的闭环工作责任链条，切实
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

小叶苦丁茶是余庆县特色支柱

产业，素有“绿色金子”的美誉，该
县被誉为“中国小叶苦丁茶之
乡”。小叶苦丁茶种植已逐渐成为
该县农民增收的一个有效途径，是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
该县充分发挥小叶苦丁茶优势资
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精
深加工，实现绿色食品工业产值达
7亿元。

同时，该县将持续完善产业集
聚区道路、供水、管网等基础设
施。加快推动构皮滩抽水储能项

目、敖溪镇高新电子产业园二期、
余庆县生物颗粒燃料生产等项目
建设，实现工业总产值达 50 亿
元。持续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做新
做特以“一鸭一叶”为主的绿色食
品加工业，做大做强新型建材加工
产业和交易市场，做精做优新型烟
花产业，做深做透智能缝纫设备制
造业等，科学统筹利用各类资源，
优先保障重大项目用地、用能及资
金需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余庆县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连日来，绥阳县水务局抓紧时间推进风华镇2021年高标准农田
提质改造项目（绥阳县洛安江洛水河春光至李石堰河段河道治理工
程），将农田建设与绥阳县洛安江流域生态修复、农业产业规模化机
械化发展相结合，提升配套设施水平，改善农田灌溉及耕作条件，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在改造项目现场看见，4台大型挖机与施工人员分组将原
狭窄、杂草丛生的河道扩宽，并加固河堤，一派忙碌景象。

“项目于2月10日全面复工建设，项目已完成60%的进度，目前
河道清淤疏浚工作全面完成，现在正在修建河堤，下一步将修建堤
顶步道。通过对河流、田间生产便道的综合治理，夯实农业生产基
础条件，建设‘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优质高产高效’的良
田，打造现代化农业高地。”风华镇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
马冲说。

据了解，该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取得设计批复，工程总投资
2426.02万元，河道治理总长为 5.8千米，为推进项目顺利开工建
设，绥阳县水务局注重党建引领，提升工程质量，科学安排施工
计划，于 2021年 10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完成后预计可保护治
理河段两岸村镇 4500余人，涉及耕地 10000亩，预计 2022年 5月
中旬完工。

“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农业生产条件将会得到显著改善，一是
泄洪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确保两岸农田不受洪灾；二是保证在枯水
期有充足水源对良田进行灌溉；三是结合高标准农田的灌排设施
和完善的农机道路，促进农业资源可持续化集约利用，推动农田机
械化发展，在节约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使项目区良田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马冲
告诉记者。 （据《贵州日报》）

风华镇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