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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梨树剪枝时节，赤水市文
华街道组织懂技术的党员志愿者来到果
园指导果农对梨树进行剪枝及管护，确
保秋季果实增产、农民增收。图为2月
23日，在文华街道建设社区，党员志愿
者在指导果农剪枝。

（特约摄影 王长育）

全世界每生产 7把吉他，就有
1把出自这里，产销额占全国的五
分之一。

这里，年产销吉他 600万把、产
值6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
家和地区。

这里，是“中国吉他之都”，全球
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

这里，是贵州正安，一个曾经的
国家级贫困县、省级深度贫困县，
2020年才脱贫“摘帽”。

从无中生有到一鸣惊人，从异
军突起到集群发展，从脱贫攻坚到
高质量发展，正安吉他演绎着不同
凡响的传奇乐章。

开篇：无中生有的“奏鸣曲”

2013年以来，正安人敢为人先、
开拓进取，选准吉他这一个主导产
业，锲而不舍地抓，奏响了一曲“无
中生有”的产业发展“奏鸣曲”。

正安吉他的故事，要从改革开
放之初的打工潮说起。

1987年，正安县组织 300“娘子
军”南下广州务工，开启了我省有组
织劳务输出的先河。1995年，郑传
玖也加入打工队伍，辗转成为吉他
制造厂工人。2007年，郑传玖与哥
哥郑传祥联手在广州创办吉他制造
公司，代工生产世界知名品牌吉他。

那几年，在广州打工从事吉他
生产的正安人，竟有 5万之多。这
成为日后正安发展吉他产业的核
心资源。

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
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提
出支持贵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
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正安县委、县政府敏锐捕捉到
政策机遇，出台一系列招商引资扶
持政策，吸引外出的正安吉他大军
回乡创业就业。

2013年，郑传祥、郑传玖兄弟率
先响应，回乡创办贵州第一家吉他
企业——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他们的故事，后来被改编
成电视剧《吉他兄弟》，在央视播出。

2013年，是正安吉他元年。
那时，正安不通高速公路、没有

产业配套，吉他生产原料、销售渠道
两头在外。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
搞吉他完全是异想天开。

但是，正安县委、县政府很坚
定。他们相信，只要有人才，敢想敢
干，一切条件都可以创造。认定了的
事情，只管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干。

正安使出浑身解数优化营商环
境。郑传玖清楚地记得，县委、县政
府领导经常对他说：“企业墙内的事
自己干，墙外的事政府帮。”

8年锲而不舍，一大批企业向
正安汇聚、一大批技术人才“出口
转内销”，正安吉他产业实现“井
喷”式发展。

截至目前，正安吉他产业园年
产销吉他 600万把，约占全国的五
分之一、全球的七分之一，成为全世
界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

一把小小的吉他，让正安一鸣
惊人，名扬天下。

发展：风生水起的“协奏曲”

正安县坚定不移推进吉他产业
集群发展，吉他配件、生产、包装、物
流、销售、培训等产业链日趋完善。
以吉他为核心、多产业协同发展，奏
响了产业发展的“协奏曲”。

贵州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山，和郑传玖兄弟有相似的经
历：外出打工、返乡创业，吉他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贝加尔公司手握 51项专利，是
正安吉他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之一。旗下“威伯”品牌连续五年稳
居吉他电商销售榜首。2018年，获
颁全国第一张吉他原产地保护认证
标识，当年卖出 97万把，占全国吉
他线上销售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被正安吉他吸引的，既有饱含
深情的返乡游子，也有眼光独到的
商界精英。

侯百春在京津沪打拼多年，投
资创业成功。2018 年，他来到正
安创办贵州如微乐器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专注吉他销售、吉他教育
和吉他旅游开发。

营销版块，代理销售 30多个正
安吉他品牌；教育版块，推广《正安
吉他》标准，促进吉他文化进校园；旅

游版块，用吉他吸引游客走进正安。
集群发展，是正安吉他产业发

展的核心一招。围绕吉他抓主导产
业、抓龙头企业、抓产业链条、抓园区
建设、抓要素保障、抓生态环保，产业
无中生有、有中生优、优中做强。

目前，正安有吉他生产及配套
企业 111家，吉他配件、生产、包装、
物流、销售、培训等上下游产业集
中布局，基本形成了闭合、稳定的
产业链。

琴弦、琴枕是目前仅有的 2种
正安不能生产的吉他配件，而这个
短板即将被神曲公司补上。公司与
浙江企业合作的琴弦、琴枕生产线，
今年5月即将投产。

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行业影
响力日趋提高。2020年，《正安吉
他》团体标准发布，正安吉他文化
产业园获得全国 13 个之一、贵州
省唯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创建资格。

2021年，正安吉他产业集群发
展经验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全国推
广，正安县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
予“中国吉他之都”称号。

正安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
坚持不懈推进吉他产业集群发展。
力争到 2025年，吉他生产及其配套
企业发展至 140家以上，年产销吉
他 1000 万把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120亿元。

转型：厚积薄发的“变奏曲”

经过多年努力，正安吉他正朝
着更加注重品质提升、更加注重品
牌打造、更加注重产业融合的方向
发展，奏响了从脱贫攻坚转向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变奏曲”。

2月6日，马氏吉他正式复工。
今年，企业从代加工生产转型

发展自主品牌，企业负责人马大树
信心十足，“通过自主品牌打造，
我们每把吉他的利润是原来代加
工的5倍以上！”

转型，是这两年正安吉他产业
发展的关键词。不仅要做大产业规
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也要做强品质
做优品牌、提升综合效益。

为此，正安力推吉他产业与文

化、旅游、教育等深度融合发展。规
划建设了吉他广场、吉他风情小镇、
吉他文化主题公园、吉他规划展览
馆、吉他主题酒店等；聘请了世界著
名吉他大师莫勒为正安吉他形象大
使；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吉他制作大
赛、首届贵州正安吉他展览会；先后
承办第四届全国吉他教学研讨会、
第十四届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暨正安吉他音乐节；推动吉他文
化进校园，鼓励小学三年级以上学
生学习吉他。

去年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大会
后，赵山提前了开展吉他跨境电商
业务的计划，立即着手组建团队、对
接平台。

侯百春认定，围绕吉他产、销、
教、文、旅至少可以产生 3到 5家市
值 200亿元以上的公司，下定决心
在正安“淘金”。

新年，神曲公司订单爆满，工期
已经排到2023年。

“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把正安自
主品牌的吉他卖到全球，让全世界
的吉他爱好者买到我们正安吉他。”
郑传玖满怀信心。

目前，正安吉他拥有核心专利
268项、自主品牌56个，高质量发展
基础坚实。

今年春节前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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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发
〔2022〕2 号）。其中提出，支持贵
州培育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基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前后两个国发 2号文件，正好
映照了正安吉他从孕育到诞生、从
发展到转型的关键节点。

正安县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叶晓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
精神，抓好新国发 2号文件精神落
地落实，奋力推动吉他产业高质量
发展，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品质、一流
品牌，将正安吉他园建设成为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文化旅
游示范区，努力打造世界知名的吉
他产业聚集地。

（据《贵州日报》）

一把吉他奏响“三支乐曲”
——从正安吉他产业看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启示 本报讯 （记者 向婧）新国发2号文件出台后，红花岗区住建

局通过专题学、广泛学、重点学，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谋划工作举
措，扎实推动文件精神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据了解，红花岗区住建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党委班子集中
学习研讨新国发 2号文件内容，紧紧围绕如何贯彻落实新国发 2号
文件，明确2022年工作方向和具体措施，以实际行动践行新使命，担
当新作为，展现新风采。并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通过原原本本学、深入剖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新国发2号文
件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

作为要素保障部门，红花岗区住建局组织重点业务股室，对标
新国发 2号文件精神，开展“理论+业务”学习，强化成果转化运用。
突出重点，立足实际，加快项目谋划，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护航重点
项目落地建设。

该局以“三改”为抓手，奋力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改造背街小巷，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该局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始终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实打
实的行动，硬碰硬的措施，高质量完成建筑业总产值、房地产投资、
房屋销售面积等指标任务，推动经济指标工作在新的征程中，持续
向好，奋力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稳”。

该局还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步伐，实现便民“速度”再提速，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的营商环境。

主动作为 勇开新局
红花岗区住建局深入学习贯彻新国发2号文件精神

2月20日，凤冈县龙泉街道文峰村的山林间零零星星飘着小雪，
龙泉街道林业站护林员陈世强依然和往常一样来到山间小道上，开
始巡护山林。

59岁的陈世强从2002年开始担任护林员，负责管护文峰村、柏
梓村的2万多亩山林，他每天的工作是制止野外用火、乱砍滥伐、乱
捕乱猎、乱建乱占，巡查林区病虫害情况以及退耕还林、生态修复工
程管护和林木生长情况。按规定，护林员每月至少完成22次巡山护
林的任务，可陈世强每天都要巡护山林一次。

“我当了20年的护林员，和这些树有了感情，它们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一天看不到，心里头就空荡荡的。”陈世强说。

去年，陈世强获评“2021年贵州最美劳动者”，按说有了荣誉又
快到退休年纪，他应该安心等待退休，但陈世强却不这么想。“我打
算去找领导申请一下，退休后继续当护林员，只要我还干得动，我就
要继续干。”

自2017年以来，凤冈县探索建立县、镇（街道）、村（社区）、末梢
林长（护林员）四级林长的工作机制，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总林长，
县级林长36人，每个林长“包”镇（街道），就出现的问题督促协调相
关部门或人员解决；镇（街道）级林长 123人，每个林长保护好自家

“责任田”，压紧压实管护责任，促进履职尽责；村（社区）级林长 144
人，每个林长每年开展 12次护林活动；末梢林长 1237人，每人每月
至少完成 22次巡山任务；通过上下四级联动，筑牢 169万亩森林资
源的保护防线。

2021年，凤冈森林覆盖率达60.58％，村庄绿化覆盖率达46.5％，
古树大树名木保护率达100％，该县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百佳县”“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生态旅游百强县”等殊荣。

（据《贵州日报》）

凤冈县

“四级林长”守护160余万亩森林

“把老叶子和黄叶子都摘掉，处理干净点……”近日，在红花岗
区金鼎山镇银江村，菜农穆世雄正和妻子、儿媳在田间采摘白菜。

“最近蔬菜价格平稳，市场需求量很大，所以这几天比春节前更
忙，我们全家齐上阵来采收蔬菜。”穆世雄说。

银江村是红花岗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穆世雄是银江村
的蔬菜种植大户，据他介绍，从春节前到目前，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
个整天。“每天都有蔬菜收购商上门收购，刚有人打电话来订购，要
500斤白菜，还有花菜，我们要赶紧给他备好。”穆世雄说。

蔬菜的畅销，让他看到了致富方向。今年，他种植了白菜、花
菜、红菜薹等各类蔬菜近200亩，“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种菜，收益是比
较稳定的，我很看好今年的发展前景。” （据《贵州日报》）

金鼎山镇

蔬菜俏销菜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