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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黄立飞）近年来，遵义职业技
术学院不断优化专业建设，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

日前，在“校企共建”的遵义直播电商产业学院，
正在进行“黔货出山”直播的学生表现热情、娴熟、专
业。据了解，该学院紧紧围绕“技能贵州”行动计划纲
要，与阿里、京东、抖音、贵州电商云、遵义广播电视台
等合作，打造完善的课程体系，组建强大的师资力量，
实施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将专业与产业对接，为
企业和社会培养新媒体直播电商人才。

在现代农业系科创中心，该中心各专业团队历
年的科研项目取得可喜成绩。尤其是在红粱种质资
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项目中，通过系谱法选育了 4
个红粱优良品系。

新规划集“农工商民居建”于一体的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基地，将被打造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展示平台，以及职业教育赋能乡
村振兴的展示窗口。基地建成后，将创建各专业沉浸
式的认知教学与实训教学体系，以应用实景化的方式
将乡村党建、治理、生态、建筑，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进行系统化集成，为乡
村振兴提供沉浸式的技术示范与技术咨询服务。

该院教学型动物医院拥有电子计算机断层扫
描、核磁共振、直接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彩色超
声诊断仪等先进设备，还获得省级项目2项、市级项
目3项。目前，该院正在联合中国犬业协会（NGKC）
建立宠物美容1+X证书试点，着力培养一批高端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不断优化专业建设
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从满山一垄垄茶树的湄潭到遍地
古木参天的务川，从到处茂林修竹的赤
水到满地花团锦簇的桐梓……行走在
黔北大地，如同畅游在一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壮美画卷之中。

“十三五”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指引下，遵义林业系统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资源禀
赋，发挥比较优势，统筹推进增绿、护
绿、用绿，提升了绿水青山的“颜值”，做
大金山银山的“价值”，奋力在生态文明
建设上出新绩。

国土增绿，山河添彩

1066.4万亩国家级公益林、756.6
万亩地方公益林、1100 万余亩商品
林，这 2900万余亩林地，覆盖遵义一
半以上的国土。这是遵义的生态家
底，日益浓重的绿色正在黔北大地上
铺展开来。

这绿色，是遵义林业系统护卫美
丽遵义的亮丽底色，也是遵义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厚重基色。

“十三五”以来，全市林业系统以国
家储备林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植被
恢复、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等林业重
点工程为支撑，增林扩绿，一体化推进
森林扩面、林分提质和城乡绿化。

科学推进森林扩面——结合造林
政策与产业发展，按照“宜造则造、应退
尽退”原则，因地制宜推进竹、花椒等产
业基地建设，累计完成绿化造林面积
604.5万亩。目前全市保有林地面积达
2900万余亩。

精准推进林分提质——全力开展
森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封山育林
等行动，积极加大国储林项目的争取和
落地建设，从谋划的140万亩扩大到后
期获批的 330万亩，到目前，已建设完
工 104.5万亩，一系列举措推动全市单
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从 2015年的 77.06
立方米/公顷提升到 88.06 立方米/公
顷。

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绿染城市
乡村，以“绣花”功夫推进绿化，创建了
国家级森林乡村16个、省级森林城市5

个、省级森林乡镇37个、省级森林村寨
134个、省级森林人家 1257家、景观优
美森林村寨 2个。目前，各县（市、区）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7.88%，村
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42.63%，2021年国
家森林城市调研评估遵义名列全国前
列，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这一系列精准增绿的举措真实可
感，这一组组数字见证了一个处处变绿
变美的遵义。目前，全市森林生态效益
达到1431.91亿元/年，森林覆盖率稳定
在62%，森林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科学护绿，黔北常青

在遵义，目之所及，绿色应接不暇。
精心护绿，守护森林，把好“林”

门。“十三五”以来，全市以全面推行林
长制为总抓手，以森林督查执法监管
为手段，完善森林资源管护体系，让护
绿行动更讲科学，更重规律。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制定了
《遵义市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
案》，并配套建立了市级林长联席会
议制度、林长“巡林巡查”制度、林长
制考核制度等 6项制度，以及“林长+
小林长”等制度，一体构建全面保护、
全域覆盖的“1+6+N”制度体系，全面
推进“林长制”实现“林长治”；还将

“赤水河流域依法实行林长制”写入
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推
动了《遵义市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保
护条例》颁布实施；出台了《遵义市林
业部门服务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十条
规定》，建立了黔渝川片区林业有害
生物联防联控机制以及野生动植物
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工作市际联席会
议制度，让森林资源管护体制机制日
益健全。

问题整治动真碰硬——坚决扛起
涉林生态环保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全面
完成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反馈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不到位问题
整改销号。全年疑似图斑核实率、行政
案件查结率、刑事案件移送率“三率”达
到100%。

资源保护更有力度——建成自然

保护地 65个（其中国家级 22个、省级
19个），数量占全省的 19.12%，排全省
第一；建成自然保护区23个、风景名胜
区 8个、地质公园 2个、湿地公园 9个、
森林公园22个。

森林防灭火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林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东西部高火险区综合治理项目建
设扎实推进；整市推进森林和草原火灾
风险普查试点工作，森林火灾受害率长
期控制在 0.8‰以内，创新性提出农事
生产用火“报备”制度。

国家级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
100%；建成“贵州省松类有害生物防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播州区县级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天敌繁育中心；林业有害
生物成灾率长期控制在 0.2‰（省控水
平）以下。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
年攻坚行动，将于 2026年前实现播州
区、仁怀市、习水县、凤冈县4个松材线
虫病疫区县全部拔除。

“点绿成金”，为民增收

近段时间，黔北大地山水如画，沃
野似锦。

在桐梓县狮溪镇箐坝山上，笋农华
会正坐着山地轨道车，载着满满的方竹
笋下山交易；在务川自治县涪洋镇，花
椒种植大户朱勇正忙着细算收入账；在
赤水市大同镇天桥村农机化农民专业
合作社里，农民们正忙着加工竹子……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
遵义生态农业的长足发展，让不少农民
端起“生态饭碗”，日子越过越红火。

盎然绿色，正逐渐成为遵义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

“十三五”以来，以“绿”作笔，深入
实施“兴林富民”工程，全市林业产业总
产值多年位居全省前列。每年带动50
万以上农民就业增收。更可喜的是，
2021年全市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 586
亿元，2022年预计实现林业综合产值
600亿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
位，这些年，遵义“点绿成金”，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着力向林地要效益。围绕“1+N”
产业发展模式，全市统筹推进竹基地建
设、竹加工业和竹旅游业发展，引进、培
育国家级涉竹企业2家、省级林业龙头
企业10家，以竹林为主体围绕展竹、制
竹、玩竹、食竹等元素的生态旅游业蓬
勃发展，初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2021年，全市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
亿元。

到 10月底，全市林下经济实施主
体达到 1501个。林下经济利用林地
面积达552万亩，实现产值78.9亿元。

着力向森林要效益。印发《遵义市
林业碳汇项目工作实施方案》，有效整
合全市森林碳汇资源，探索符合遵义实
际的林业碳汇开发路径，将林业碳汇打
造成为全市生态经济新业态。

前不久，赤水市作为市级试点，成
立贵州省首个森林碳汇局，发行全省第
一张竹林碳票。据市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碳汇项目开发中，“整合全市
林业碳汇资源，统一开发管理，确保林
权所有者权益”的“遵义模式”在全省被
推广借鉴。

着力向生态要效益。依托全市优
质生态资源，大力培育森林康养等新产
业、新业态，着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竞争优势。目前在建森林康养
试点基地 18个。到 10月底，全市森林
景观利用林地面积达125万亩，实现产
值26.7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市林业
局有关负责人说，新时代新征程上，全
市林业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国发 2号
文件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久久
为功，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断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奋力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奋斗。

（记者 金枭枭 陆邱珊）

以“绿”作笔 山河添彩
——市林业系统全力书写“两山”答卷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新蒲经开区
的贵州格林杜尔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竹浆产品研发项目生产车间，看到
一派忙碌的景象。据了解，该公司于
2017年1月正式投产，利用赤水得天
独厚的竹林资源，研发及生产环保新
型材料包装制品，主要用于国内外手
机、数码和快消品行业。
（记者 向婧 吴凡 摄影报道）

为什么选择贵州？
来黔投资 11年，时常有
人这样问遵义汉唐丰诚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
徐达宝。

2011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徐达宝出资收
购贵州汇川建安混凝土
有限公司，开始来到贵
州投资。

“来贵州之前一直
在广东深圳、东莞等地
从事混凝土行业，通过
深入考察洽谈，看中了
贵州的发展前景，同时
对贵州的投资环境非常
认可，决定到贵州投资
创业。”徐达宝说。

这一来，就是 11
年。11年来，徐达宝还
投资成立了遵义市建丰
诚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等企业，当选为遵义市
工商联（总商会）副主
席。去年 7月，徐达宝
发起成立汇川区青年企
业家商会，并当选为党
支部书记、会长。

良好的营商环境，
既是吸引力、竞争力，更
是驱动力。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公平竞
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
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
环境。扎根贵州投资
11 年的徐达宝对此深
有感触：“贵州良好的营
商环境是我在这块土地
上扎根最有效的定心
丸。”

除了是一名企业
家，2018年 11月，徐达
宝还被遵义市汇川区聘
为营商环境义务监督员。乐于助人的他，经常通过
微信、电话等渠道帮助其他外来投资企业向汇川区
营商环境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贵州提出坚定市场化方向，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随着贵州‘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政务服务事项大
部分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徐达宝说，如今是门好进、
脸好看、事好办，遇到困难随时都有可以找的人。

在徐达宝看来，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就是企业的
娘家，公司在贵州发展的动力也更足，“自2011年来
贵州投资后，感觉到贵州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办事
效率越来越高，于是改变了原本只在汇川区投资一
家分公司的计划。”

十一年磨一剑。如今，遵义汉唐丰诚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已有贵州遵义丰诚混凝土有限公
司、贵州汇川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等六家全资子公
司，公司成立以来，总产值达20多亿元。

“经历了 11年的光阴，我们外来投资商和企业
家在贵州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能很好地融
入贵州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内心深处，徐达宝早
已把贵州当成了第二故乡，“从广东来到贵州投资兴
业，早已没有了漂泊感，有信心继续扎根贵州安心投
资、放心投资、长远投资。”

作为汇川区青年企业家商会会长，徐达宝表
示，将带领汇川区青年企业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商会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商
会优势，认真履行商会职责，架起政企沟通桥梁，
通过各种走访活动，了解各行业的新技术、新资
讯，企业之间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经验心得，为商
会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帮助。

（据《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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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安
场镇胜利社区农民在田间管护麦苗。

当日是立冬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
时，进行采收晾晒、冬季备耕和播种、农
作物管护等工作。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