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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易 徐茂豪）连日来，人民银行
遵义市中心支行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征信为民宣传服
务活动，奏响征信惠民促和谐、利企助农促发展的“交响
乐篇章”，更好地发挥了征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
作用。

据了解，全市征信系统充分运用动产融资系统、应收账
款平台、地方征信平台等征信工具，有力破解银企信息不对
称、抵押不落实等难题。遵义市应收账款融资金额、动产融
资抵押登记笔数、产业链融资金额及覆盖面长期位居全省
前列，在实现农户建档立卡全覆盖的基础上，采取产业授
信、集体授信、联合授信等多种方式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信用档案建档步伐，已为1.5万余家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建档立卡授信。同时，全市征信系统通过主题党
日活动及各类党建活动，传承红色信用，激发工作热情，全
力营造诚信氛围。今年以来，该行依托直播平台、微信、短
视频等组织开展银警、银校、银企暖心联动，传递征信好声
音，营造诚信氛围。

全市征信系统积极贯彻“征信为民”理念，不断建设完
善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的征信查询渠道。率先在全省建
成覆盖市、县、乡三级的个人自助查询服务体系，覆盖市、县
两级的企业自助查询服务体系。信用报告周提供服务时间
实现从“5”到“5+2”的提升，全年为群众提供查询服务33万
次以上。全市第一批 10家“服务乡村征信站”相继投入使
用，依托乡镇自助查询网点创建“服务乡村征信站+代理
点专管员+自助查询设备”的服务模式，让乡镇居民足不
出镇享受个人信用报告查询、征信业务咨询及征信知识
宣传等服务。

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

搭建便民利企助农征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俞晖）近日，遵
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
了遵义市2023年公平竞争宣传月暨企
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集中
宣传日活动，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活动，提升全社会公平竞争
意识，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提质增
效，切实帮助企业提升商业秘密保护

能力和水平，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重要知识产
权，它关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
的“安身立命之本”。当天，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召开了全市企业商业秘密
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工作推进会，对
接下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该

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围绕“强化反垄断 促公平
竞争”“商业秘密保护进企业”这两个
主题，在珠海路向广大市民宣传相关
知识和法律法规。此外，全市 30个公
平竞争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各县（市、
区）公平竞争委员会办公室派员参加

了全市公平竞争审查和商业秘密保
护业务培训。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扎实推进公
平竞争宣传月、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
力提升服务月的各项工作，增强各类
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合规意识、商业秘
密保护意识，引导全社会形成公平竞
争、诚信守法良好风尚。

增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合规意识和商业秘密保护意识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仁怀市五马镇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水果产业，
该镇种植柚子6000多亩。今年，为促进果农增收，该
镇党委、政府投入产业资金对果农进行扶持，村委“强
组兴村”工作队队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
确保产业管理不脱钩。图为果农正进行疏果。

（记者 樊明富 摄）

近年来，凤冈县精心打造水暖卫浴产业，相继引进
了金凤凰卫浴、科当阀芯、凤浴水暖等30余家企业落
户凤冈，形成了产业集群发展，年产值超过2亿元，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为6月26日，凤冈县一家水暖制品企业生产现
场，工人正在严格按照操作程序烘烤陶瓷阀片。

（记者 徐飞 石影 摄影报道）

清晨，道真自治县阳溪镇阳坝村
万药山上，云雾缭绕，鸟鸣婉转，好似
人间仙境。

置身阳坝村岭坪组极目远眺，一
条宽 3.5米、长 5公里的产业路蜿蜒而
上，从村庄到山顶，连接着山下 70户
305人的致富希望，这是一条致富路、
增收路。

路两旁，洛党参、玄参、天麻、白
芍、前胡等中药材排列分布，袭来阵阵
药香。

好山出“好药”

天微亮，50多岁的村民周登学，拿
着锄头向山上走去，“现在正是管护前
胡的好时节，今年的收成就看它。”

周登学种植中药材已有10多年历
史，从最初种烤烟，后来种药材，从几亩、
十几亩到最多时两百多亩。说起种植中
药材，周登学满是自豪与自信：“如今的
盐井坝，在家20多户农户，家家种药材，
户户都有车，基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

阳坝村海拔高，森林资源丰富，林
中富藏各类中药材、竹笋，盛产党参、
玄参、天麻等，尤其是党参俗称“洛
党”，为中国三大名党参之一，被载入
中华药典。

“从海拔高度、生长环境和交通条
件等方面综合比较，阳溪阳坝这个地
非常适合种植前胡。”基地技术指导员

孟正海说道。
阳溪镇位于道真最北端，平均海

拔1300米，境内森林覆盖率80%以上，
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是“黔北药库”道
真的核心板块。

20世纪 90年代，当地村民李永亮
采挖野生党参培育成功，后来逐渐在
当地规模种植，如今已成为群众的“致
富良方”。

如今，该镇依托得天独厚气候与土
壤资源，全力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基
地”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党参、玄参为主
的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超过15000余
亩，带动农户1126户3642人增收，仅党
参种植即可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2022年，全村共种植党参 1500余
亩、玄参 300余亩、其他药材 600余亩，
一年下来累计收入 100余万元，涉及
200余户农户。据道真农商银行阳溪
支行提供的数据显示：阳坝村目前共
有存款余额达 5500余万元，户均存款
超过10万元。

良药成“良方”

从曾经的村民采挖野生药材，到
如今已形成规模化、基地化种植。

如今，行走在道真各地，处处见药
材，处处闻药香。三江镇种植花椒 1.2
万亩，玉溪镇种植钩藤3800亩，洛龙镇
种植党参 2000余亩，阳溪镇种植中药

材1.2万亩。
“天地汇灵气，人间存仙草。”道

真，素有“黔北药库”之美誉，是贵州中
药材主产区。境内药材品种多、储量
大，已查明现有药用植物 600多种，主
要品种有玄参、洛党参、金银花、天麻、
黄连、柴胡、红豆杉、黄柏、白芷等。

其中“道真玄参”“道真洛党参”获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地道洛党参以根
条肥大、粗实、皮紧、油润、具横纹、味
甜著称，深受外商和国内同行的赞誉，
地道天麻、黄连、五倍子等在历届广交
会上深得好评。鸡笼山牌金银花已获

“无公害产品”证书，主要销往山东、南
京、重庆等地。玄阳牌洛党参远销上
海、广东、四川等地。

阳溪社区居民张道琼种植天麻、
黄连等药材已有十余年，经验极为丰
富。今年，他结合市场需求，把天麻种
植面积增加到了50余亩。“去年种了约
20余亩天麻，收入80多万元，今年扩大
规模，相信如果不受灾害影响的话，收
入不会差。”张道琼信心十足。

发展药材、赚足“药”财，不只是在
阳溪镇。在道真，广大群众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中药材早已成为增收致富
的一剂良方。

黔北药材“集散地”

阳光透过云层投向大地，夏日

的清晨，在道真自治县玉溪镇池村
村“钩藤基地”里，钩藤长得葱茏
茂盛。

据了解，该基地总面积3800亩，采
取“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和公司+
订单”的模式，辐射带动 121户 438人
增收。

万药山盐井坝核心示范基地、玉
溪镇池村村钩藤种植基地只是道真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缩影。目前，全县共
建成各类中药材种植基地106个，组建
中药材协会和专业合作社 35个，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21万余亩。

小小中药开出“致富良方”，群
众日子也越过越好。近年来，该县
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念好山字经、打好绿色牌，确立

“菜县菇乡”“黔北药库”农业产业定
位，依托山水优势发展中药材产业，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不
断壮大规模、延长链条、创优品牌，
引领广大群众种植中药材实现持续
稳定增收，努力把中药材打造成百
姓增收的“千金方”、实现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

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已达20余万亩，年产量4万余吨，年产
值4.2亿元，道真品牌“黔北药库”正走
出黔北，走出西南，走向全国。

（天眼新闻）

道真自治县

“黔北药库”名片熠熠生辉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了扩大
内需、拉动消费，绥阳县将大力支持

“夜间经济”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
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如今热闹的
夜间消费场景，不仅成了恢复市场
活力的新引擎，也让城市有了更多
烟火气。

夜幕降临，对于绥阳人来说，忙碌
了整整一天后，用美食来犒劳自己是
最好的选择。走进洋川河畔的小吃
街，一个个美食摊与夜宵店已经准备
就绪，静静等待着今晚的饕餮食客。
不到百米长的街道，云集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特色小吃，各种玩的、吃的应有
尽有，逛夜市、品美食、赏河景……吃
货们在这里大饱口福，满满的市井烟
火气正在这里聚集。

“地摊经济”不仅为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增光添彩，更让流动小摊有了

“安家之所”，尤其是夜间经济消费活
力的持续释放，让绥阳县城的“烟火
气”精彩十足。据了解，洋川河畔美
食街现规划有便民摊位 150个，临时
摊位 10余个，涵盖夜购、夜食、夜练、
夜读、夜娱、夜游等多种业态，摊主们
自觉遵守管理秩序，市场繁忙热闹又

井井有条。
在夜间经济持续“升温”的同时，

同样离不开城市管理者的统筹谋划
与综合管理。为了大力培育发展夜
间消费市场，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发
展，绥阳县从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出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与
硬件配套，切实做好城市精细化治理
和民生温度管理，推动便民摊点管理
逐渐规范，护航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在守护“烟火气”的同时，也守护
好城市文明。

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夜市负责人

张珍说：“针对夜间经济新业态的特
点，我们按照‘合理引导、有序疏导、规
范经营’的理念，在不影响居民生活、
交通秩序和市容环境的前提下，在辖
区内设立多个临时疏导点供给流动摊
贩，创新‘划线经营+限时经营’等管理
方式，让他们集中、规范经营，让绥阳
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

当前，夜间经济已经成为绥阳县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今年 1至 5月，
全县餐饮业营业额达 8000万元，增速
为54.1%。

（娄云霄 李城 韦立立）

绥阳县

袅袅烟火气 点亮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