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王母街道

平绕村村民种植榆黄菇，一棚产值可达 56万元。

谢 强摄（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贵州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贵州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

孙孙 琳琳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贵州省黔西南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易地扶贫晴隆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阿妹戚托小镇全景搬迁安置点阿妹戚托小镇全景。。

林林 民民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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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卖茶叶，蒙琴邦去年又挣了十几万

元，“早几年前，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天文

数字！”

蒙琴邦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仙桥村人，过

去守着一亩三分地，只够吃饱饭。

2018 年初，贵州提出“来一场振兴农

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对照产业选

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

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八要

素”，调减低效作物，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茶产业被大河镇选中。

说干就干！有当地对发展产业的优惠

政策，加上农业局技术人员的指导，蒙琴邦

和朋友一起，贷款包下仙桥村下甲照组的一

片荒山，开始种茶之路。由于长时间撂荒，

山上的杂草长得比人都高。为尽快将荒山

收拾好，蒙琴邦跟伙伴们起早贪黑地干。

肯下功夫打理，蒙琴邦很快见到效

益。“开始卖茶叶那年，足足赚了几万块

钱，我从没想到能挣这么多。”蒙琴邦说，

看着银行卡里一天天多出来的余额，心想

种茶这条路真是走对了。“有了茶叶，收入

稳定，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贵州茶园种植面积已达 700 万

亩，位居全国第一。“十三五”期间，贵州立

足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选准茶叶、食用

菌、蔬菜等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强力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

荒山种茶叶 产业路更宽
本报记者 苏 滨

贵州人对山的感情是复杂的。如果

是游玩，推门见山，水秀峰清，贵州美景美

不胜收；可对于出行，群山无际，沟壑纵

横，贵州交通山高路远。

车出铜仁市沿河县城，行至中寨镇志

强村。两个多小时路程，始终穿行在山腰

峡谷，弯弯绕绕，上上下下很难见到一段

笔直的路段。中寨镇党委书记谭鹏飞说：

“没办法，地貌就是这样，住在山腰，陡的

地方坡度有七八十度。以前没路时，车都

上不来。”

过去道路不通，出行不便，发展更是没

有出路。2014年，全镇 14个村有 8个是深度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44.9%，农民主要靠

外出务工。2017年，贵州下定决心在全省打

响“组组通”（村组通公路）大会战，给黔货出

山修路。谭鹏飞原来在县交通局工作，被派

到中寨“啃硬骨头”。

不到两年，220 公里公路密布群山沟

壑，全镇 6000 多户村民从此联系便利，更

与山外相通。谭鹏飞被村民亲切地称为

“修路书记”，他说，“220 公里要投入 1.85
亿元，国家对贫困山区的倾力支持，起了

关键作用。”

今日中寨，路通业旺。靠着“一种一

养”脱了贫，种植茶园 1 万多亩，养殖黄牛、

白山羊、生猪共 6 万多头。赶场赶集、农货

出山，车来车往代替人扛马驮，交通之变像

酵母一样，带来更多更好之变。

“十三五”时期，贵州高速公路里程突

破 7600 公里，公路里程增至 20.7 万公里，

机场增至 11 个，高速铁路增至 1527 公里，

水运里程增至 3957 公里。重重大山变得

交通便利，吸引着更多宾朋畅游多彩贵州。

村组通公路 黔货出大山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张筱倩是贵阳市花果园社区的业主，

早上出门时，她发现楼道有些黑暗，几次

按下开关仍不管用，原来是筒灯出现了故

障。张筱倩打开手机上的小区物业应用

软件，在报事报修栏填上了“走廊筒灯不

亮”的信息。下午回家时，楼道已经恢复

了亮堂。

花果园社区内高层建筑密布，入住

45 万人，入驻企业、商家逾 2 万户，日均

人 流 量 100 万 人 次 ，社 会 治 理 难 度 较

大。随着大数据产业的落地生根，贵阳

市积极创新大数据应用场景，通过大数

据手段赋能，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

水平，花果园智慧社区的建设便是一个

生动样本。

不用刷卡，对着摄像头瞅一眼就能轻

松进社区；开车离开停车场时，闸机立刻

抬杆放行，系统会从绑定的账号中自动

扣 费 ；家 里 出 现 烟 雾 ，传 感 器 会 自 动 报

警，消防队员很快就能根据位置信息赶

到现场……目前，花果园社区治理已经

实现了社区治理云脑中心、社区治理调

度中心等建设，安保、消防、物业等服务

日益精细化。

“在这里生活既方便又舒心，遇到烦心

事总能得到及时解决。老人和孩子在家

里，上班时我很安心。”社区变得越来越智

慧，张筱倩和大伙儿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

机，贵州致力于将大数据延伸到民生各领

域，推动大数据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服

务相融合，涌现出“智慧社区”“智慧旅游”

“天网工程”“健康医疗”等一批应用成果，

着力解决普惠性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共享

数字红利。

社区更智慧 数字红利多
本报记者 程 焕

贵州重峦叠嶂。重重大山的阻隔，让

走出封闭、摆脱落后成为贵州人长期以来

的梦想。

2015 年，贵州举办首届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通过举办数博会，贵州逐步

打造新的开放平台，聚全球之智、借全球

之力走新路。

近年来，作为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

题的博览会，数博会越办越好。2019 年，

61 个国家和地区共 803 名重要嘉宾参会，

展览规模、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纪录不

断刷新，数博会成为充满合作机遇、引领

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和共商发展大计、

共享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

今年 4 月 26 日，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 年）》显示，贵州数字经济增长势头

强劲，2020 年同比增长超过 15%，增速连

续 6 年排全国第一。如今，苹果、英特尔、

惠普等国外企业，华为、科大讯飞等国内

企业，进驻贵州共抓新机遇；全省共有重

点数据中心 23 个，汇聚来自国家部委、行

业龙头、金融机构的海量数据资源，成为

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最集聚的地区之一。

贵州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贵阳市

委副书记马宁宇说，“数博会已成为贵州

一张亮丽的名片，更是贵州打造国家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的一个样板。”

开放的样板又何止一个。近年来，

贵州通过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等

活动，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发展，国际关注度日益增强，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

数博会引领 开放迈大步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家庭医生叮嘱我要管住嘴、迈开腿，

还要按时服药，这些招还真管用！”家住贵

州铜仁市江口县凯德街道梵瑞社区的吴

建成说。吴建成曾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

户，多年前查出患有糖尿病，尽管可以享

受医疗保障待遇，可他每次只有到病情严

重时才会去看医生，吃起药来也是断断续

续，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2017 年，江口县启动县域医疗服务

共同体试点建设，由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组成家庭医生团队，为群众提供基本医

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生活指导等医疗

服务。针对当地常见的高血压等 5 种慢

性病，县里以行政村为网格单元，明确团

队 和 专 家 组 对 患 者 实 施“ 一 对 一 ”医 疗

服务。

“一天吃几次药、每次吃多少，家庭医

生都安排得清清楚楚，提醒我按时按量服

用。”吴建成分别与县中医院、街道卫生

院、社区卫生室签订了协议，家庭医生每

月定期上门为他测量血糖，并免费发放药

品。一旦病情有变，则立即联系上级医院

的签约医生进行诊断治疗。

在家庭医生的持续治疗下，吴建成的

血糖基本保持稳定。目前，江口县共有

105 个网格服务团队，共筛查 5 种慢性病

患者 19364 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率由

原来的 75%提高到 91.19%，慢性病发生并

发症明显下降。

“十三五”期间，贵州全面建成省市县

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乡镇卫生院、

中医馆和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实现

全覆盖，贫困人口实现“三重医疗保障”全

面覆盖，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大

病专项救治和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全

面落实。

一对一服务 医疗有保障
本报记者 万秀斌 程 焕

创新发展 拼搏进取

黔西市素朴镇古胜村，地处六广河西

岸，石漠化严重，2006 年前，森林覆盖率

不足 12%。“平井无井水，石头挡脚梁。走

的是‘毛狗路’，住的是‘杈杈房’。”当地民

谣道出曾经恶劣的生态环境。

2006 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将

古胜村定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试验示范

点，结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和当地实际情

况，为古胜村量身打造了一套石漠化修复

方案——“高海拔自然恢复、中海拔退耕

还林、低海拔种经果林”。

动员村民参与，村两委专门琢磨出“五

皮工作法”：“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

饿着肚皮、走破脚皮”，挨家挨户上门动员。

经 过 一 年 努 力 ，古 胜 村 退 耕 还 林

3000 余亩。为确保树能存活，村干部牵

头，联合 15 个村民小组组长，组建起一张

覆盖全村的生态防护网，将山林管护责任

规划到户、落实到人。

山上有了树，山下“点绿成金”，如今

经果林发展到 3400 亩。目前，全村累计退

耕还林 3038.5 亩，石漠化治理 710 亩，森林

覆盖率提升到 89.68%。2017 年，全村实现

整村脱贫；2020 年末，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1.18 万余元。如今，樱桃、枇杷、杨梅、李子

等时令水果错季上市，526 户群众家家有

产业、人人有收入。

古胜村村民端稳了生态“金饭碗”。

贵州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50%提高到

2020 年的 61.51%，年均增速居全国第一。

生态绿意浓 饭碗端得稳
本报记者 黄 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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