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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越过越红火，像黄粑一样甜咧！”贵州

省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农民赵玉学

忙里忙外，喜笑颜开。这两年，赵玉学一家的生

活变化很大，两口子以前在福建打工，2021 年返

乡经营起一家黄粑作坊，还注册了“赵玉学黄粑”

商标。眼瞅着乡村游越来越热，赵玉学又在自家

的二层小楼开农家乐，“今年客人明显多了”。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在

赵玉学家，总书记亲手包了一个黄粑，笑着说：

“祝你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在村文化广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

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落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落下。

毕 节 曾 是 西 部 贫 困 地 区 的 典 型 。 上 世 纪

80 年代，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建

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多年

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着贵州的脱贫攻坚

工作，牵挂着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

区的发展。30 多年来，毕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 ，试 验 区 建 设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2020 年 完 成 了

脱贫攻坚任务。

脱贫后乡亲们的生活什么样？“守好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毕节采取了哪些新举措？建设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毕节取得了哪些新

成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来到毕节。

推进乡村振兴——

把乡村产业发展得更好，
把乡村建设得更美

“各位嘉宾到苗村，苗家儿女喜盈盈……”化

屋村文化广场上，乡亲们打鼓吹箫，载歌载舞，唱

起欢快的苗家迎客歌，引得游客驻足观看，拍手

叫好。

近年来，化屋村立足资源禀赋和独特民族风

情，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村里的观光旅游、苗绣

蜡染、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风生水起。2022 年，

化 屋 村 村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5 万 多 元 ，是

2020 年的两倍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化屋村考察时强调：脱贫之

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希望乡亲们继续努力奋斗，把乡村产业发

展得更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

化屋村的发展变化，是毕节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缩影。作为典型岩溶山区，毕节大部分乡村

山高谷深、土地破碎，不具备发展规模农业的条

件。为此，毕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

快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市。

七星关区朱昌镇小屯农业科技园的蔬菜大

棚里，一株株瓜苗沿着吊蔓向上生长，层层叠叠

的绿叶间，挂满了顶花带刺的鲜嫩小黄瓜。村民

邱会云正和几位老乡忙着修枝，动作娴熟流畅，

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技师。

以前，跟很多村民一样，邱会云一家靠种苞

谷和打零工过日子。2020 年，当地政府从山东寿

光引进一家蔬菜种植企业，在朱昌镇建起了 57
个冬暖式大棚，还配备了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包

装车等配套设施。

科技园投产后，邱会云应聘来到这里上班。

种植、修枝、授粉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按流程操作，

刷新了她对种地的认识。“有没有技术就是不一

样，现在每月能挣到 3000 元。”

大棚蔬菜基地给周边村寨百余村民提供了

岗位。在这里上班，不仅收入稳定，还能学到农

业技术，而且方便照顾孩子，可谓一举多得。

毕节市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以后，毕节用好 5 年过渡期政策，将工

作重点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转向推动乡村振

兴，出台了《毕节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方案》等

10 个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方案，同时大力实施

“制造能手”“种养能人”等培训工程，培育懂技

术、善管理、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截至 2022 年底，毕节农业总产值达 921.4 亿

元以上，同比增长 4.5％；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3311.87 元 以 上 ，同 比 增 长

7%；脱贫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达 12733 元，同比

增长 15.5%。

推动绿色发展——

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从山巅俯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绵延百里，

姹紫嫣红，仿佛画家在苍穹间打翻了调色盘……

今年赏花季，毕节的百里杜鹃景区游人如织，直

升机往来盘旋，欢笑声此起彼伏。

“除了深度赏花，还能泡温泉、品美食、买特

产、看民俗演出，好看好吃又好玩。”重庆游客陈

女士对景区的产品和服务赞不绝口。

百里杜鹃管理区党工委宣传部部长赵刚介

绍，今年赏花季，景区推出“买一张门票，可游玩

3 天”优惠措施，设计了 20 条运动康体、温泉养

生、乡村生态等旅游线路，举办了 17 个文旅嘉年

华系列活动，新打造的彝族风情歌舞《索玛花开》

驻场演出几乎场场满座。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最

佳赏花期，景区共接待游客 207.81 万人次。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优良生态环境

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贵州改革发展提出的明确要求。在化

屋村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贵州真是山好水好，

一定要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从化屋村码头登船，沿着乌江顺流而下，两

岸悬崖遥相对峙，险峻壮美。落日余晖下，宽阔

的江面泛起粼粼波光。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承载着全省一半以

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过去，沿岸不少地方“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开荒种粮、网箱养鱼、驾船捕

鱼、污水直排……乌江水质一度变差。

近些年来，贵州掀起“铁腕”治污风暴，全流

域取缔网箱养鱼，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措施，

全面推行五级河长制，大力整治沿岸磷化工污染

……乌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干流水质

已全面达到Ⅱ类标准。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刘广惠就会背上相机

和望远镜，拄根竹杖，来到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作为保护区巡护员，34 年来，他一直在草海

守水护鸟，见证了这片高原湖泊从“城进湖退、水

体污染”到“山清水秀、鸟欢人和”的变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排水造田和城市化

进程加快，草海水域面积急剧萎缩，水质一度处

于Ⅴ类和劣Ⅴ类。为了挽救草海，近年来，威宁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大力实施退城还湖、退村还

湖、退耕还湖等六大工程，推进草海生态保护与

综合治理。

短短数年，草海的保护与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包括黑颈鹤、灰鹤等国家珍稀保护鸟类，越来

越频繁地出现在刘广惠的镜头里。

如今，草海候鸟已由 2016 年的 220 种增加到

246 种，生物物种数由 2016 年的 1954 种增加到

2600 种。一年四季呈现不同景致，草海成为贵州

生态环境治理的生动典范。

抢占新赛道，培育新动能，毕节把新能源作

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 锂 电 池 供 不 应 求 ，订 单 已 经 排 到 今 年 8
月。”即便在周末，位于毕节高新区的贵州贵航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依然开足马力，国外

催促发货的电话不断，公司负责人邓文书忙得不

亦乐乎。

针对生产过程中的“三废”，公司建立了一套

完善的处置体系：废料送往回收公司，让里面的

锰、镍等金属“颗粒归仓”；通过化学等手段，实现

废气零排放；装配高效技术装备，实现工业废水

循环利用。

“与东部地区相比，毕节的电力价格、人力

资源、厂房租金等比较优势明显。”邓文书介绍，

目前公司已建成 3 期生产线，投入 8000 万元的 4
期生产线已开建，预计今年产值达 7.5 亿元。同

时 ，高 新 区 围 绕 锂 电 池 已 布 局 上 下 游 30 余 家

企业。

2022 年，毕节获批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建设重点城市、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等，县级

以 上 城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98.9%，森林覆盖率从 2017 年的 52%上升到 60%。

开发人力资源——

把人口规模优势变成人
力资源优势

备菜、加料、颠勺、摆盘……毕节职业技术学

院的烹饪实训室里，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学生李

文武正在上实训课。

前几年，家里刚刚脱贫摘帽，父亲就在意外

事 故 中 失 去 部 分 劳 动 能 力 ，家 庭 再 度 陷 入 困

境。“好在学校对于我们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减

免每学期 3500 元的学费。如果不是这样，我可

能 辍 学 外 出 打 工 了 。”去 年 顺 利 完 成 中 职 学 业

后，李文武又成为学校“粤菜师傅”订单班的高

职学生。

“毕业即就业，平均年薪 8 万元。”毕节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池涌介绍，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

风，学院与广州市 18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打造

了多个培训基地。目前学院共有 52 个订单班、

1896 名学生，80%来自低收入家庭。

人多是毕节的一大市情，当地户籍人口 950
多万，平均年龄 31 岁。然而，这座人口资源丰富

的“年轻”城市，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较短、劳动技能不足等问题。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

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毕节

市一方面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狠抓职业教

育，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一方面坚持引才与

育才并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天麻没有根须也没有叶片，主要依靠蜜环

菌供应营养……”在大方县长石镇一处天麻种植

基地里，毕节市中药研究所副所长张翔宇正在为

农户们讲解种植技术，耐心解答着大伙儿提出来

的各种难题。

37 岁的张翔宇，是毕节市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10 年来，张翔宇先后主持或参加数十项科技

研究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30 余项，为毕节市中药

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才支撑。围绕

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培育基地，毕

节市不断健全完善人才薪酬待遇、医疗、子女教

育、配偶就业等保障措施，通过实施“人才强市”

引才计划和“揭榜挂帅”引才制度，不断汇聚的人

才凝聚起强大合力。

2022 年 ，毕 节 市 全 职 引 进 高 层 次 急 需 人

才 381 人 ，引 进 62 名 高 层 次 经 营 管 理 人 才 ；全

面 推 行 职 称 线 上 评 审 服 务 ，9293 人 取 得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实 施 中 长 期 项 目 制 、证 书 直 补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等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6.3 万 人 次 ，评

选认定“毕节工匠”1.03 万人……目前，全市人

才 资 源 总 量 达 83.4 万 人 ，比 2017 年 增 加 34.67
万人。

贵州是劳务输出大省，毕节在外务工人员

最多时达到 189 万人，不少有一技之长的年轻

人 在 外 闯 出 了 一 番 天 地 。 随 着 毕 节 全 力 打 造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越来越多高新企

业在这里落户生根，越来越多“东南飞”的“孔

雀”们又回来了。

曾常年在东部地区新能源行业打拼的蒙晓

云，多次动过返乡的念头。2017 年，得知毕节高

新区发展锂电池产业，引进了一批高科技企业，

蒙晓云下决心回到毕节。如今他已是贵航新能

源的质检部经理。

“现在每周都能开车回家，工资也可观。”蒙

晓云很满意。“晓云来了之后，公司质量管理水平

明显提升，产品外观不良率从 3%降至 0.8%，我省

心多了！”邓文书也很满意。

建强基层组织——

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
最安心的港湾

清早，姚再科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就抓紧赶

回村里。

2021 年 5 月，威宁县林业局干部姚再科主动

请缨，到黑土河镇高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

着女儿去驻村的他，拉近了干群关系，增进了相

互信任。

“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基层党

组织建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化屋村考察时强调。

“访遍家家户户，弄清点点滴滴。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能相信咱。”化屋村党支部书记许蕾回

忆起成立合作社的过程：起初，很多农户不愿参

与，后来村两委挨家挨户走访，先动员 6 名村干

部、23 名党员带头入股，其他人看到后，也跟了上

来，不久就筹到近 50 万元。

如今，化屋村农户入社率达 100%，2022 年合

作社经营性收入达 800 多万元，村民分红 100 万

元。此外，化屋村还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要“让社

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黔西市锦绣社区的夏维林在社区干部帮助

下，在当地一家环境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每月

收入 3000 元，实现了就近灵活就业。

锦绣社区是黔西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安置了全市 24 个乡镇的近 1.8 万人。社区

69 栋居民楼、185 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二

维码。“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扫一扫就能随时填写

提交，方便群众随时反映就医、就学、就业等问

题。”锦绣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清龙介绍。

除了“一码解民忧”，锦绣社区还精心打造智

慧社区平台。在智慧社区平台，居民最多的需求

是“找工作”，这也是社区干部倾注精力最多的事

情。为了让易地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

能致富”，锦绣社区采取了“六个一批”的办法：技

能培训就业一批、引导外出务工就业一批、就近

自主创业就业一批、公益岗位安置就业一批、引

进工厂带动就业一批、发展经济实体就业一批。

目前，社区 8000 多易地搬迁劳动人口的就业率

达 91.5%。

图①：毕节乌江源百里画廊。

毕节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工人在毕节一家计算机生产企业产线

上组装产品。 陈 曦摄（人民视觉）

图③：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座智慧温室大棚内，

村民在管护农作物。 王纯亮摄（人民视觉）

图④：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 毕节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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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毕节，处处呈现新气象：水电路都通了，

“麻窝寨”变二层小楼了，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了，手工黄粑变成“网红”商品了，

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落户了，乌江的水更清

了，百姓的口袋更鼓了……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后，900多万毕节人民意气风发踏上新的征程。

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最可喜的变化也是

人的变化。眼界宽了，心气高了，信心足了，最重

要的是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

并且自觉落实到行动上。

化屋村“七仙女”导游队的苗族姑娘何兰，能

唱能跳，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短视频账号，她说，

能唱能跳还不够，要会用互联网，“让外界了解我

们苗寨”；

七星关区朱昌镇的村民邱会云，已经熟悉掌

握大棚蔬菜种植技能，她说，同样是种地，“有没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黔西市锦绣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清龙说，现在

做基层工作要学会走网上群众路线，利用好智慧

社区平台；

毕节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顾韬说，做梦都希

望招来大项目，但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有污染

的项目，即使再挣钱也一概不能要”；

贵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经理蒙晓

云说，以前在外地打工，没想到自己如今成了企

业中层，“现在毕节的发展机会也很多，不一定都

要‘东南飞’”；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李文武说，以前都

是别人帮我，我要好好学一门技术，将来也要帮

更多的人……

精气神很重要。依靠这种精气神，毕节历史

性地战胜了贫困。踏上新征程，依然需要这样的

精气神。

说到毕节、贵州，不能不说到长征，不能不谈

到长征精神。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

最长、活动范围最广。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贵州时强调，“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

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采访中，当地干

部不止一次讲起长征故事。对毕节来说，从“开

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到“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示范区”，就是一场新的长征。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拿出当年红军强渡乌江那股劲儿，毕节一

定能够续写新的长征故事，一定能够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

人的变化最可喜
段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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