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7 日到 29 日，为期 3 天的

中国光彩事业毕节行主体活动大会

将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举行。

此次“光彩行”活动分为理想信

念教育、项目招商、公益慈善、主体

活动大会、平行专场活动和毕节农

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六大板块。通

过举办系列活动，为毕节市开展招

商推介、发展民生事业创造条件、搭

建平台、汇聚资源。

活动聚焦毕节优势产业和优势

资源，精心组织谋划“9+3”系列招

商推介活动（走出去 9 场、请进来 3
场），重点面向川渝、广东、福建、北

京、浙江、江苏等区域开展精准招

商。举办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助力

毕节招商推介会、面向福建省轻纺

产业招商推介会、承接长三角产业

转移发展招商推介会和融入成渝经

济圈产业招商推介会等专场活动。

目前，毕节市纳入中国光彩事业毕

节行活动成果统计项目 113 个，合

同投资额 558.66 亿元；重点在谈亿

元 以 上 项 目 57 个 ，拟 合 作 金 额

498.75 亿元。

坚持“毕节所需、光彩所能”，实

施公益项目活动。聚焦毕节经济社

会发展短板弱项和民生保障痛点难

点，重点围绕乡村全面振兴、教育、

医疗等方面和“一老一小”等特殊群

体，协同谋划“小”“实”“精”“美”公

益项目，将毕节谋划项目和省直部

门、东西部协作单位等联引项目纳

入毕节公益慈善项目库，实行群众

“点单”、谋划“制单”、宣传“荐单”、

认领“接单”、实施“督单”、绩效“评

单”的闭环管理机制。目前，共募集

款物 1.48 亿元。

据 了 解 ，中 央 统 战 部 、全 国 工

商联 1994 年发起推动的光彩事业，由中国光彩会具体组

织实施，以我国民营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义利兼顾、

以义为先”为理念，以“促进共同富裕”为宗旨。“光彩行”

活动是光彩事业参与社会扶贫、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活动品牌。至今为止，中国光彩会已组织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在各地举办“光彩行”活动 40 余次，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赞誉。

2023 年，中央统战部印发《关于统一战线“地域+领域”

组团式帮扶毕节的工作方案》，聚焦科技、产业、教育、健康

和人才五大领域开展组团式帮扶。中国光彩会将此次活动

放在毕节举行，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作为支持单位，引导

会员企业到毕节投资考察。

光彩搭台、产业唱戏、百姓受益。此次“光彩行”活动针

对毕节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改善所需，整合各级统一战线

在产业领域、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东西部协作、民营企

业、商协会、基金会以及慈善机构等资源力量，通过积极对

上争取、对外协商、对内挖掘，为毕节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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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的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

团高级中学迎来第一个开学季。

“为确保顺利开学，学校倒排工期，多方协调，做实做细

首批考生招录、安全隐患排查、教师岗前培训、教材教案准

备等各项工作。”校长陈光田说。

农村基础教育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中承担着重要使命。2020 年，金沙县以民进中央结对帮扶

为契机，请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办学。民进中央积极

推动，促成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与金沙县合作

共建金沙教育研究院。2021 年 2 月，金沙教育研究院成立，

聚焦县域教育研究和教师发展，创新“政府+党派+名校”合

作共建新模式，共建 4 所实验学校。

今年 5 月，民进中央联引支持，推动金沙县政府与北京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宁波市知行教育研究院签订

高中办学合作协议，创办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高级中

学，进一步深化了统一战线“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

“金沙教育研究院由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选派‘学

术院长’和‘学术主任’，从教育发达地区引进‘集团校长’，

实行‘双院长’‘双主任’和‘双校长’制管理，致力于基础教

育政策、德育与文化建设、课程与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学生

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建成全县教师专业成

长的孵化器，培育具有造血能力的本土教育专家队伍。”金

沙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定霞说。

“统一战线‘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开展以来，毕节市

教育系统积极跟进、狠抓帮扶项目落实，一大批帮扶项目落

地见效。”毕节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键说。今年以来，帮

扶培训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 66538 人次；党派直接捐赠和

联引企业捐赠校园设施设备等物资折价、发放学生资助资

金共计 1687.09 万元。

下图：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同心小学致公科普

中心，学生们在组装机械模型。 姚晶权摄

“政府+党派+名校”合作共建—

县里有了教育专家
本报记者 陈隽逸

前不久，一名患者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人民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肝左叶肿瘤。肿瘤位

置特殊，手术难度大，患者十分忧虑。

“用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手术，可以精准切

除肿瘤。”大方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嘉鑫说。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来的帮扶专家，

李嘉鑫擅长肝胆胰脾良恶性疾病的外科治疗，

尤其对三维手术导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辅助

手术颇有研究。对患者肝脏结构进行三维重

建后，李嘉鑫头戴着一套特殊设备，全视角查

看病灶位置，精确处理肿瘤供血血管及周围组

织。不到 3 小时，手术顺利完成。患者术后恢

复良好，很快出院。

近两年，随着一大批高难度手术的顺利实

施，大方县人民医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首例”

医学技术应用。

诊疗水平大幅提升，帮扶力量发挥关键作

用。2022 年，在农工党中央的协调下，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将大方县人民医院定为协作医院，

助其快速补齐管理、诊疗、学术研究等方面短

板。2023 年，大方县人民医院被认定为三级

综合医院。

医疗卫生是统一战线帮扶毕节市的重点领

域。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民进浙江省委会等

分别在赫章县、黔西市、金沙县等地实施医疗

帮扶项目；农工党中央牵头，推动浙江省人民

医院毕节医院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民革

中央支持下，民革贵州省委会持续在毕节实施

“博爱牵手·生命护航”医疗帮扶行动；致公党贵

州省委会开展“致力黔行·医卫同兴”等，助推天

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安定医院等与毕节市七

星关区签订合作办学办医协议……1 年多来，已

有 23 家知名医院与毕节 15 家医疗卫生机构建

立结对帮扶关系，优质医疗资源帮扶毕节市市

直医疗单位实现全覆盖。

如何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毕节引

进专家 122人，其中 31人担任医院领导职务；通

过“黔医人才计划”，引进专家 40余名；建立国医

大师工作室、名医工作室等育才平台 15个；组织

专业培训 505次，培训医务人员上万人次。

优质医疗资源联引到县城—

家门口治好疑难病
本报记者 程 焕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猫场镇新寨村村

民彭国祥没想到，自家种的皂角树变成了每

年收益超 2 万元的“摇钱树”。

猫场镇种植皂角历史悠久。上世纪 80
年代，村民学会在皂荚的皂角籽中取出皂角

精，销往沿海地区。经过 40 余年发展，猫场

镇 已 成 为 西 南 地 区 大 型 皂 角 精 加 工 集 散

地。“年加工皂角精 4000 余吨，成品 1600 余

吨，年销售额达 4.8 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

90%以上。”织金县皂角产业商会会长、贵州

美滋堂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谢伟说。

走进美滋堂公司，20 多名工人正在熟

练加工皂角籽。在这里，每天加工的皂角

籽不少于 1.5 吨。谢伟介绍，从皂角籽中剥

出完整的皂角精是一项精细活，目前还没

有能代替人工的机器。全县每年加工皂角

精 ，带 动 6120 户 2.5 万 余 名 群 众 增 收 6000
多万元。

“‘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实施以来，

皂角精产业实现从量到质的提升。”谢伟说，

2020 年 6 月，在全国工商联的联引下，吉利

集团通过李书福基金会向织金县捐赠 500
万元帮扶资金，用于猫场镇建设皂角精加工

车 间 。 织 金 建 成 4000 余 平 方 米 标 准 化 厂

房，织金黔织明光、贵州江黔、贵州韦能、贵

州 碧 诺 美 等 7 家 皂 角 精 加 工 企 业 入 驻 。

2023 年 ，入 驻 企 业 总 产 值 超 1 亿 元 ，带 动

4500 余户 1.5 万余人灵活就业。

织金皂角精产业的原材料和销路“两头

在外”。皂角树在全县分布零散，每年最多

能提供 100 吨左右的皂角籽，而全县每年的

皂 角 籽 加 工 需 求 量 为 数 千 吨 。 2019 年 至

2020 年，在全国工商联帮扶织金县“一棵皂

角树”产业扶贫资金支持下，县里新增皂角

种植 4885 余亩。如今，织金县皂角种植面

积达 52.07 万亩。

“依托全国工商联定点帮扶平台，延伸

皂角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将织金

皂角推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织金县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薇说。

帮扶实施以来，皂角精产业提质增量—

皂角树变身致富树
本报记者 陈隽逸

翻过一道道梁，转过一道道弯，沿着蜿蜒

曲折的盘山路，来到“悬崖下的村寨”——贵

州毕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

一栋白色小楼前，村民赵玉学翻看手机

上的黄粑订购信息，密封包装，忙个不停。“山

好水好，做的黄粑特别甜，路通了，卖出大山

不是梦。”赵玉学说，他在外打工多年，2021
年，看乡村旅游火了，回家干起黄粑作坊，还

把自家楼上改成农家乐，吃上旅游饭。

毕节，曾是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上

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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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统一战线“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地

域”帮扶，即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分别定点或对口帮扶毕节的 8 个

县（市 、区）。“ 领 域 ”帮 扶 ，即 各 民 主 党 派 中

央、全国工商联及统一战线有关方面聚焦科

技、产业、教育、健康和人才五大领域，将帮

扶活动拓展到毕节全市。作为组团式帮扶

项目，中国光彩事业毕节行活动将为毕节市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推动绿色转型，增强
高质量发展动能

秋天的纳雍县国有化作林场，抬头，茂密

的枝叶层层叠叠，撑起片片绿荫；脚边，林地

为床，松针做被，一颗颗红托竹荪破壳而出。

“树上背石斛，树下生黄精，竹荪蛋中长，

木耳站成排。”行走纳雍，一句顺口溜，道出绿

色林地到金色宝地的变化。

“林场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坡度平缓，

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环境要求高、经济价值大

的红托竹荪。”贵州金蟾大山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杨卫说，公司种植 1000 亩

红托竹荪，从菌种研发、菌棒生产到菌菇销

售 ，带 动 100 多 人 就 业 ，年 产 值 超 3000 万

元。“我们探索‘林菌+林药’轮作，还通过实

时采集光照、温度、湿度等数据，建设智能种

植基地，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种植，带动群众

持续增收。”

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林下经济，推动农

业“ 接 二 连 三 ”，助 力 生 态 效 益 、经 济 效 益

双赢。

“ 之 前 采 摘 红 托 竹 荪 ，会 扔 掉 菌 盖 、蛋

壳。后来跟中国科学院、省农科院合作，加

强菌种培育、筛选，发力后续深加工。现在

菌盖做成素毛肚，富含角质层的蛋壳做成化

妆 品 、保 健 品 ，红 托 竹 荪 全 身 都 是 宝 。”杨

卫说。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毕节主动践

行富矿精开，加快推动绿色转型。

黔西市煤炭资源丰富，每年约有 124 万吨

精煤成为原料。“黔西电厂以火电为主，发电

时产生大量蒸汽，为黔希化工等煤化工企业

提供生产动能；黔希化工生产形成的富余一

氧化碳，又是下游企业生产碳酸二甲酯的原

材料。”毕节市能源局副局长唐兵说，依托资

源 禀 赋 和 产 业 基 础 ，当 地 集 聚 43 家 上 下 游

企业。

今年 7 月 31 日，由南方电网贵州送变电

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 500 千伏威赫电厂送出

工程正式投运，为推动高硫无烟煤高效清洁

利用、促进新能源消纳打下基础。

2023 年，毕节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 3.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新能源

累计总装机 552 万千瓦，年发电量 86.63 亿千

瓦时，两项均为贵州省第一。

开发人力资源，强化
高质量发展支撑

获批建设 3 所技工院校、3 个职业技能培

训基地、1 个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总量排名全

省第一；

培育“阳光人社·温暖万家”党建品牌，助

推公共管理行业工资增速连续 3 个季度排名

全省第一；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立 劳 动 争 议 联 调 联 处 机

制，率先推进欠薪维权“网上办”；

…………

2023 年 ，毕 节 市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成 绩 亮

眼。从试验区到示范区，毕节牢固树立“人力

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以发展职业教育为重

点，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走进毕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智制造产

教融合实训中心，一条机电一体化生产线引

人关注。

“这是工业机器人实训系统，对标智能制

造技术集成应用方向，由民革中央引进企业

投资。”毕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邱国援介

绍，学生可以学习工业机器人安装调试与编

程，掌握信息化系统、物联网系统、数字化系

统等应用，从而带动就业。

毕节是人口大市，如何将人口优势转化

为人力资源优势？通过高质量人力资源开

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按照‘建设一批培训基地、打造一批劳

务品牌、培育一批技能人才’的工作思路，狠

抓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和国

说，2023 年，毕节获批建设 3 所技工院校、3 个

职业技能培训基地、1 个公共实训基地。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毕节聚焦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

产业化，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深入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同

心智力支持工程’、院士专家柔性引进项目、

教师‘特岗计划’‘银龄计划’等，支持用人单

位设立‘候鸟型’人才工作站，通过顾问指导、

短 期 兼 职 、退 休 返 聘 等 方 式 吸 引 省 内 外 人

才。”张和国说，截至 2023 年末，全市人才资源

总量提升至 124 万人。

对外，建强外出务工服务一张网；对内，

完善市内就业服务一张网。今年以来，毕节

优化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监测和返岗服务，稳

定就业群体，增加务工收入，累计监测返乡劳

动力 77.9 万人，返岗就业 85.4 万人。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
高质量发展活力

从 LED 芯片分选、LED 灯丝封装到 LED
灯丝灯生产，从健康照明、检测认证到光学玻

璃材料，七星关区集聚 12 家高新技术企业，形

成年产值约 3 亿元的光电产业链。

毕节何以成为贵州 LED 照明产业重要发

展区？以组团式帮扶为基础，以联引公益资

源为契机，立足政策、资源、人口三大优势，深

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实施“市场换产业、资

源换投资”。

2015 年 5 月，在致公党中央、致公党贵州

省委协调支持下，贵州致福光谷产业园落地

七星关区。同时，七星关区政府投资近 3000
万元，建设贵州致福光谷光创服务中心，配有

光色电九大检测研发实验室，为企业提供产

品研发、检测认证、技术支持等。

“引进 12 名专家，与省内外高校、研究所

共建研究生工作站，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取得不少专利成果。”贵州致福光谷

光创服务中心负责人何启鹏介绍。落地企业

免费使用中心的研究成果，既吸引光电产业

链集聚，又加速新技术转化应用，“通过孵化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建立区域科技创新

体系，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何

启鹏说。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以优质制度供给、服

务 供 给 、要 素 供 给 ，建 设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先

行区。

“5 年来，市县两级重点推动的改革事项

分别为 124 项、630 项。制定出台《毕节市建

设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实施方案》，明确 163
项改革任务和清单，以改革促发展。”毕节市

委政研室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张柳青说。

黔西市雨朵镇推进村级基础数据“一张

表”统计改革，通过抓报表清理、数据采集、数

据联通、平台运行等，构建起一次采集、多方

共享工作格局，有效减轻基层负担。

“现在，数据填报减少一半，效率更高。”

雨朵镇党委书记付庆梅说。

统一战线重点聚焦毕节市科技、产业、教

育、健康、人才五大领域，创新开展“地域+领

域”组团式帮扶，打造一批示范点，走出一条

服务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通过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

持发挥统一战线助力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幅百姓富、生态美、活力强的毕节示范区新

画卷，在乌蒙山间徐徐展开。

示范区建设为毕节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写在中国光彩事业毕节行活动举办之际

本报记者 马跃峰 苏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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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罗大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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