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直击

俯瞰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一期（11 月 15 日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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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一期

坐落于花溪大学城、 青岩古镇、省

游客集散中心的核心区域，这里生

态、 资源与文化优势得天独厚，为

特色食品产业的成 长 提 供 了 天 然

养分。 基地一期的竣工投产，实现

了花溪区燕 楼工 业园 区食 品 产业

从“0 ” 到“1 ” 的突破，是区域产业

发展的重要节点。 尤为引人注目的

是， 基地建成后迅速完成招商，部

分企业年底即可投产，建设与招商

的无缝对接，展现出高效的项目运

作能力， 让项目迅速落地生根，转

化为实际生产力。

强化项目“谋、投、建、管、用”

全生命周期管理是贵阳贵安抓好项

目建设的科学指引、方法路径，进一

步提升了重大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水

平。 基地一期的快速建设投用，仅是

贵阳贵安不断健全完善重大项目建

设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全力提升

项目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

截至今年 9 月底， 贵阳贵安已完工

包括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一期

在内的 16 个省级重大项目。

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宏 观 层 面

看， 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项目

正以其独特的优势资源探索当地发

展的新路径。 据了解，二期项目规划

展现出精准的产业定位， 打造集生

产、 展示、 体验于一体的食品产业

链，已开工建设的特色饮品、高端烘

焙等项目，瞄准市场前沿需求，不仅

将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 更将

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形成产业

集群效应 。 三期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已启动， 体现出项目持续发展的后

劲与潜力。

项目不仅是产业建设的成果，更

是区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

融合的生动实践。 花溪区特色食品产

业基地积极帮助入驻企业解决用工难

题，通过定向招聘建档立卡脱贫户，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

未来 ， 贵阳贵安将在区域发展

中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引领 ， 继续发

挥“排头兵” 和“领头羊 ” 作用，以

更多优质项目推动在高质量发展浪

潮中奔腾向前。

建设招商无缝对接 区域经济动能澎湃

———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探索从“0” 到“1” 发展新路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今年前三季度，贵阳贵安牢固树立大抓项目的导向，坚持项目为大、项目为先、项目为王，强化项目建设“谋、投、建、管、用” 全生

命周期管理，形成上下齐心抓项目、你追我赶上项目、紧锣密鼓干项目的浓厚氛围。 今起，贵阳日报、贵阳网（甲秀新闻）与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市能源局）联合推出“决战四季度 打好收官战” 专栏，聚焦各地各部门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生

动实践，直击火热建设的现场，感受城乡发展的脉动。

■开栏的话

花溪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项目是省级重大工程项目，也是花溪区燕楼工业园区的重点布局之一。 2022 年，花溪区依托现有农特产

品基础和全域旅游优势资源，选址青岩镇龙井村区域规划这一基地，由花溪区产投集团建设招商。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880 亩（现可

用土地面积 427 亩，可建设标准化厂房 52 万平方米），主要围绕休闲食品、饮品、调味品、预制菜“三品一菜” 进行招商。 企业入驻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 25 亿元。

基地分三期开发建设，一期占地 33 亩，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今年 4 月完成消防验收并投用，现已全部完成招商；二期占地 67

亩，建筑面积 8.8 万平方米，预计 2025 年 6 月建成投用；三期用地面积 327 亩，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土地一级开发工作。

园区外观整齐大气 、 沥青路面干

净整洁、各类车辆停放有序、装修工人

忙着运送材料 、 技术人员正在安装设

备、生产环境宽敞明亮、各项工作有条

不紊……这是记者 11 月 19 日在花溪

区特色食品产业基地一期建设现场看

到的景象。

基地大门口， 格智万物大健康食品

的标牌格外醒目。 花溪区发改局项目建

设管理中心负责人方未介绍：“这是入驻

基地的第一家企业， 目前主要生产刺梨

汁等饮品，今年 6 月中旬进场改造车间，

10 月底完工，目前正在安装调试设备，即

将进入试运营阶段。 ”

在位于园区标准化厂房一楼的格智

食品生产车间，洁净的地面一尘不染，记

者只能通过玻璃窗进行“窥探” 。

“刺梨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便是除

叶除杂。 在除叶除杂车间，崭新的机器

整齐摆放，目前已完成安装。 ” 格智食品

副总经理、 运营总监王丹说， 刺梨鲜果

从原料间输送到这里除杂后，就会通过

履带运往下一个工序。 整个车间内，除

叶除杂、洗果、挑果、吹干、榨汁、灭菌、

装罐、冷藏、分袋（分瓶）等每一个生产

环节都实现机械化、 自动化， 节约了大

量人力。

（下转 2 版）

■项目名片

■记者观察

本报讯 11 月 25 日，记者从贵阳贵安农村“五治” 工作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 年以来，贵阳贵安始终把农村“五治” 作为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为民造福的民

生工程，以更精准、更有效的举措，持续巩固拓展农村“五治” 建设成

果，乡村建设、乡村面貌、乡村治理得到显著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精准“治房” 增颜值。 围绕“清建管用” 四个关键，今年共完成农房

确权登记 3.3 万宗、完成宜居农房改造 1 万户、培训农村建筑工匠 1311

人、整治农村空心房 1140栋、改造危房 352栋、打造旅居农房 821栋。

精准“治水” 优生态。 突出饮用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三水同

治” ， 今年共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11 个， 覆盖农村人口 10.37 万

人，农村规模化供水率达 69.2%，居全省首位；实施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 66 个、乡镇生活污水治理提升工程 20 个，改造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 5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60%，排名全省第一；农村黑臭水

体实现动态清零。

精准“治垃圾” 美环境。 紧盯分、投、收、运、处“五个环节” ，今年

完成“旅居生活” 村寨垃圾收集收运点提升 190 个，配置农村垃圾分

类收运设施 1200 个，建设农村垃圾分类收集亭（含分类收集桶）600

个，建设秸秆收储利用示范点 12 个，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建

设项目 5 个，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正常运行率保持在 99%以上。

精准“治厕” 提品质。 紧紧围绕“两清零一覆盖” 目标任务，统筹

治厕治水同治、室内厕室外厕同治、公厕私厕同治“三个同治” ，今年

新（改）建农村户厕 6941 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5%以上，农村公厕

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建成农村厕所长效管护服务站（点）51 个，将

农村卫生户厕和 1327 座村级公厕全部纳入长效管护， 推动公厕私厕

“建、管、运、维” 全生命周期运行。

精准“治风” 得民心。 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三个重

点” ，今年制定婚事 1 天办结、丧事 3 天办结、单方办理不超过 15 桌、礼

金不超过 50 元的倡导标准，组织 996 个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建立红白

理事会；实施农村公墓提质改造项目 5 个、新建农村公益性生态公墓 15

个；数字殡葬平台上线运行，移风易俗持续推进，文明乡风深入人心。

2021 年底，贵阳贵安启动农村“五治” 工作。 三年来，贵阳贵安各

级各部门与广大农户秉承“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精神，锚

定目标接续奋斗不停歇、锲而不舍抓落实，取得环境变美、风气变正、

生活变优等阶段性成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厚植了底色。

人居环境实现新提升。 通过长效治理、系统治理，农村实现生态

美、村庄美、产业美、生活美的蝶变升级。

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随着农村“五治” 的深入推进，乡村基础设

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提升，催生一批民

宿、康养、避暑旅居等新业态，吸引更多人才回乡返乡创业，带动农民

就地就近就业，实现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风景”“卖体验” 等转变，

逐步探索出企业搭建平台型“622+1” 、合作社组织经营型“811+N”

等闲置农房盘活经营新模式，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乡村治理迈上新台阶。 农村“五治” 始终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向，以“治风” 为切入点，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

理，依托“两书一约一会两榜” ，探索推广“村寨管家”“积分制” 等治

理方式，持续加强婚丧陋习和滥办酒席问题整治，有效遏制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农村改革取得新成效。 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在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围绕农村建房、垃圾治理、户厕建设，在全省率先出台《贵阳市农

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条例》等 3 个地方性法规条例，推动“五治” 工

作更加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

下一步，贵阳贵安将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为引领，始终想

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紧盯“谋投建管用” 关键环节、“两清零

一覆盖” 短板弱项、乡村旅居工作重点，聚力抓实抓细总结提高、改革

驱动、问题导向、项目建设、运行效益、群众参与各项工作，以钉钉子精

神持续深化农村“五治” ，扎实有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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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

实现连续“跑图” 20 天指标，所有指标均

高于规范标准， 向开通运营又迈出坚实

一步。

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试运行 “跑

图” 于 10 月 27 日开启。作为载客运营

前的一次“模拟考” ，电客车运行时间

与贵阳轨道交通线网保持一致 ， 为每

天 6：20 至 23：00， 全天开行 228 列

次，单程运行时间 38 分 45 秒 ，期间不

对外载客 。 在连续 20 天“跑图” 时间

内，分别对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列车正

点率、列车服务可靠度、列车退出正线

运行故障率、车辆系统故障率、信号系

统故障率、供电系统故障率、站台门故

障率八大指标进行考核 ， 所有指标均

高于规范标准。

连日来，在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建设

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地开

展试运行工作。 目前， 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正按照开通运营的模式组织试运行工

作， 各单位正充分检验和提高系统与系

统间、系统与人员间、人员与人员间的磨

合度及配合默契度。

图为 11 月 23 日， 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列车驶入皂角坝车辆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文 / 图）

全天开行 228 列次 单程运行时间 38 分 45 秒

贵阳轨道交通 S1 线实现连续“跑图” 20 天指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一书阿

拉伯文版，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

编》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

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阿拉伯

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版，

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

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

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

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5

版

前 10 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超 59 万人

2024年度贵阳贵安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满意度测评开测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