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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上午，开阳县楠木渡镇的

室外温度只有 1℃。寒冬来临，万物蛰

伏，而位于该镇的贵州现代种业集团贵

阳市蔬菜良种繁育中心内，却是一片生

机勃勃的景象。

“这是正在催芽的西瓜苗，即将进入

大棚管护，成苗后就要运到云南移栽。”在

蔬菜良种繁育中心1号催芽室，透过玻璃

窗可以看到育苗盘内一株株幼苗已经呈

现出嫩绿色，现场管理人员张亮琴指着门

口的自动化控制面板介绍，大棚内温湿度

均按照种子最佳生长需求调节，为种子萌

发提供一个适宜的独立气候系统，不受地

理、季节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在这样的环

境下，种子可提前3到5天萌发。

在催芽室的门口就是该中心的全自

动播种线，破土机、搅拌机、播种机一体

化操作，每天可播种 8000 盘，比普通人

工提高了 10 倍以上。播种后的钵盘集

中运送到催芽室催芽，培育出细芽后就

会来到隔壁的温室大棚管护。

在繁育中心A区育苗温室大棚内，紫

红长茄已经长出像针尖一样的细芽，丝

瓜苗正在工人操作下补充营养液……“我

们的温室大棚有潮汐育苗、漂浮育苗、穴

盘育苗，根据生产情况发布任务，设置好

补水、补肥、打药等相关参数后，喷灌系

统自动作业。”张亮琴介绍，繁育中心的

综合育苗体系单茬育苗量可达 600 万至

700 万株，年产出蔬菜种苗 8200 万株，可

满足5万余亩的蔬菜生产用苗需求。

经过管护后的幼苗，其中一部分直

接运送到种植基地移栽，一部分按照客

户需求还要进行嫁接培育，通过选择根

系更发达、抗性更好、具亲和力的类似植

物，进行嫁接培育，起到提升产量、降低

成本、增强抗病能力等作用。

“从种子到成苗移栽，冬季需要 60

天左右，夏季只要 30 天左右。”张亮琴

说，种子在这里“睡”的是优质土，“吃”

的是高档肥，“喝”的是纯净水，冷了有

供暖，暗了有补光……各类蔬菜瓜果种

子在精心培育下长出嫩芽、长成壮苗开

启下一段“历练”。

“繁育中心利用高端育苗设备规模

化开展育苗，目前，已开展了辣椒、番

茄、甘蓝、西兰花、茄子等 10 余个大品

类、1000 余个小品种的种苗繁育，都是从

国内外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收集到的名

特优新蔬菜品种。”繁育中心生产部部长

李诗利说。

在种子种苗科技攻关方面，贵州现

代种业集团按照“良种繁育研究+集约

化工厂育苗+品种筛选展示”的定位，与

国内外 8 个院士团队、20 余位种植养殖

专家、30 余家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建立

深入合作，在开阳县楠木渡镇和南江乡

建成两个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种苗繁育中

心，并在清镇、长顺、榕江等地建成 6 个

分 中 心 ，构 建 了“2+6”现 代 化 育 苗 体

系。贵州现代种业集团董事长王陈介

绍，集团年育苗产能 4.6 亿株，不仅在省

内广泛推广，并将市场范围延伸到四川、

云南、广西等 7 个省份，年推广种植水稻

种子达 200 万亩、玉米种子达 50 万亩、蔬

菜种子达 30 万亩。

近年来，贵阳贵安将企业扶优作为打

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出台支持

种业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等系列政策，从

种质资源、科技创新、扶优企业、良种繁

育、人才支持等方面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政策支持。通过厚植种业发展沃土，种

业企业乘势而上，育种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逐渐增强，全市已有包含贵州现代种

业集团在内的种业企业55家。

农以种为“芯”，种子是农业发展的

“芯片”。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贵阳贵安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

产业链，将粮油、蔬菜、水果、食用菌、中

药材、生猪、肉鸡、渔业八大产业作为种

业主攻方向，聚焦“保、育、繁、选、检、

推”六个环节，紧盯“创新、改革、数治、

队伍、主体”五个关键，推进现代种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取得初步成效。截至目

前，贵阳已成功邀请李德发院士在筑设

立全省首个畜牧业院士工作站——生猪

产业贵州省院士工作站，崖州湾国家实

验室贵阳粮油作物试验基地落户贵安新

区；贵州贵阳现代种业产业园、德康种业

总部、省农科院贵阳贵安分院等也陆续

成立，现代种业全产业链生态闭环体系

已基本成型。

挖掘机轰鸣，运输车来回穿梭,工人

忙碌在各个施工岗位……12 月 17 日上

午，虽然时值寒冬，但贵州双龙航空港台

州产业园（以下简称“台州产业园”）却

是热火朝天的赶工景象。

“台州产业园的选址周边物流公司

及物流网点较多，有航空、铁路、公路等

多维立体现代化交通环绕网，毗邻双龙

大型商业群，同时保障性租赁住房很充

裕。”台州产业园招商部负责人鲁贝侠

说，“我们之所以选择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除了看好这里的招商引资政策、基础

设施条件和交通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

在与经济区相关部门对接过程中，深深

感受到经济区优质的‘贵人服务’。”

（下转3版）

连日来，在贵阳贵安举办的多

场创业企业融资对接会场面热烈、

人气爆棚，已有 10 余个项目获得投

资机构青睐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对 接 会 为 企 业 与 投 资 者“ 牵 线 搭

桥”，助企业获得急需的资金支持、

投资者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有利

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贵阳

贵安创业创新活力。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一 直 是 制 约

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贵阳贵安

借 助 政 策 支 撑 ，对 拥 有 优 质 项 目

的 企 业 、投 资 公 司 以 及 金 融 机 构

等 进 行 梳 理 ，积 极 对 接 并 组 织 开

展融资对接会、路演等活动，不仅

能 为 企 业 提 供 更 加 灵 活 、精 准 的

融 资 支 持 ，也 让 投 资 者 更 有 获 得

感，对促进双方合作、互利共赢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让金融服务触达更多企业，要

强化精准对接。企业虽手握技术、

项目等资源，却受困于资金短缺；

投资机构虽资金充裕，但在筛选项

目的过程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等难

题。这就需要整合各类投资机构和

企业资源，促进企业融资需求与投

资机构投资偏好的精准匹配，如通

过搭建对接平台、举办推介会，企

业可以充分展示自身的项目优势和

发展前景，投资机构也可以深入了

解企业情况，进而降低企业自身寻

找融资的盲目性和投资者获取项目

信息的局限性，让金融“活水”流向

有潜力、有需求的企业。

让金融服务触达更多企业，要

强化数字赋能。小微企业数量多、

客群分散，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往往

因条件高、流程长等因素，较难满

足其金融服务诉求。在信息化时

代，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

术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可得性

和覆盖范围已成为必然趋势。拓宽

线上服务渠道，金融机构才能以较

低成本下沉服务、触达更多分散的

小微企业；综合运用大数据为企业

精准画像，金融机构才能更加贴近

和了解客户……深入推进数字化转

型，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才能

更好满足广大企业多样化、个性化

的金融需求。

企业有活力，经济才有动力。

政府用心架桥铺路、企业绘好发展

蓝图、金融机构靶向发力，多方合

力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涌向实体经

济，定能为贵阳贵安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12 月 19 日，2024 数字政

府评估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大会数字

政府服务能力评估结果发布中，贵阳

市的《智慧赋能“百姓身后事”指尖

办、快捷办、省心办》公共服务数字化

实例上榜 2024 年数字政府五十佳优

秀创新案例名单。

据了解，贵阳入选的案例是贵阳

贵安针对殡葬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打造的数智化殡葬服务平台，旨在助

力百姓省心、安心、便捷办理“白事”。

今年 1 月，贵阳贵安围绕政府用、

机构用、群众用，聚焦 5 个服务场景，

启动建设“百姓身后事”联办平台，于

今年 9 月 9 日投入运行。该联办平台

主要内容和功能包括死亡证明开具、

接运服务、殡仪服务、安葬服务、联办

服务等。群众进入“贵阳贵安百姓身

后事”微信公众号，接运服务、殡仪服

务、安葬服务、联办服务等“百姓身后

事”即可指尖办、快捷办、省心办。

“ 与 各 地 殡 葬 服 务 平 台 相 比 ，

贵 阳 贵 安‘ 百 姓 身 后 事 ’联 办 平 台

率先实现出具电子签章死亡证明，

率 先 提 供 从 死 亡 证 明 开 具 到 身 后

事 办 理 的 全 过 程 闭 环 服 务 。”市 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平台统一逝

者和殡葬数据底座，落实逝者数据

共享交互使用，最大程度释放数据

价值，全面提升数字化殡葬服务水

平 ，实 现 了 死 亡 证 明“ 一 证 共 享 ”、

遗 体 接 运“ 一 键 办 理 ”、殡 仪 服 务

“ 一 窗 公 开 ”、公 墓 安 葬“ 一 程 服

务”、后事办理“一网联办”，让服务

流 程 更 精 准 、办 理 过 程 更 便 捷 、殡

葬服务更惠民。

本次大会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指导，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

进中心）主办，主题是为公众带来更

好服务体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让金融服务触达更多企业
张叶叶

贵阳一公共服务数字化实例
入选全国数字政府优秀创新案例

贵阳贵安：做优农业“芯片” 推动种业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项目名片

贵州双龙航空港台州产业园：

起步即冲刺 跑出“加速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文 梁超/图

贵州双龙航空港台州产业园项目

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现代物流

产业园，是贵州省、贵阳市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由贵州省温岭商会投资建设，

总投资 3.55 亿元，规划占地面积 130

亩，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全部为丙

二类标准工业厂房。该项目致力于建

设成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产业集群示

范园区，将倾力打造成为贵阳城市产

业发展的新样本，构建起空港经济区

产业汇集的新高地。

项目将分三期建设，建设周期两

年。项目建成后将面向新能源、新材

料、环保科技等领域进行招商，可入

驻企业 50 家以上，全部投产后，预计

年 产 值 可 达 32850 万 元 ，上 缴 税 收

1650 万元。项目一期工程已于今年

11 月启动，建筑面积 7.44 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含生产厂房、物业管理用

房、园区道路与其他配套设施等。

■现场直击

图为贵州双龙航空港台州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超 摄

探寻历史风貌
追溯筑城底片

■相关报道见4、5版

港澳携手谱写“一国两制”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激发香港各界强大信心

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为‘一国两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根本遵循”
——专家谈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版

12 月 21 日启动的“探寻历史风貌·

追溯筑城底片”——媒体大 V 贵阳贵安

采风行活动，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 40 多

家主流媒体代表与众多网络大 V 参加。

在连续两天的采风活动中，媒体记者和

网络大 V 们聚焦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阳

明文化、红色文化、群众文化，用镜头捕

捉精彩瞬间，用声音传播贵阳故事，用

文字深挖城市底蕴，全方位、多角度展

现贵阳贵安的“六爽”魅力。

图为媒体大 V 在曹状元街采风。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前11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比增长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