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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市政协副主席杨仁忠陪同包保高校相关负责人开展“筑人才·

强省会”访企拓岗工作。他强调，要深化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深挖岗位资源，

共同推动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筑就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4 月 9 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徐红主持召开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

市场主体座谈会，强调要优化四方联动、资产审批、业态调整、管理运营、招商

引业、政策扶持机制，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向贵阳市融

媒问政平台反映，白云区曹关湿地公园

的景观湖湖水“变黑”了，担忧水质受

到污染。

据了解，白云区曹关湿地公园于

2016 年 1 月建成开放，其中景观湖水域

面积约 2.8 公顷，水源来自附近的白云

区污水处理厂排放的达标尾水。3 月

25 日，记者看到，湖水整体显黑，部分

靠岸边的水域漂浮着藻类、枯草、白色

絮状物以及零星的塑料垃圾，现场未闻

到湖水有异味。

市民李先生说，他去年底来公园游

玩时，就发现湖水颜色比往常黑，“以

前湖水还比较清澈，能看见水里的小

鱼，但最近几个月，湖水越来越黑了，

是不是水质有问题？”

3 月 28 日，记者协调白云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园林服务中心、白云区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白云区污水

处理厂到场查看。

白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莹说，接到市

民反映后，中队已于 3 月 27 日请贵阳

市第三片区环境监测站对白云区污水

处理厂出水、公园景观湖湖水水质分

别取样监测，“结果显示，污水处理厂

出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一级 A 标，公园湖水达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Ⅳ类标，这一结果显示两处

水质均合格。”

既然水质没有问题，为何湖水会显

黑？对此，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宏说，初步推测，

由于少量细小污泥颗粒经水源带入人

工湖，长期积存湖底形成污泥层，加上

湖底藻类等水生植物生长，未及时清

捞，在光线的折射下，会造成感官上水

体显黑。

“中心已督促第三方管理公司对漂

浮的藻类、塑料垃圾、枯叶等进行打

捞。”杨宏说，下一步，中心将持续观测

水体情况，进一步排查湖水显黑成因，

为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游园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寅浩 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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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9 日，记者从贵阳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所属市城市绿化服务

中心了解到，为保障城市园林生态健

康，贵阳贵安绿化行业部门紧抓春季防

治关键期，多措并举开展春季园林植物

病虫害防治工作。

随着贵阳贵安气温稳步回升，园林

植物进入生长旺季，各类有害生物也随

之活跃。今年一季度以来，市城市绿化

服务中心积极推进科研防控一体化工

作，组织 30 名专业技术人员对贵阳贵

安 24 条主次干道、黔灵山公园、花溪大

道等重点区域开展系统性有害生物调

查，及时发布本年度春季有害生物预测

预报，为后续城市绿化有害生物精准防

治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目前，各区（市、县）绿化行业部门

已有序开展春季病虫害防治工作。贵

安新区绿化部门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在

永安大道等路段撒施茚虫威，有效抑制

红火蚁扩散，同步开展蚧壳虫消杀作

业，实现双重虫害防控。观山湖区绿化

部门针对北美红枫、樱花、法桐等天牛

易感绿植，采取人工除虫、药签堵孔等

方式进行定向防治，并对道路绿地、口

袋公园等区域喷洒石硫合剂，构建病虫

害防治屏障。南明区绿化部门对辖区

广场、道路绿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杀菌剂

喷洒作业，有效控制白粉病等病害的发

生，切实提升区域植物健康水平。

此外，针对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

园不同树种病虫害特点，市城市绿化

服务中心实施喷洒药剂、树体输液等

差异化复合防治措施，确保公园植物

健康生长。

（曾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贵阳多举措
打好春季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战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第二届职业

技能大赛组委会的消息，由贵州省人民

政府主办，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毕节市政府共同承办的贵州省第二

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 5 月 17 日至 18 日

在毕节市举办。

本届 大 赛 分 省 级 总 决 赛 和 市 级

（行业）及以下选拔赛。其中，省级总

决赛以市（州）为单位、相关行业部门、

中央在黔企业及省属企业、省属院校

组队参赛。凡 16 周岁以上、法定退休

年龄以内的中国大陆公民（当地户籍

或当地学习工作满 1 年以上）按属地

原则报名参赛。

大赛对标全国技能大赛和世界技

能大赛，采取主赛区和分赛区相结合方

式，主赛区设在毕节市。分赛区设在贵

州交通职业大学、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等 10 所院

校。大赛设 95 个竞赛项目，其中，第三

届全国技能大赛选拔项目 85 个、省赛

特色项目 10 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生 王贤情）

贵州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5月17日至18日在毕节举办

本报讯 4 月 8 日，贵阳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启动 2025 年度贵阳贵安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及逐月领取退役金退

役军人的常规体检工作，进一步关爱退

役军人的身心健康。

本次体检对象涵盖 2001 年至 2020

年度贵阳贵安接收安置服务管理的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以及 2021 年度以来

接收安置服务管理的逐月领取退役金

退 役 军 人 。 为 确 保 体 检 工 作 有 序 进

行，贵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分批

次、按安置地组织近 1000 名退役军人

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云嵩）

贵阳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启动年度体检 惠及近千名退役军人

最近几天，贵阳作为人口增长

“黑马”受到广泛关注。截至目前，贵

阳 常 住 人 口 已 保 持 连 续 45 年 正 增

长，且连续 4 年每年净增 10 万人以

上。这一数据表明，贵阳已是名副其

实的人口“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来投资兴业、安居乐业，持续为现代

化建设注入“初始资源”。

人口增量指数是一座城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城市吸引力

和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一座城市

是否真的充满经济活力，是否能够提

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大家会“用脚投

票”。持续的人口增量给贵阳的发展

实力和潜力投了赞成票，主要是因为

“强省会”行动有力推动经济加速发

展，产业加快集聚，后发优势彰显。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对人口增

长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做到心中有

数，方能手中有“术”，赢得更大主动

权。随着中国步入深度城市化阶段，

人口资源必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稀缺资

源。更要看到，目前人口增量具备

和以往不同的特点。作为新生代的人

口增量，或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创新

潜力，或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消费能

力。明辨这一趋势，让贵阳成为更具

吸引力的人口“磁场”，应精心设计人

口发展路径，着力锻造人口发展新优

势，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升级，更

大限度激发人口活力、强化人才引力，

增强发展定力、激发经济动力。

城 市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人 ”的 力

量。以全面的视角把握人口变化的

积极和消极因素，以辩证的思维看待

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加

强人口形势研判、分析，进一步完善

相关政策，贵阳一定能下好发展先手

棋、赢得发展主动权。

人口吸引力折射城市发展潜力
刘璐忻

本报讯 4 月 9 日，贵阳市水务管

理局所属鱼洞峡水库建设与管理处开

展违法电鱼整治行动，以保护水生态资

源及生物多样性。

据介绍，随着近期气温逐渐回暖，

鱼洞峡水库周边出现一些非法电鱼行

为。4 月 7 日 0 时 49 分，水库工作人员

在永乐乡石塘村小山片区发现有人使

用电鱼装置捕鱼，工作人员上前制止，

电鱼人员发现后逃离。4 月 7 日早上，

鱼洞峡水库小山片区发现岸边和水面

有大量被电死的鱼。

为维护鱼洞峡水库生态环境，贵阳

市鱼洞峡水库建设与管理处结合防溺

水、禁游禁钓相关工作，通过加大巡查

力度和打击非法电鱼宣传教育力度，推

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鱼洞峡水库整治违法电鱼行为

本报讯 清明节期间，贵阳市顺海

国有林场通过“排查+宣传+防控”工作

模式，多举措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确

保林区安全无虞。

在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顺海林

场联合当地相关部门召开森林防火联

防联动工作部署会，对重点区域和重点

人群进行全面研判。会后，林场与相关

部门联合对风险隐患点进行实地排查，

签订防火责任书，并在重点区域配备灭

火器、消防水带等设备，确保“打早、打

小、打了”，杜绝火灾隐患。

在强化防火宣传引导方面，林场通

过进社区、进村寨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

语、悬挂横幅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

知识，并入户宣传警示案例。同时，林场

张贴宣传海报 200 余张，发放宣传资料

8000余份，发放鲜花5000余株，开展宣传

活动20余次，有效提升了市民群众的防

火意识。

在强化防控网络建设方面，林场制

定详细防火方案，全体干部职工下沉到

卡点、林区，将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确

保精细化管理。通过构建护林员巡护、

瞭望塔观察、无人机巡查、卡点值守、半

专业队靠前驻防的立体防控体系，织密

防火网络，为一环林带筑起坚实屏障。

清明节期间，林场共制止林区祭祀

烧纸、燃放鞭炮 60 余起、林缘违规农事

用火 20 余起，未发生一起森林火情，守

护了林区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贵阳顺海林场——

“排查+宣传+防控”筑牢森林防火墙

“1 小时能耕作 4 到 5 亩，省时又

省力。”4 月 8 日，在清镇市卫城镇犀牛

村转山田组的一片土地上，旋耕机来

回穿梭，尾部带起飞扬的泥土“展示”

着耕地的效率，农机手高兴地说，农机

操作简单快捷，春耕时节正是其“大展

拳脚”的时候。

在犀牛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

带来的便利已经融入耕种管收全过

程。在犀牛村的清镇市黔颂耘农事服

务中心，无人植保机、小型拖拉机、插

秧机、种子化肥……各色农机农资一

应俱全。

2023 年，犀牛村在成立种植专业

合作社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

通过村级集体经济“1+1”发展模式建

立清镇市黔颂耘农事服务中心。犀牛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丹介绍，

中心的发展方式将以前村民各自耕种

转变为“协同耕种”，将农资分散销售

变为“集体销售”，提升生产效率的同

时壮大村集体经济。

离农事服务中心不足一公里处，

就是该中心的示范基地。在这里，粮

油作物机械化耕作的全过程都得到了

集中体现。

在播种机前，工人把一张张钵盘

依次放入机器上，随即装土、播种、覆

土、喷淋便自动完成，每盘可播种 448

穴，每小时作业效率达 750 盘，不仅播

种精度高，也更适宜机插作业要求，并

且漏播率下降到了 1%以内。

育苗大棚出口处就是单轨运输车

与数百米的环形轨道线，秧苗立针后

即可通过轨道自动运输到秧田育秧，

节省人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这款单轨运输车去年就是农事

服务中心在全市首次运用到水稻育秧

上的，今年插秧的工序我们又投用了

新机器。”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蒋华兴

奋地指着旁边水田里的一款农机介绍

道 ，“ 这 就 是 无 人 驾 驶 乘 坐 式 插 秧

机。”

在蒋华手指的方向，一位农机手

正在一辆农机驾驶区的数控屏上输入

程序，随即起身来到农机尾部，机器便

自行运转沿着农田作业起来。短短几

分钟，便在数十米长的水田内跑了个

来回。蒋华介绍：“插秧机作业过程

中，只需要一名工作人员在尾部补充

秧苗即可。目前还在调试阶段，等月

底就能投用。”

不远处，一台无人植保机缓缓启

动，螺旋桨开始飞速旋转，低空掠过稻

田。农机手在一旁精准操控无人机，

所到之处，细密均匀的药液精准洒落，

为农作物编织起一层坚实的防护网。

在基地，农事服务中心还对大豆

玉米联合播种机一体化播种、施肥作

业等农机进行了演示。“我们依托北

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部分农机上

装备智能终端，实现农业生产精准化

管理，有效提高了农机设备的使用效

率和安全性。”蒋华指着一台台运转

的农机笑道，“以前靠经验，现在靠算

法。北斗卫星定的行距，比老把式拉

的线还直。”

“农事服务中心现有 60 余台各类

农机设备，可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性

能优越能满足农户多样化需求。”蒋华

介绍，“去年，我们在站街镇、王庄乡

等周边乡镇开展了 2000 余亩耕种管

收工作，今年预计新增 1000 余亩。”

科技沉下去，效益提上来。如今，

新型农机设备不仅让犀牛村农业耕作

“活跃”起来，也成为贵阳贵安各地农

业生产的“主力军”。据了解，近年

来，贵阳贵安着力推进农作物耕种管

收全程机械化，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增强粮油生产能力，

2024 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61.88%。

“目前，贵阳贵安农机装备总量达

31.12 万台（套）。”市农业农村局农机

推广服务站负责人罗先锟介绍，“截至

4 月 8 日，已投用春耕农机 4.41 万台，

开展机耕作业 73.2 万亩。”

“今年将打造水稻、油菜、玉米全

程机械化示范点 26 个、涉及耕地 1.3

万亩。”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贵阳贵安将持续聚焦山地

农机产业短板，构建“1+8+N”三级联

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 1 个市

级、8 个县级区域服务中心，培育 96 家

服务组织，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支

持发展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通过全程机械化示范点的带

动，力争今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64%以上，为丘陵山区农业现

代化提供“贵阳方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文

梁超/图

贵阳贵安：迈向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旋耕机在土地上高效穿梭，无人

植保机低空作业，自动化的播种机、

插秧机有序运作，一幅充满科技感的

春耕画卷徐徐展开。这不仅是犀牛村

的生产日常，更是贵阳贵安大力推进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生动缩影，展现出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澎湃活力。

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农

业机械化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

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过去，在地形复杂的丘陵和山

区，农机下田一度被视作“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然而，贵阳贵安主动出

击、积极谋划，精准制定并实施一系

列政策，构建起“1+8+N”三级联动农

机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打造市级、

县级区域服务中心，培育大量专业服

务组织，有效整合各类资源，为农户

提供全方位 、一站式农机服务。同

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着力点，

大力支持发展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综

合农事服务，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广大农户踊跃投身机械化作业。

农业机械化的蓬勃发展，为保障

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贵阳贵

安聚焦主要粮油作物，全力推进大面

积单产提升，持续增强粮油生产能

力。借助精准化的农机作业，从播

种、施肥，到田间管理、收获，每个环

节都实现了科学精准把控。机械化

手段不仅稳定了粮油产量，还显著提

升了农产品质量，为区域粮食安全构

筑起牢固防线。此外，机械化的广泛

普及，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

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精力和时间去

学习农业新技术、拓展农业相关新业

务。这也为大规模农业生产经营创

造了有利条件，有力推动了农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夕阳西下，各色农机仍在田野间

不知疲倦地作业。它们的钢铁身躯倒

映着晚霞，恰似这个时代农业转型的

隐喻：当传统农具走进博物馆，智能

农机正以“贵阳方案”回答着“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时代之问。这或许

就是现代农业最美的图景——科技与

土地深情相拥，既守护着粮仓，也托

举起乡村振兴的明天。

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提供“贵阳方案”

■记者手记

▲4 月 8 日，犀牛村

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田间操作大豆玉米

联合播种机。

▲ 4 月 8 日，在犀牛

村转山田组的一片土地

上 ，农 机 手 正 在 操 作 旋

耕机翻耕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