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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他们在村里安居更乐“业”

耕“云”种“数”
这个国家试验区如何抢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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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孟连县帕亮村，温暖如春。
地处低纬度地区，有充沛的降水

和适宜的温度，这让孟连因咖啡产业
闻名。阳光下，一串串成熟的鲜红色
咖啡果缀满枝桠。

单靠卖咖啡鲜果，帕亮村村民现
在户均每年能增收5万元。春节期间，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董燕梅仍在琢磨着
怎样把村里的咖啡产业做得更大。

脱贫后，近1亿农村人口得以安
居。巩固脱贫成果，乐“业”是关键。

“家门口”就业

河南省商城县双竹园村，一派节日
的喜庆景象。设在村里的双利针织厂此
时安静下来，但年前常常灯火通明，工
人们一直在赶制羊毛衫出口订单。

双竹园村属于原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针织厂建成投产后，吸引了60多
位村民就业。县里为了扩大生产规
模，曾考虑把厂子搬到县城的轻工业
园区，但最终为方便本村人就业，还
是留下了。

“走几步路就到家了，能赚钱又能
照看老人，两头都顾得上了。”在厂里
任质检员的程广侠说。

3年前，针织厂招聘时，程广侠对
返乡就业还犹豫不决。那时她已在广
州一家针织厂干了十多年，工作稳
定，收入也不错。

“进了村里的厂子才发现，工资比
大城市少不了多少，一个月能有6000
多元。”50岁的程广侠说，“终于不用

在外面漂了。”
厂子虽没搬到县城，但厂长刘永

乾想到了办法扩大生产规模。针织厂
招收了来自周边村庄的400多名流动
工人，让他们把机器织好的羊毛片带
回家，完成剪线头、缝合的工序后再
拿回厂里，按件领工资。

这几年，很多在外务工的双竹园
村村民选择回乡就业，一边把在外学
到的技术用在厂里，一边照顾家人，
村里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逐渐
减少，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1年我
国有1420万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实
现稳定就业，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1.89万元。

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今
年我国将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超过
3000万人。这3000万人的就业岗位中
大部分将由乡村产业支撑和吸纳。

“链条上”创业

上游生态鹅养殖，中游羽毛球加
工，下游羽毛球体育运动……很难想
象，地处贵州黔东南的锦屏县有这样
一个“无中生有”的特色产业。

走进群山包围的锦屏县敦寨镇亮
司村大冲养鹅基地，35座鹅棚如“林
间别墅”，跑动的花白鹅群在葱郁的
林间格外醒目。

村民欧春连是基地的饲养员，负
责上千只鹅的养殖，每月有3000多元
收入。

基地自去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
已出栏数十万羽大鹅。类似规模的养
殖场，全县一共有8个。

为何如此大规模养鹅？笔者在不远
处一个羽毛球生产基地找到了答案。

“做一个羽毛球要16片鹅毛，而
一只鹅的翅膀上最多只有14片鹅毛
符合要求。”基地负责人胡兵说，以前
养鹅大多为了卖肉，现在鹅毛的价钱
不比鹅肉低。

2017年，锦屏县引进南京亚狮龙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落户，企业把锦屏
作为其在国内的四大生产基地之一。
如今，全球每十只羽毛球就有一只产
自锦屏。

“以前企业主要做出口，原材料、
销售两头在外。这几年受疫情影响，
外销订单减少了，我们调整重心，积
极开拓国内市场。”胡兵说，现在外销
和内销各占一半，县里的产业链配套
显现了优势。

如今，以“鹅”为链，锦屏县的生态
鹅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已超过10亿
元，不断吸引投资者建厂创业。

“发展乡村产业，把技术、设施、营
销等短板补齐，形成产业链条，就可
以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可以良
性循环的产业振兴之路。”中国社科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品牌化”兴业

湘西十八洞村，建在山脚下的十
八洞山泉水厂春节期间停工不停

“单”，产品的市场供应并未中断。
脱贫攻坚期间，十八洞村通过与

矿泉水企业合作，拥有了自己的品牌
矿泉水。一条矿泉水全自动生产线每
小时可生产约一万瓶水，每年为村集
体创造60万元左右的收入，成为村民
们的“致富线”。

“每月工资3000元，有五险一金，
年底还有分红。”村民杨秀兰说。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
村的各项产业也叫响了品牌。

现在，村里的生计越来越多，外出
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乡，电商、直播
带货越来越火，山茶油、黄金茶、腊
肉、吊瓜、苗绣等特色产品陆续走出
大山。

2018年，十八洞村发布了“花垣十
八洞”公共品牌，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
加工、手工艺等多个行业的特色产品。

在品牌助力下，2021年十八洞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60万元左右，人
均年纯收入突破2万元。

品牌化发展是乡村产业的重要途
径。四川苍溪猕猴桃、内蒙古兴安盟
大米、湖南永顺莓茶……越来越多的
脱贫地区开始走品牌化道路，创造品
牌红利。

2021年，全国脱贫地区注册商标
和品牌数量达到5.3万个，拥有认证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近1
万个，一大批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
赢得市场。

（新华社 侯雪静 王悦阳 向定杰
刘金辉张玉洁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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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熊猫谷回归产房
已正式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2月8日，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
悉，1月31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历时一年在都江堰玉堂镇“熊猫谷”
建设的“回归产房”终于面向游客开
放。大熊猫“娇子”“成就”“真真”作为
首批“新房体验官”现已入住回归
产房。

回归产房是熊猫谷第一座、也是
目前唯一一座集大熊猫饲养、繁殖、育
幼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兽舍，占地
面积达8500平方米，涵盖2个室内活
动场、4个室外活动场、1个育幼室以
及数间室内兽舍。

回归产房名字中的“回归”既指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只野外大熊猫在当地
被救护，自此开启中国大熊猫救护之
路的历史，也蕴含着多年后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在此地继续推动大熊
猫保护的未改初心。

在设计之初，回归产房就充分考
虑了大熊猫的野外生存环境和生活习
性，从生态角度出发，落足于动物福
利，力图奉献一座真正的生态兽舍。为
此，回归产房外观轮廓设计为一块由
青苔藤蔓覆盖的滩石，安静地横卧在
茂密树林中。“巨石”的一端是道旁栽
满高山杜鹃的宽阔大道，另一端由一
座木质吊桥连接起了回归产房和对岸
的熊猫别墅。游客在游览时会先在山
花的簇拥下走进巨石内部，再扶梯而
上，从高处俯瞰活动场内大熊猫的娇
憨情态。

为达到模拟自然的目的，回归产
房不仅在室外活动场引植珙桐、高山
杜鹃等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的珍稀植
物，用山石垒砌仿真山涧溪流，还在室
内活动场内用环保颜料结合造景绘制
山野风光，用原木栖架、人造瀑布、仿
石地面等元素进一步还原野外大熊猫
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记者日
前从成都文广旅局了解到，2022年
春节期间，成都全市A级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52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实现门票收入4360.4万元，
同比增长9.0%。全市图书馆、文化
馆等公共服务场馆共接待市民游客
32.6万人次，同比增长31.9%。

据介绍，在强化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成都文广旅系统按照

“小型、多样、分散，户外为主，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原则，以“欢乐过春
节·安心耍成都”为主题，推出看展、
赏秀、畅游、惠购、观演、乐动六大类
185场文体旅活动，配套推出熊猫
生态之旅、冰雪运动之旅等40条主
题旅游精品线路。今年春节恰逢北
京冬奥会举行，市民游客参与冰雪
运动游的热情持续高涨，冰雪游成
为今年成都春节假期文旅市场的最
大亮点和最热业态。市民群众到图
书馆学习、到文化馆排练、到博物馆
和美术馆看展，去各类新场景、新线
路“打卡”，也成为了传统节日里的
新风尚。“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
展”以天府艺术公园为“体”，推出新
春主题展览，吸引超过2.5万人次市
民游客“打卡”感受现代艺术的魅
力；青白江区举办“厢遇新年”新春
活动，通过“薪火城厢”主题展、“菁
彩芳华新春游乐会”等活动，以全新
视角呈现城厢会客馆等文旅新场
景，吸引众多游客一览千年城厢芳
华等。除此之外，“文博体验游”持续
吸引游客关注。武侯祠博物馆、成都
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周
末儿童博物馆·新春季”等新春活
动，分别接待游客24.1万人次、7万
人次和2.2万人次。

海南春节旅游市场
迎来虎年“开门红”

新华社海口2月8日电（记者 周
慧敏 赵叶苹）免税购物人气旺、乡村
生态游受追捧……据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
海南累计接待游客541.13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75.3亿元，迎来了虎年
旅游市场“开门红”。

随着离岛免税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免税购物已成为海南的一张“金名
片”。春节期间，海南各大免税店推出
形式多样的优惠促销活动，受到消费
者欢迎。

来自贵阳的游客黄睿杰在海口日
月广场免税店为家人购买了免税品。
他说，免税购物已成为来海南旅行必
不可少的行程，带点免税品回去才不
虚此行，而且春节期间促销活动多、优
惠力度大，购买免税品很划算。

海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1月
31日至2月6日，海南10家离岛免税
店总销售额达 21.31 亿元，同比增长
151%；其中，免税销售额19.44亿元，
同比增长156%；免税购物人数30.18
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购买免税品
件数181.58万件，同比增长157%。

在岛外游客乐享免税购物的同
时，不少岛内游客选择海南中部山区
的乡村生态游。在昌江黎族自治县霸
王岭山脚下，木棉客栈老板王一勤忙
得不亦乐乎。他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
多城市居民青睐乡村景观，特别是昌
江木棉盛开的季节，很多人趁节假日
扶老携幼前来度假，“相信乡村游前景
会越来越好”。

素有海南“小西藏”之称的昌江王
下乡也迎来大批游客。王下乡浪论村
村民刘桂芳去年和丈夫在村里开了一
家私房菜馆。春节期间，饭馆迎来了几
百位客人。“虎年实现了‘开门红’，现
在来我们村的人越来越多，今年打算
多酿点山兰酒，迎接更多游客。”刘桂
芳信心满满。

据了解，春节期间海南全省椰级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共计54.24万人
次，乡村采摘、田园赏花、滨海赶海等
乡村游备受欢迎。春节期间海南旅游
饭店平均入住率约72%，较去年同期
高出16.5个百分点，三亚亚龙湾和海
棠湾的酒店入住率达到96%以上。

贵州是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
考察时表示，希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
济战略上抢新机。

新机在哪里？如何“抢得到”？遵循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个国家试验区
如何选点突破？笔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调查。

数据“西游”

入口处瀑布飞泻，人工湖清澈见
底，一排排色彩缤纷的欧式建筑点缀
在青山绿水间……点开一个短视频，
评论区网友禁不住调侃：“在这儿上班
有种度假的感觉！”

如果只看外观，很难将宛如童话
城堡的建筑与数据中心相关联。占地
1500多亩，历时5年建设，2021年底
正式投用。这个位于贵州贵安新区的
华为云业务全球总部，未来园区仅服
务器就可部署100万台。

进入数据中心区域，站在长廊外，
透过玻璃看机房，密密麻麻的服务器
高效运转，机器人穿梭其中、实时
巡检。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

大数据时代，像数据中心这样的
算力设施是基础底座。“地基”牢固与
否，关系到数字经济“大厦”能否稳固
屹立。

近年来，贵州发挥气候、能源、地
质等方面的优势，抢先布局数字新基
建。如今，仅在贵安新区，就云集了7

个超大型数据中心。
数据集聚的资源优势如何转化为

产业优势？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为贵
州带来新机遇。

所谓“东数西算”，简单来说，就是
把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处理运算。
要完成这一任务，构建一张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必须布局一些重要的枢
纽节点。

近期，国家四部委正式批准贵州
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
枢纽节点。

“我们将以节点建设为抓手，构建
‘粤港澳-贵州-成渝’数据走廊，服务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地区算
力资源需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焦德禄说，目
前相关工作正分阶段、分步骤有序有
力推进。

跻身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之一的贵
州，对算力服务企业产生了磁吸效应。
去年12月，东数西算（贵州）产业有限
公司成立。

作为投资方之一的钜成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成标说：“公司
将充分发挥贵州作为南方数据中心示
范基地优势，在贵州建设新型互联网
交换中心与热应用数据中心，构建贵
州与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大
数据中心集群的算力资源输送通道，
真正实现‘东数西算’。”

“数”业有专

“可以是厂房，但不必一定是厂
房。”身处贵阳高新区密集的写字楼
内，谈起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云上贵

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巍
说，产业要素、发展空间、技术赋能、组
织方式上的变化，正在拉平各地区资
源发展禀赋上的鸿沟。

曾在 IBM、英特尔工作，2012 年
回到家乡，43岁的魏巍见证了贵州大
数据发展从“抢先机”到“抢新机”的过
程。“假如数字经济领域也存在‘微笑
曲线’，那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只充当一
个存储数据的硬盘。”他表示，去年集
团专门成立数据运营部，就是瞄准数
据这个生产要素去挖掘价值。

2021年10月，贵州数据流通交易
平台上线运行。魏巍所在的公司负责
数据交易的市场推广、交易撮合、业务
拓展。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数据商”
112家，上架数据产品162个，交易额
1400万元。

如何在数字产业上实现大突破？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
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集
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贵州提出，要打造数据中心产业
集群、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数据应用产
业集群“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建成两条生产线，每月计算机产
能15000台、服务器产能5000台……
刚成立一年多的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
限公司，去年实现7万余台智能硬件
设备生产销售目标。公司新闻发言人
余茜说，生产线落地后，吸引了国内众
多相关产业链企业聚集。由公司发起
成立的“贵州鲲鹏计算产业联盟”现已
拥有30余家成员单位，产业链覆盖整
机制造、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我们全力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
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在保持电子元

器件的传统优势基础上，紧抓智能终
端、云服务等新业态发展机遇，开展招
商引业，引进了云上鲲鹏、浪潮等一大
批优强企业。”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级调研员徐云舟说。

作为未来贵州的数字产业和人才
集聚区、数字场景应用示范区和生态
文明展示区，去年底，贵阳大数据科创
城启动建设，目标是成为国内领先的
数字经济创新区。贵阳市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副局长谷甫刚介绍，今年，科创
城要引进大数据企业400家，实现营
业收入30亿元。

耕“云”种“数”

打开微信小程序“一码贵州”，带
着传统古风的年货节页面让人眼前
一亮。

“整个页面就是一个年货街区，各
地农特产品应有尽有。”商城负责人李皓
说，今年线上年货节筹备两个多月，参与
商家达3.7万家，商品超过10万种。

点击进入“黔货主会场”，手工糍
粑、刺梨原汁、野山茶油、现挖小黄姜
等本地农特产品正在参与秒杀活动。

通过“一码贵州”助力，市民难买
到、农民难卖出的“深山好货”产销对
接问题得以缓解。

“自从入驻平台，订单就持续不
断。”贵州新农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周礼贵感叹。2016年开始，
他在赫章县种植香葱，如今基地获得
更广阔的市场，更稳定的销售渠道，带
动千余群众务工增收。

截至去年底，“一码贵州”平台交
易额累计超40亿元，与数十个脱贫县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力助推
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
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

发挥大数据叠加、放大、倍增效
应，赋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的故事还在
上演。

每8秒采集1次数据，1分钟产出
近300件产品……在贵州雅光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运转声
回荡，高端主机汽车二极管智能化生
产示范线上的机器抓手正在忙碌，备
料、组装、测试等工序有条不紊。

“以前人工环节多，产品质量一致
性不高。”公司经理部部长彭绍波说，
通过智能化改造，一条生产线单班人
数从原来38人降至12人，效率提升了
68%，优品率也从62%提升到95%。

通过“万企融合”行动，贵州推动
传统产业“上云”，让不少像雅光电子
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尝到了甜头。

过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对
传统企业只是可早可晚、可有可无的
备选项，现在成了必须要做、早做早受
益的必选项。

“抢新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和根本
遵循。”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
书记胡建华表示，贵州提出到 2025
年，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突破
3500亿元；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实现
倍增，在 GDP 中的占比达到 50%左
右；三次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
大数据深度融合改造全覆盖。

（新华社李自良王丽向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