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铜仁市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和加强新时代工商联工作决策部
署，积极推动党员干部深入企业大走访、大
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用心用情为
企业纾困解难，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有
力有效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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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 23日，在思南县三道水
乡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线
上，一盒盒“陈薯”牌酸辣粉依次下线。

“订单饱满，正在加班加点，加快生
产。”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蒋世芳说，佳里佳的订单一单接着一
单，既缘于企业自身努力，也得益于铜仁
市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市领导多次现场调研，聚焦用电成
本高、资金不足、技术欠缺等痛点、难点问
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精准帮扶、纾困解
难。”蒋世芳感激地说，通过政府的精准帮

扶，公司建成了淀粉生产线、粉丝粉条生
产线、包装生产线、薯渣烘干线，促进了红
薯全产业链发展。

铜仁生态资源丰富，茶产业发展基础
良好，特别是近几年，铜仁以抹茶发展为
突破口，推进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引进抹茶龙头企业贵茶茶业股份有限公
司，建成“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抹茶系列
产品销售火爆，“梵净抹茶”迅速在国内国
际出圈。

为做大抹茶规模、做响抹茶品牌、做
强抹茶市场、做深抹茶链条，铜仁市争取

到中央财政农业集群发展扶持资金1716
万元用于扶持贵茶公司更新设备、扩大产
能、提升品质、推进融合。

目前已建成抹茶核心种植基地 6.16
万亩，碾茶生产线增至41条；创新开发抹
茶冰激凌、抹茶月饼、抹茶拿铁、抹茶面条
等新产品 20余款，产品畅销国内 30多个
城市，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关键时候“服”一把，让企业经营发展
信心十足。推动认定中科星城石墨有限
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优惠政
策，减免税收4920万元，兑现海螺水泥厂

中央财政奖补技改资金800万元。
“真金白银”帮扶企业，为企业纾困解

难。数据显示，目前铜仁市民营企业获得
信贷超过347亿元，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当年累放贷款年化
利率5.10%，较年初下降0.39个百分点。

“实打实的举措，让我们在困境中看
到了曙光。”刚送走深圳前来印江考察农
特产品的客商，柳仁山还希望政府多开展
类似的推介及实用人才培训活动，他正着
手扩大生产规模。

企业铆劲争创佳绩

铜仁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葛永智

销量恢复得怎么样？有没有开拓新的市场？
原材料供应不稳定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企业
对政策和服务的获得感如何，目前生产经营状况还
存在哪些主要困难？

铜仁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
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对照执行《贵州省贯
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
见〉的实施方案》，建立2024年市级领导联系服务重
点项目和停减产工业企业清单，深入项目点开展现
场办公，摸清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和减停产企业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

按照市领导领衔、属地政府主责、行业部门靠
前服务、项目业主单位和企业具体推进机制，一场
以上率下、凝聚服务共识的领导干部走访服务企业
专项活动，在全市上下火热进行。

市委、市政府带头深入基层、走进车间、与企业
家面对面，“望、闻、问、切”，调查研究、把脉问诊、现
场办公、解决问题。

针对企业诉求，市领导直面问题，用心用情为
企业纾困解难。

一些企业提出：当前新材料市场需求不足，导
致产品同期下滑严重，加上新材料属于高能耗企
业，生产成本较高。市领导叮嘱工作组和相关职能
部门，尽快解决。

市委、市政府积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
决用电指标，通过优化电解锰、铁合金及水泥行业
用电，确保新材料企业正常运转；同时从用汽、物流
等方面加强要素保障，着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因消费需求下降，订单减少，原材料供应不稳
定，导致连续减产停产……一些企业期望，市场政
策再添利好。

多方联合，落地有声——协调市内公司解决核
心原材料采集，保障外资企业有序生产；协助推动
锰渣渗透液回收项目建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依
托企业自身优势，通过产品联盟模式扩大销量，并
增加线下销售点和参加展销活动等方式提高产品
知名度，抢占市场占有率。

一些企业呼吁，惠企政策再加力度。
建立铜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

制度，每年组织召开“铜商大会”，对优秀商会及优
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进行激励；

着力提升“企业之家”增值服务，组织商会实行
轮值值班，全程帮办、代办，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不推诿、不避难，盯着问题往前进，企业的诉求
和问题在加速解决中。

眼下，生产线加班加点赶订单，销售人员线上
线下抢市场，物流车络绎不绝运货物……黔东大
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正快速运转。

一线走访“望闻问切”

部门发力排忧解难

“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活动来提高产品
的知名度，了解当前市场行情。这样，我
们就可以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员工招聘，
你们的服务太到位了！”

不久前，印江梵净山鼎牛食品有限公
司迎来了铜仁市“企业大走访”服务小分队，
在了解企业核心业务发展情况后，小分队
送上了“见面礼”——邀请参加深圳市贵州
铜仁商会2024年年会农特产品推介会。

原来，专业生产牛肉干的鼎牛食品公
司，这几年销量严重下滑，公司负责人柳
仁山正千方百计谋出路。

“带去的150公斤牛肉干，不到1小

时就被抢空，还与多家企业及客商达成采
购协议。”对于参加这次推介会，柳仁山连
说感谢。回来后，他又听从小分队建议，
开设直播平台扩大销售渠道。

营商环境好的地方，发展就快、质量
则高。铜仁市相关部门在走访中积极通
过“送政策、听意见、问需求、解难题”，切
实将政策落到位、把服务送上门、把问题
协调好，把走访与办实事、解难事相结合，
走出办事效率，提升关切温度。

制定印发《铜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实施方案》，聚力“六大生态产业”，实
施“双千双百”工程，全面落实“非禁即入”

市场准入要求，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

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调整优化住房
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12条公积
金优化政策，出台《铜仁市促进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十条措施》，一体推进全市房
地产业止跌回稳。

市直各部门密集“发声”，积极释放支
持民营经济强力信号。

市政务服务中心积极助企纾困解愁
增效，聚力打造11个全链条、全要素、全
周期服务的“企业之家”，累计处理诉求
2598件，开展涉企活动381场；

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反
不正当竞争“守护”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平
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充
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市人社局编制《铜仁人社涉企优惠政
策》，积极牵头组织开展民营经济组织工
程技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专项评审
工作，为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专业
技术人才支撑；

市科技局引导 24家民营企业申请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3家民营企业申报
2024年度市级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并立项
……

“大家看，我们家的朱砂来
自铜仁万山，这种高品质的朱砂
原石非常难得，寓意也很好，在
新年送人还是自己佩戴都非常
合适。”走进万山朱砂电商产业
园，直播间内热闹非凡，主播们
激情洋溢的讲解声此起彼伏。
每天她们都要直播早晚两场，一
场四个小时。

自万山朱砂电商产业园建
设运营以来，工作人员走访摸排
园区朱砂企业，建设朱砂产品线
上线下供应链，已完善 1000余
款朱砂热销产品，并持续推动政
校企深入交流合作，开展多次直
播人才孵化培训，助力铜仁直播
人才振兴。

据了解，该产业园拥有达人
孵化、直播培训、品牌推广、代理运营、平台服
务、渠道推广、完善仓储物流等功能。积极推
动销售模式升级，使传统产区焕发新活力，形
成“产品集聚带”效应 .

之后，产业园将全面强化朱砂产品专业
服务水平，发挥流量和技术资源优势，加强培
养朱砂产品电商人才，全面构建农特产品电
商供应链，打造特色传统品牌矩阵，支持朱砂
品牌出圈，推动万山朱砂产业品牌化发展，将
直播流量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资”。

把服务做到心坎上

麻樱子

铜仁梵农产销开拓“黔货出山”新赛道

“大家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万山香柚，它清甜脆爽、颗
粒饱满……”连日来，在黔货云仓·铜仁枢纽仓里，主播正在
直播带货铜仁本地农特产品。

一套直播设备，一张摆满本土农产品的桌子，为主播们
搭建展示“铜仁好物”新舞台，健康养身的梵甄源菌菇、可以
喝的玉屏茶油、颗粒饱满的大米……来自铜仁市的三十余
种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

在云仓的另一边，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将消费者下单
的货品进行分拣、打包、装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铜仁枢纽仓持续将物流体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发
挥商流、物流、信息流“三流合一”优势，围绕全市特色农特

产品产业，通过建基地、树品牌、强平台、拓渠道、促协同，打
造“基地+品牌+平台+渠道”农产品销售模式，使生产基地
更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此外，铜仁枢纽仓还联动网店通过

“直播带货”“电商助农”等方式为各类农特产品打开销售渠
道，帮助铜仁优质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市场。

2024年以来，铜仁枢纽仓共销售各类农产品 25万单，
为区域农产品上行“提速”加力。“现云仓快递价格已实现1
公斤以内1.6元起，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流通成本。接下来，
黔货云仓将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延伸农特产品产业
链条和产业融合发展上做足文章，让农特产品产业从传统
种植到现代化种植、从单一销售模式到线上线下融合多元

化市场拓展转变，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
铜仁枢纽仓的负责人侯超说。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为不断丰富、完善产业链，由铜仁
梵农产销公司建设运营的食用菌加工厂应运而生。“打造集
食用菌恒温储存、气调保鲜、冷冻加工、产品深加工、物流配
送、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农副产品产销链条，打破传统农
产品交易方式，融合产销合作、大宗生鲜交易、电商合作入
驻、供应链打造、贸易加工等多种运营模式，做强农产品流
通产业链。”铜仁梵农公司副总经理田杰说。

“云仓+直播”点燃电商发展新引擎

2024年以来，铜仁梵农产销公司抢抓电商直播迅猛发
展的时代机遇，依托“一码贵州+黔货云仓+生产基地+市
场”，建设运营贵州梵净直播示范基地、贵州侗乡直播电商
基地。

直播基地集直播培训、直播实训、创业孵化“三位一
体”，为电商企业搭建发展平台，让农人变“红人”、特产成

“爆款”，有效树立铜仁农特产品自主品牌和实现农特产品
“出村进城”，以直播新业态为铜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

“各位家人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冬日

暖阳下，本土直播达人李龙像往常一样，熟练地通过直播向
顾客介绍铜仁豆腐皮，现场直播氛围正酣。

“直播基地具有强大的资源汇聚功能和渠道对接能力，
通过一码贵州、天猫、抖音、拼多多等平台带动铜仁农特产
品走出去，有效促进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推动实现铜仁区
域农特产品品牌化发展。”贵州梵净直播示范基地负责人蒋
秀海说。

自直播基地成立以来，总销售额突破 4000万元，2024
年累计完成直播带货场次589场。其中热门单品铜仁手工
老豆皮销量突破20万包，成为直播带货的“明星产品”。

下一步，贵州梵净直播示范基地、贵州侗乡直播电商基
地将立足地方特色产业，发挥基地资源优势，携手政府、直
播达人、电商企业等多方力量，打造具有竞争力和市场需求
的优质产品，积极拓展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由
基地宣传推广的农特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与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定向培
养直播电商专业人才，助力铜仁“直播经济”高质量发展。

“直播+农产品”激发电商消费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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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货云仓·铜仁枢纽仓(东莞前置仓)内，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
分拣、二次打包鸡蛋。“我们的鸡蛋营养又健康，特别受大湾区消费者欢迎，
现在每月订单量都在持续上涨。”

该东莞前置仓总投资80余万元，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是铜仁市
梵农产销公司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抓住莞铜携手帮扶政策打通的
省外市场渠道，发挥大湾区中转、分拣等功能转换，将贵州优质生态

绿色鸡蛋源源不断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
公司在线下布局发力的同时，也大力打造线上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