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新”而行

2月 7日，笔者在位于贵州大龙经济
开发区的贵州星茂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看到，从各地回收的废旧电池，在经
过浸出、固液分离、去渣、萃取提纯等工
序后被“吃干榨净”。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废旧电池的综
合回收利用，回收率可达到95%。”贵州星
茂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明介绍。
作为一家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的新型功能
材料制造企业，该公司让废旧电池“再获
新生”，同时与园区的动力电池正负极材
料产业形成配套、互补、融合发展。

近年来，大龙经济开发区全力推进
“无废园区”建设，引导企业从工艺改进、
清洁能源与原料替代、数字化智能化提升
等多方面发力，减少固体废物的源头产生
与排放。同时，不断构建并完善资源外循
环，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对废旧锂电池进
行深度开发利用，并推动固废、废水、废气
等资源内循环，把发电厂产生的粉煤灰、
脱硫石膏制作成蒸压加气块、砖。

大龙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以新型功
能材料企业为主，主要产品有三元前驱
体、电池用硫酸锰、电解二氧化锰、电池
用四氧化三锰等锰系产品，而面向社会
回收利用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是三元前驱
体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2024年1月至11月，大龙经济开发
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222.09亿元，
固废综合利用率超过 80%。2024年 10
月，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公告，
公示了 9个“无废园区”全国典型案例。
大龙经济开发区以“循环经济+多元共
治+智慧管理”无废园区模式成为贵州唯
一入选该名录的园区。

作为黔东工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区，
大龙经济开发区是铜仁大抓生态产业、
主攻生态工业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铜
仁坚持以生态文明引领现代化建设，依
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新型功能材料、生态特色食品及健康
医药等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新路。

抢抓新能源电池及材料行业风口，
铜仁将新型功能材料作为首位产业推
进。围绕锂电池及材料、钠电池及材料、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 3条产业链打造新能
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链。2024年 1月至
11月，我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247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52.3%。

挖掘良好的生态优势，铜仁大力发
展生态特色食品及健康医药产业，推动
茶叶、红薯、白酒、饮用水、中药材等产业

发展。2024年1月至11月，我市规模以
上生态食品药品饮品完成产值 62.9亿
元，同比增长5.7%。

2024年，铜仁出台推进生态工业十
大突破行动工作方案，狠抓产业集群壮
大、龙头企业培育、“富矿精开”、项目建
设攻坚、招商引资、开发区提质、科技赋
能、绿色低碳转型突破行动等。

铜仁围绕新型功能材料、生态食品
及健康医药主导产业，瞄准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成渝、华中等重点区域开展
招商考察，引进了运达风电、红星电子、
湖南恒光、玉屏石灰矿等重点项目。推
进嘉尚年产25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产业园项目二期、为方年产10万吨锰基
钠离子电池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中伟
资源循环废旧锂电池综合回收体系建设
项目（四期）、万山风电智造总装产业基
地项目一期、印江县年产 2000吨优质酱
酒生产项目等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狠抓开发区平台建设，推动开发区
因地制宜调整区位、整合优化、增减面
积，整合优势资源，加快产业集聚，并进
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低产
低效企业有序退出，推动碧江高新区申
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龙经
开区申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相关

工作。
全力推进“富矿精开”，重点在锰加

工、优质水、朱砂石等方面做文章，推动
碳酸锰矿—高纯锰材、锰渣无害化矿井
充填等技术攻关，开展包装饮用水产业
质量提升行动，并创新发展朱砂文旅产
品，着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绿色铜
仁的发展优势。

不仅如此，铜仁还持续开展绿色体
系创建工作，组织 29个企业及开发区绿
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等绿色制
造名单申报工作。旭晶光电、松桃桃源
土特产等 5个企业公示列为省级绿色工
厂，农夫山泉（江口）、贵茶等4个企业公
示列为绿色供应链。

绿色是铜仁最大的特色、生态是铜
仁最大的优势。通过不断提升产业含绿
量和含新量，将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
描绘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的新
画卷。2024年1月至11月，我市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完成472.6亿元，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123.67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

铜仁：产业“含绿量”变发展“含金量”
杨聪

本报讯(张秀云) 近日，在500千伏
铜仁西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正紧锣密鼓
地召开复工复产动员会。“复工前，施工项
目部必须强化安全责任，要对施工现场及
办公区域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治理……”

项目部负责人潘健介绍，为确保工
程安全有序进行，业主、监理、施工单位
密切配合，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关键节
点，并进行了施工方案评审优化、施工机
具进场报验等工作，从2月7日起便按照

“八步法”和“四步骤”进行复工条件核
查，召开甲方、监理、总包、分包等多方会
议，确保项目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今年，500千伏铜仁西站新建工程
将迎来地基基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土

建交安、竣工验收等重要节点，施工项目
部全体人员将继续以质量安全为核心，
延续大干快上的良好势头，迎难而上、苦
干实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冲刺节
点目标。”潘健说。

500千伏铜仁西站新建工程复工

连日来，印江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合水镇官庄
村黑木耳迎来采收期，当
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采
收 、晾 晒 黑 木 耳 。 近 年
来，印江依托梵净山西麓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优势，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社（专业村）＋
专业菇农”组织方式，探索
推广“水稻+黑木耳”轮作
栽培模式，提升农田利用
率和产出率，实现粮食和
黑木耳双丰收，助推农业
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特约记者 左禹华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紫英) 2月10日，
2025年全市网信工作会议召开，总结成
绩，分析形势，研究安排今年重点工作。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市网信战线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为推进绿色铜仁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网信支撑。会议强调，

2025年，全市网信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衷心
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
护”。要牢牢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
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网信办

主任会议和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按
照“弘扬三气、改革攻坚”年部署要求，深
化“上推下守”工作思路，奋力推动全市
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把握传播规律，以大流量澎湃网络空
间正能量。要守牢网络阵地，构建网络

安全体系。要以信息化赋能现代化，探
索推广信息技术服务政（商、民）领域应
用场景。要坚持党管互联网，以更高标
准服务中心大局，为绿色铜仁现代化建
设提供强大网上舆论支持、可靠网络安
全保障和有力信息化支撑。

全市网信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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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生态饮品：梵净佳饮润心怡情

初春的梵净山，薄雾轻笼，新芽萌动。在
位于梵净山脚下江口县的贵州铜仁贵茶茶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蒸汽杀青、超微
粉碎、低温干燥等工艺，翠绿的茶叶在自动化
生产线上化作细腻的抹茶粉，空气中弥漫着阵
阵茶香。这批来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的欧
标抹茶产品，即将跨越重洋发往北美市场。

抹茶起源于魏晋时期，兴起于隋唐，鼎盛
于宋朝，具有降脂、抗衰、美容等 20多种保健
功效，被誉为“茶中翡翠”。地处梵净山景区核
心地带的江口县，山高雾浓、雨量充沛、空气清
新，是优质茶叶的绝佳生长区域。

贵州铜仁贵茶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落户江
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
茶叶精深加工，在梵净山下建设全球最大的抹
茶单体精制车间，建成自动化抹茶生产线 4
条，将抹茶产品出口至美国、德国、加拿大、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及地区，让铜
仁抹茶香飘世界。

立足生态禀赋，发挥生态优势。近年来，
铜仁不断发展壮大以抹茶为重点的生态茶产
业，全市茶园总面积达 153万亩、投产茶园
134万亩，高品质抹茶基地3万亩，抹茶年产量
1200吨、居全国前列，铜仁“梵净抹茶”公用品
牌被认定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梵净山茶”品牌价值达39.95亿元。

除了生态茶产业，铜仁的天然饮用水产业
也风生水起。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铜仁，境内共
有河流 229条，年可开发利用淡水资源总量达
132.21亿立方米，山泉等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达31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富含40多种微量
元素，多个优质水源不经任何处理就是世界级
高品质矿泉水，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水资源十分丰富。

落户铜仁的农夫山泉，在这里建成了世界
领先水平、自动化程度极高的天然水生产线，
年产约 85万吨天然水及饮料，让清澈甘甜的
山泉水，带着铜仁的生态之美，流入千家万户。

与农夫山泉一样“闻”水而来的，还有好彩
头、屈臣氏等全国知名饮用水、饮料企业，以及
梵净山泉、清心露等一批本地品牌，全市水产
业链条逐步形成、日益壮大，已基本形成天然
饮用矿泉水、饮用天然水、地热温泉、饮料、酒、
茶、特色食品等特色水产业体系。

在梵山净水间汲取优质原料，用匠心工艺雕琢生态
佳饮，铜仁生态饮品产业正逐步释放发展潜能，成为助
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生态药品：黔韵本草生态良方
原料检测验收、入库拣选、清洗、切筛、炮制、干燥、

包装、质检……在位于碧江区的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每天平均有五六十味中药材要加
工，超10吨中药饮片要发至省外市场。

该企业自投产以来，聚焦道地中药材产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发展，大力发展加工制造，成为集中药材种植
及推广、中药饮片加工及销售、大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及销
售、中药材贸易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综合型企业，也是全
国前列、省内首家产值超 5亿元的道地中药饮片加工
企业。

同德药业选择落户铜仁，看中的是这里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和坚实的产业基础。

黔地无闲草，遍地皆灵药。作为贵州“传统道地药
材”主产区之一，铜仁境内有野生中药材品种 2287种，
其中药用植物 2086种、药用动物 175种、药用矿物 26
种，涵盖黄精、天麻、淫羊藿、缬草、八月瓜、吴茱萸等品
种，堪称“梵净药库”。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道地中药材作为打造生态食品
饮品药品“三品”产业中的一大特色优势产业来抓，重点
布局以德江为核心的天麻种植区，以印江、石阡、江口、
思南、松桃为核心的黄精种植区，以江口为核心的淫羊
藿、缬草种植区，以德江、思南、沿河、石阡、松桃、印江为
核心的花椒种植区。

在这过程中，全市先后引进国药集团、江苏扬子江
药业、同德药业、御元堂等优强企业，大力培育德江洋山
河、石阡古耕农牧、江口苗药等本地优秀企业，不断补链
延链强链，促进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让铜仁成为道地药
材种植、精深加工、高端药品生产的优选之地。

截至目前，全市创建了德江、石阡、印江3个省级中
药材种植大县，培育经营主体1586家，建有2000亩以上
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企业 35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 7家，

“定制药园”示范单位18家。同时，培育了梵净山黄精、
江口淫羊藿、德江天麻3个贵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
同德黄精片、龙洞湾牌天麻、洋山河牌天麻、古耕农牧牌
黄精系列产品、小绵羊牌缬草精油、贵露牌天麻、易伙伴
牌罗汉果、黔芸两江牌花椒、净山仙草牌石斛面条、乌江
仁草牌白及黄精酒等10个铜仁市绿色（中药材）农产品
品牌。

从绿意盎然的茶园到硕果累累的果园，从标准化的
食品加工厂到现代化的药品生产车间，铜仁生态食品饮
品药品产业正以蓬勃之势崛起。截至 2024年底，铜仁
生态食品饮品药品特色产业规上工业企业122户，规模
以上产值68亿元，同比增长6.48%。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展望新的一年，铜仁将继续坚
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持续深挖生态潜能，在产业融
合、品牌塑造、科技创新等领域不断突破，以生态“三品”
产业赋能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让黔东大地的绿色发展
故事，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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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用心用情，凝聚服务群众更加有力
社会工作面对群众广泛、联系群众

密切、服务群众直接，必须用心用情。贵
州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落实“四
下基层”制度，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
群众利益。

每月5日、15日、25日，威宁自治县群
众可通过县信访局设定的“书记县长接访
日”，与书记县长“面对面”表达诉求。这
是我省领导干部主动下访的一个缩影。

全省社会工作部门会同信访部门充
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大

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信访问题
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切实把“送上门来
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有效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

同时，各地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健全完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制度，把
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金
钥匙”。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作为全国较早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

省份之一，贵州实名注册志愿者有926万
人，实名注册人数在全国位列第十，有服
务时长的实名志愿者人数在全国位列第
六。2024年以来，全省社会工作部门积

极推进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化，协调联动
行业系统力量，大力开展“温暖黔行”、文
明旅游、平安建设、未成年人保护等各类
志愿服务，“多彩贵州·志愿黔行”品牌持
续擦亮。

如今，从城市社区到乡村一线，黔中
大地到处活跃着志愿者身影，铜仁市全
力建设“志愿之城”，兴仁市扎实开展“仁
志者”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紫云自治县

“暖冬行动”志愿服务正如火如荼进行，
“我奉献，我快乐”成为社会新风尚。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是基层治理
的重要力量。贵州积极推动“专业社工+
志愿服务”融合发展，不断厚植专业社工

成长沃土，越来越多人投身服务基层、服
务群众的光荣事业。2024年全省报名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人数达 3.58
万，同比增长 20%；共 4884人通过考试，
占历年累计通过人数的49%，全省累计持
证人数达1.48万人，社工专业人才队伍
逐步走向专业化。

新时代新征程，挺膺担当正当时。
贵州将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治理之路，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全
面激发社会活力，奋力推动新时代贵州
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贵州篇章作出新贡献。

激发社会活力 夯实治理根基
谱写新时代贵州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月10日，记者来到万山区谢桥街道石竹社区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王志军的食用菌基地看到，宽敞的生产车
间摆满了平菇菌棒，从去年冬天便开始出菇上市，年收
入在20万元左右。

特约记者 蒲召福 通讯员 杨志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