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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夏颖辉 肖鑫） 小小菜篮
子，连接大民生。便民市场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
窗口。秉持“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改善
民生”的创建理念，万山区精准锚定文明
城市创建方向，严守“便民利民、合理布
局”原则，全方位统筹、科学化规划便民
市场布局，直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顽疾，
让城市的“烟火角落”有序升温。

清晨，谢桥街道便民市场已然人声
鼎沸。摊位整齐排列，菜农们笑意盈
盈，新鲜采摘的蔬果码放得错落有致，

市民穿梭其中，挑选蔬菜，体味生活的
新鲜滋味。

“市场改造得很好！”菜农杨静难掩
喜悦，“规划好了，我立马租了摊位，现
在人流量大，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谢桥街道深挖潜能，为盘活老农贸
市场使出“妙招”，将周边零散流动菜贩
资源巧妙整合，打出“农村菜·谢桥买”特
色招牌，通过划行归市实现规范化运
营。利用农贸市场闲置角落，精心规划
出212个临时摊位，为流动摊贩安了“新
家”，也为市民带来地道农家风味。

“市场里都是农家直供菜，新鲜实
惠，吃得放心！”市民刘凤群点赞道。

在贵苑社区便民市场，琳琅满目的
蔬果散发着诱人光泽，吸引众多市民驻
足选购。仁山街道发力“四整治”“四提
升”行动，聚焦农贸市场基础设施改造，
向“脏乱差”宣战，力促菜市场旧貌换新
颜。如今，贵苑社区便民市场分区精细
明晰，蔬果、肉类、水产、熟食、干货、美食
等区域一目了然，61个固定摊位与20个
流动摊位相得益彰，服务触角延伸至周
边 3公里范围，每日迎接近 5000人次客

流量。
“以前在路边摆摊，车多人杂，安全

没保障，灰尘还大。”摊主吴荣感慨万千，
“现在市场环境大变样，干净敞亮，还有
专人打扫，雨天不愁，菜也干净，生意好
做太多了！”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程中，万山
区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初心原点，推
动便民市场华丽蜕变，只为给市民精心
雕琢一个洁净、整齐、优美、规范且文明
的购物天地，让民生温度在城市的每一
寸角落持续升温。

本报讯（张洪全 陈晶晶 陈丽玲）近
日，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
设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在沿河
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落寨村举行开工
仪式。

据了解，因夹石镇和甘溪镇片区
地域大、人口多，电力供应覆盖面广，
加之近年来群众对电力的需求逐步增
加，导致现有的电力设施难以满足日
益高涨的用电需求。为有效破解这一

难题，南方电网铜仁供电局积极谋划，
将110千伏夹石变电站纳入铜仁电网
规划建设。

据悉，该工程总投资1.045亿元，
占地面积约4587平方米，是沿河辖区
内的第七座110千伏变电站，也是该
县 2025年一季度重大项目之一。该
工程涵盖了夹石110千伏变电站新建
工程、龙泉变电站110千伏出线间隔
扩建工程、龙泉至夹石110千伏线路

工程以及相应的光纤通信工程，预计
将于年底竣工投产。

“夹石110千伏变电站工程建成
以后，可以解决毛田、甘溪、夹石以及
谯家部分地区的供电可靠性的问题，
惠及用户大概12万人。为沿河和印
江、德江建成互倒互供的电网线路，供
电可靠性更加得到保障，还可以为我
们地方企业提供更好的电力供应，对
于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的上网提供更

大保证。”南方电网铜仁沿河供电局总
经理石炳堂说。

据了解，自“十四五”以来，贵州电
网公司累计向沿河投入电网建设资金
3.9亿元，建成了以1座 220千伏变电
站、6座110千伏变电站、10座 35千
伏变电站为骨干的电力网架，有力促
进了该县的快速发展和乌江中下游城
镇组群发展。

本报讯（周丽 戴刚 文/图）松
桃黔东粮仓优质粮油保供产业示
范项目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目
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预计 4 月
底正式投入使用。

在乌罗镇岑司大坝，松桃黔东
粮仓优质粮油保供产业示范项目
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挖
土机、翻土机来回穿梭，正在进行
土地平整、沟渠翻修等施工作业，
争分夺秒备春耕，为全年农业生产
打基础。

据项目负责人李韵介绍：“该
项目划分为 9个工区，每个工区同
时进行土地平整施工，目前，已经
完成约 35％的主体工程量，土地
平整完成以后，将进行灌溉与排
水的施工以及防洪堤施工，预计
总工期在 4月底完成。”

松桃黔东粮仓优质粮油保供
产业示范项目位于乌罗镇岑司村，
该项目是以农村综合性改革省级
示范试点为契机，深入推进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为抓手，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推
进，总占地面积为 2104 亩，建成
后，将极大提升当地优质粮油的供
应能力。

松桃：优质粮油保供产业示范项目稳步推进

沿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

万山着力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市场

近年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依
托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禀赋，发挥
比较优势，以扩规模、提等级、延链条、
增效益为突破口，深入推进东西部协
作，着力实施“六招”举措，全力打造铜
仁酱香型白酒生产核心区、主产区，聚
力推动白酒产业做出特色、做大规模、
做响品牌。

立足实际，抢抓机遇。该县成立以
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的白酒产业
发展工作专班，县委、县政府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制定《支持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部门团体联
合，成立红色酒业联村党委、红色酒
业协会、红色酒业协会党支部联合部
门抓组织、资源、项目建设。编制白
酒产业链发展图谱，明确产业重点工
作、项目、招商清单，形成“一专班、一
意见、一措施、三清单”政策体系扎实
推进产业建设。

按照“一区三园”总体规划，该县规
划建设“木黄白酒产业园”，配套完善水、
电、网络、环保等基础设施，打造20亿元
级白酒产业。规划白酒园区134.76公
顷，按照“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在
县内打造1万亩优质酿酒原料生产基
地。引进园区白酒企业、项目6个，总投
资金额 8亿元，产能 6500吨/年以上，预
计到2025年底，实现酱香型白酒产能达
10000吨以上。

抓好招商引资，开展产业链招商、
以商招商、展会招商，每年引进年产能
1000吨以上白酒企业２家。做大骨干企业，以国有控
股的贵州省木黄酒业公司为龙头企业引领，建成日处理
能力300立方的白酒园区污水处理厂，全力助推国缨酒
业、金麓酱酒、红色木黄酒业达产满产，开工建设木黄会
师窖酒业年产2000吨等白酒项目。做强规上企业，支持
以木黄会师窖酒业、国缨酒业、金麓酱酒为代表的企业
做大做强，上规入统。

围绕构建白酒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县人民
政府与贵州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挂牌“贵州大学酿酒与食
品工程学院产学研合作基地”“国家级技能大师黄永光工
作室”和“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博士工作站”，开
展标准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产品研发等全过程合作。在
印江职业技术学校申报设立酿酒工艺与技术专业，设“实
验班”和“黔匠班”两个班种，推动印江职校“酿酒工艺与
技术”成功入围贵州省职业教育“技能贵州”行动计划“一
县一业优质专业”项目。聚焦技能人才，引进酿酒师、酒
体设计师，高薪聘请技术人才、工匠师傅就职于企业，聘
请中国白酒大师、高级工程师为企业顾问，为酒产业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严格生产管理，抢抓证照办理机遇期，2023年以来
新获批白酒类食品生产许可证 3张，对产品质量、技术
标准、产品溯源等进行规范，推进品质持续提升。打造
品牌形象，实施贵州“木黄窖”酒产业发展产能提升和品
牌培育建设项目，制定“木黄窖酒”标准体系，举办贵州

“木黄窖”酱香白酒品评发布会，全方位打造“木黄窖酒”
品牌。推进酒旅融合，结合红色文化、书法文化、绿色生
态等资源优势做长产业链条延伸，探索和建设酒旅融合
发展“梵净酒谷”，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2022年以来共申请东西部协作资金 2380万元，支
持印江自治县木黄白酒产业园木黄窖酒产能提升和品
牌培育项目，用于贵州省木黄酒业酿造车间、包装车间
和罐区建设。项目直接带动 360人务工，已建成项目
带动108人稳定就业，已实现分红 70万元。县政府连
续三年出台《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每年设立 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包含白酒企业等
市场主体发展。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不断在苏州市、
东莞市拓展印江白酒销售市场。截至 2024年底，梵
台、木黄窖、木黄窖1934、红色木黄、木黄窖礼聚、木黄
窖仁聚、木黄窖德聚等品牌已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
销售网点16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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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春光起好步 乘势而上开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