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乌江上的点点碎浪悄然汇聚
成新的力量，等待着再次澎湃。

日前，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乌江猫
滩一带，10多台挖掘机、施工船正紧张
有序地对航道进行清礁疏浚作业，全省
重点工程乌江三级航道贵州段开工后，
这里干劲火热。

傍晚时分，猫滩开始涨水，航道上
忙碌的挖掘机、破碎机纷纷撤离至岸
边，乌江逐渐恢复平静，水波缓缓向东
退去。

入夜，猫滩水位不断上涨，翻起汹
涌的浪花，施工只好暂停，但项目人员
仍守在岸边，实时关注水位变化，合理
抢抓时机，保证工程进度。

“猫滩上游五公里处是乌江沙坨水
电站，受其泄流影响，航道每日施工时
间有限。”乌江航运扩能工程第五标段
常务经理王旭介绍，他们将在汛期来临
前加紧清礁作业。

这样做，是为尽快将航道拓宽、拓
深，挖掉险滩，把乌江航道等级从目前

的四级提升到三级，未来通航船舶标准
将从500吨级提升至1000吨级。

深夜的猫滩，两艘施工船泛着点点
灯光。“水还有多久能退下去？”笔者
问。“再等等，快了。”王旭说。

水涨水落间，等待，成为一种煎
熬。接近零点，技术员排查完现场作业
环境，随着对讲机里传来开工指令，寂
静的江面重新热闹起来。

经过 26天日夜奋战，猫滩段完成
初期航道拓宽工程，主体航道从 25米
拓宽至 50米，朝着安全、绿色、高效的
三级航道标准稳步迈进。

乌江三级航道贵州段涉及航道
431公里，干流航道上有3座水电站，建
设指挥部工程部负责人程晨说：“每座
水电站‘库尾’都有一段天然河道，通航
条件差，这是我们重点整治的部分。”

作为国发〔2022〕2号文件和《贵州
省水运体系发展行动方案》里明确支持
的实施项目，乌江三级航道建设还是我
省“北入长江”出省通道的关键工程。

贵州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齐表示，按照“上下游同
步通航”原则倒排进度，乌江三级航道
贵州段与重庆段有望同步建成、同步
通航。

乌江作为长江右岸最大支流，是贵
州联通外界的重要航运通道，被称为

“黄金水道”。本世纪初，因修建梯级电
站，乌江一度断航。

为打通这条“黄金水道”，我省加快
推进乌江航运事业发展，实现了全线复
航，通江达海照进现实。

“公转水”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首
选途径，复航极大带动了沿江磷化、水
泥、石材等企业运输结构调整，水路运
输量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2024年，贵
州乌江船舶过闸总量突破150万吨，刷
新了自2021年乌江全线首次大规模航
运以来的历史纪录。

待三级航道建成后，乌江运输能力
将实现质的飞跃，为贵州深度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全面对接长江经济

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沿江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抢抓这一重
大机遇，让乌江真正成为带动沿岸高质
量发展的开放通道。

采访手记

历经盛衰沉浮，乌江奔流不息。
采访当晚，笔者与建设者聊起乌江

水运曾经的繁华，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
在乌江边长大。眼下他们奋战的工程，
正是为了再现浪尖上的百舸争流。

乌江三级航道建设是贵州构建干
支联运、江海直达航运体系的重要一
步。未来，乌江将成为贵州水上高速公
路，成为沿岸发展的重要开放通道。

在建设现场，笔者深切感受到沿江
干部群众推进乌江航运事业发展的坚
定决心。展望未来，这条承载着希望与
梦想的“黄金水道”，必将在新时代焕发
更加夺目的光彩。

2 要闻 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trrb_1b@vip.163.com 编辑：龙华荣 校对：刘棵

总值班：勾文明 值班编委：谭霜 二审：周苏星（白班）肖玲（夜班） 一版编辑：杨红亚

5月17日，支持全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学规
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张茂出席，市政协副主席刘嘉赋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雨） “这笔109.3万元的贷款来得太及
时了。”铜仁市西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路感慨
道，“这几年市场竞争激烈，企业资金压力大。税务部门主动
向我们介绍了铜品税贷，操作很方便，就在手机 APP上申请，
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我们成功申请到了109.3万元的低息
贷款，用这笔钱支付货款，及时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资金问
题。现在政府对我们的扶持力度大，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扩大
规模，一年比一年更好。”

这是市税务局创新推出“铜品税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
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市税务局大力推广“铜品税贷”数
字普惠金融产品，依托“贵州金服平台”，为辖区内经营主体
出具信用评价结果，助力经营主体快速获得银行授“信”，通
过以“信”换贷，降低企业获贷准入门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税动力”。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的“银税互动”专区格外热
闹。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通过“贵州金服平台”申请贷
款。“系统会根据16项涉税数据自动生成信用评价结果，包括
企业存续时间、银行账户报备率、纳税信用等级等。”国家税
务总局铜仁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勤介绍，“我们构建了

‘数据征信+银行信贷+财政贴息’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让信
用良好的企业能够快速获得银行授信。”

截至目前，该政策已惠及全市 2000余户纳税人，累计发
放信用贷款 24.86亿元，财政贴息将为企业再减负 1500万
元。经调查统计，信用贷款的58%用于降低企业债务水平，有
效缓解了经营压力。

从“等贷来”到“秒获批”，从“跑断腿”到“指尖办”，“铜品
税贷”不仅打通了融资“最后一公里”，更让纳税信用成为看
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这一创新实践，既是铜仁优化
营商环境的生动注脚，也是政府部门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智
慧结晶。

近年来，我市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
的惠企政策体系，同时，通过“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绿色税制
激励等举措，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市已形成“政策找企业+
企业找政策”的双向服务机制，以系统化、数字化的政策体系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铜品税贷”以信换贷
助力企业蓄能前行

本报讯（谭文明） 近日，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在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过程中，发现一未知野生
动物。经贵州大学林学院副院长、教授粟海军和贵州大学林
学院副教授张明明鉴定，该动物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林麝，系佛顶山保护区首次发现。

据粟海军介绍，林麝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司要求贵州重点关注的物种之一，也是贵州省林长制考核
9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植物拯救保护的物种。

林麝是麝科、麝属中体型最小的一种哺乳动物。体形似
小山羊，前肢短，后肢长，外观无尾。常栖于海拔2000～3800
米的针叶或阔叶及针阔混交林中，少数游荡于中低山灌木丛
地带。大多于黄昏到黎明之间活动，交替地进食和休息。

林麝以树叶、草、苔藓、地衣、嫩芽、细枝为食，能熟练地
跳到树上采食，很害羞，全年定居于它们捍卫的家域之中，在
惊恐时会猛跳并急速地改变方向。

由于人为猎杀取麝致使野生林麝资源枯竭，林麝已被列
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属于濒危（EN）保
护等级，亟待加强野生种质资源保护。

林麝的发现丰富了佛顶山保护区的动植物种类名录，保
护区将继续加大对林麝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力度，持续维护好
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佛顶山发现
极度濒危动物林麝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今年，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充分利用山桐子林下空
间，采取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工作思路，创新引导在山桐子
基地套种红薯、花生、大豆等矮秆作物，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实现山桐子产业以耕促管、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

在中兴街道大田村蓉蓉家庭农场150亩山桐子种植基
地，技术人员邓勇带领着十多名村民，顶着烈日在起好垄的
地膜上用竹片开孔、放苗、覆土，进行“双高”红薯移栽，现场
忙碌有序。“山桐子植株目前处于矮状时期，间隙比较大，我
们探索利用空隙种植‘双高’红薯，既管好了山桐子，又增加
了收入，还可以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 。”邓勇说。

由于山桐子的生产周期通常在三到五年，为破解山桐子
易种难管和降低管护成本，各乡镇积极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发展山桐子产业，创新探索在山桐子下套种红薯、
大豆、菊花等矮杆作物，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
效益，持续激发群众积极性，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我们街道目前已发展山桐子9000亩，利用山桐子生长
的空档期，在山桐子基地套种红薯、马岭薯、花生等矮杆作物
1000余亩，提高土地利用率和附加值，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赢。”中兴街道红薯专班负责人禹江鸿说。

峨岭街道小泽村关口坳山桐子种植基地，一场小雨过
后，山桐子随风摇曳，村民正对套种其中的野菊花展开除草、
打尖等管护，放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微风过后，四
处散发出野菊花的淡淡清香。“我们充分利用山桐子林下空
间，探索套种野菊花，实现以种促管、以短养长，在提高土地
综合利用的同时也增加了收入。”小泽村野菊花种植户邹书
鸿说。小泽村累计发展山桐子种植 550亩，引进野菊花种植
主体在山桐子下套种 200亩野菊花，通过以种促管，以短养
长，目前山桐子长势良好。

2023年以来，印江自治县累计种植山桐子面积21万亩，
覆盖17个乡镇（街道）301个村。今年，全县在山桐子基地套
种红薯、马铃薯、大豆等作物3.5万余亩，实现以耕促管，以短
养长，不断提高土地综合效益，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黄金水道”再升级
——直击乌江三级航道建设现场

刘力维

政务简报

王治洪 黄志权

印江
林下经济促土地效益翻番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是对我们巨大的关怀、鞭
策和鼓舞，市委在第一时间学习贯彻部
署，充分体现了市委最高政治站位、最
大政治忠诚和最强政治担当。”市住建
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江表示，市委三届
十一次全会提出奋力展现“七个新风
采”，紧密结合以生态文明引领绿色铜
仁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完全符合
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战略指引，也符

合铜仁的实际。全市住建部门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此次全会精神，紧扣

“舒适宜居城镇生态”目标，以城市更
新、房地产稳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为
抓手，为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贡献住建
力量。

抢抓政策机遇，推进城市更新。“我
们将以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和

‘三抓’头号工程为抓手，补齐城市短

板。”蔡江说，市住建局将大力推进城市
更新，指导各区县谋划项目，实施好老
旧小区改造、海绵城市、地下管网和城
市生命线工程智能化建设。

“五个一批”行动，精准施策稳楼
市。在房地产领域，通过实施“五个一
批”行动：帮扶盘活存量项目、高效审批
新开工项目、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四房
联动”转化库存、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守护城乡文脉，赋能乡村振兴。铜
仁拥有丰富的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资
源。蔡江表示，住建部门将加大推进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的统筹，对全市114个
传统村落、6个历史文化名村、4个历史
文化名镇及 395处历史建筑实施科学
保护与活化利用。同时，加强部门联
动，推动思南、石阡申报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擦亮铜仁文化名片。

锚定“舒适宜居城镇生态”目标聚力发力
——访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江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雨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江口县委书记、县
长辜应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守好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文明引领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含绿量’已经成为衡量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标准，要以‘含绿量’提升增长
的含金量。”他说，江口将对标对表、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的部署要求，
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坚持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不断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前
列、作表率。

他说，“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县域产
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
成链，全力以赴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
抓招商；聚焦生态旅游，加快建设世界
旅游级景区和一流旅游城市；聚焦绿色

工业，大力发展生态食品、药品、饮品；
聚焦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抹茶、中药材、
冷水鱼、蛋鸡四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
江口‘134’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推动产
业提质增量，切实增强产业带动就业和
促进群众增收能力，奋力推动江口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在绿色铜仁现代
化建设中展现江口新风采。”

努力在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江口新风采
——访江口县委书记、县长辜应强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莉莎 谢宗沛

5月17日，游客在玉
屏侗族自治县箫笛博物
馆观赏箫笛藏品。在国
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不
少游客走进玉屏箫笛博
物馆，感受历史和文化的
魅力。

据悉，玉屏箫笛博物
馆共有箫笛藏品 247 件，
各种图片、图表、说明259
张（幅）。是全国唯一以
箫笛文化为主题的专题
博物馆，馆内分为基本陈
列、专题陈列及收藏陈列
6个展区。 胡攀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