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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珍·健康养生”的幸福生活家园 “贵人服务·一视铜仁”的创业兴业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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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 6 月 10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统。习近平指出，
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建交33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
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相
互成就和共同发展。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的中韩
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
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韩应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
方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变乱交
织的地区和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确定性。要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流，增进战略互信；要密切双边合作和多边协
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确保全球和地区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理
解，夯实民意基础，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
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把牢双边关系大方
向，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中地理相近，交往历
史悠久，经贸、文化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
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我高度重视韩
中关系，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
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让韩中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走进产业园区，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
条条智慧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产业大干快上的蓬勃朝
气扑面而来。

穿行广袤大地，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
“小树变大树”，“两山”转换通道拓宽的脚步铿锵有力。

今天的铜仁，高质量发展热潮涌动，新质生产力
欣欣向荣，一幅幅奋勇争先、提速赶超的生动图景正
徐徐铺展。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发展强。近年来，铜
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生态和发展
两条底线，紧扣“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
牌，奋力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发展定位，把新型
工业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大抓产业、主攻
工业，绿色铜仁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向新而生
培育产业“大花园”

仲夏时节，大龙开发区高纯硫酸锰、镍钴锰三元
前驱体、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用石墨等新型功能材料
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速冲刺上半年目标，奋力实现

“全年精彩”。
作为黔东工业聚集区的“火车头”和铜仁工业经

济发展的“顶梁柱”，这里是铜仁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的“希望之野”。

2019年 9月，以大龙开发区园区企业为核心支撑
的“铜仁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入列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名录，成为全国第一批66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之一。 (下转2版）

向新 向绿 向智

铜仁工业产业加速“焕新”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红

粉条、花生、腐竹、脱水蔬菜、酱料、陈
醋，放入碗中，开水一冲，等5分钟，一种独
特的香气便饱含着一山一水一份情扑面
而来——乌江畔的思南“陈薯”酸辣粉，不
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个从深山走向
全国的乡村全面振兴故事。一碗碗“陈
薯”酸辣粉正谱写着速食界的贵州传奇。

2018年，张诚响应“春晖行动”号召
返乡创业，在思南三道水乡周寨村注资
成立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
建“陈薯”品牌，采取“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研发系列酸辣粉
产品，推出方便速食、有机红薯、便捷零
食、高端精品等40多个品种。

思南县山地占县域总面积 48.5%以
上，喀斯特地貌与红砂土壤、乌江水源与

温润气候，孕育“陈薯1号”表皮红润、内
芯金黄，淀粉含量高达25%以上，甜度适
中且纤维细腻，富含叶酸、铁、钙、硒等多
种微量元素，是制作红薯粉的绝佳原料。

陈薯酸辣粉的“魂”——粉条透亮不
浑汤，秘诀在于“漏瓢”技艺和“霜降前挖
红薯”的宝贵经验。从田间地头的“土疙
瘩”到五味俱全的酸辣粉，需经“田间初
筛——入库质检——清洗去杂——人工
分切——‘三沉三滤’——淀粉提纯”等
17道工序，再沐浴着阳光、山风，粉条形
成独特的微孔结构，久煮不烂，根根劲道
弹牙。

“陈薯”酸辣粉的奥秘，源自乌江畔
的农家本味。酸汤之魂，采用山泉水和
糯米置入土坛自然发酵180天，富含乳
酸菌，酸香醇厚，开胃生津；辣椒之烈，精
选贵州本土皱椒与灯笼椒，经柴火慢焙
后舂碎，辣而不燥，祛寒除湿；香料之韵，

直采原产地花椒、八角等十余种香料，古
法配比研磨，赋予汤底层次丰富的味觉
体验，辛香四溢，回味悠长。一勺油泼非
遗辣椒酱，激发出皱椒的焦香；一瓢本地
老坛酸汤，裹挟着乌江的湿润雾气；再撒
上金黄酥脆的花生、鲜翠欲滴的香菜
……一碗下肚，额头沁汗，唇齿留香。

这碗来自贵州思南的速食，以多元
口味征服舌尖。从经典到创新，招牌酸
辣粉、番茄浓汤粉、冬阴功海鲜粉、金汤
肥牛粉、藤椒鸡丝粉等30余类产品供消
费者选择。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陈薯”酸辣粉
的消费者盛赞其“酸辣鲜香，层次分明，
粉丝久泡不烂”，“嗦完粉连汤底都要喝
光”成为高频评价。“开箱测评”“花式吃
法”等消费者自发制作的短视频，催生裂
变式传播。“陈薯”酸辣粉用“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卖得良心”定义速食粉类品质

标杆，赢得了线上线下一致好评。
“陈薯”酸辣粉以“电商直播+全渠

道矩阵”销售模式，搭建了覆盖10余个
平台的线上“摊位”。2024年“双十一”
单日销售额突破4700万元，酸辣粉系列
常年霸榜同类目销量冠军。此外，“陈
薯”产品实现了思南跨境电商“零”突破，
境外销售额超50万美元。“陈薯”产值从
2018年的 1200万元跃升至 2024年的
71300万元，实现“几何式”增长，预计
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以张诚的家乡思南为中心，周边区
域 2万余农户因红薯产业链增收致富，
村民笑称“半亩‘双高’红薯地抵得上过
去三亩红薯收成”。曾经被调侃“周寨人
不姓周，土不成块田不成丘，有女不嫁里
山沟”的周寨村，已蝶变为人均收入 2.8
万元的“亿元村”，成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

一碗酸辣粉书写“贵州传奇”

向“新”而行

生态“含绿量”赋能发展“含金量”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申逸恺

生态美则乡村兴。
“我们是地下水，地下打井 438米，

年产10万吨，我们的水富含富锶和弱碱
性，在饮用水市场中有独特的竞争优
势。”6月10日，石阡县泉都矿泉水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品控部经理李敏说。

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铜仁，天然矿
泉水和山泉水资源储量丰富，优质水源
地分布相对集中，且生态环境优越，发展
天然饮用水产业有着突出的资源优势。

作为梵净山国际天然饮用水博览会
永久性举办地，铜仁有 229条河流遍布
于山岭间、掩映在茂林中，年可开发利用
淡水资源总量132.21亿立方米；历经岁
月浸润，31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富含40
多种微量元素；6个优质水源点可与世
界级品牌水相媲美。

这些年，铜仁抢抓机遇，持续做强水
产业、做响水品牌，2012年、2020年引进
农夫山泉在碧江区和江口县落户建厂，
屈臣氏等知名企业相继入驻，并培育高
原清泉等本土企业。截至目前，全市包
装饮用水企业达144户，全年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15.6亿元。

良好生态环境是地方的发展优势和
宝贵财富，也是实现地方生态价值转换
的坚实基底。

近年来，铜仁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通过对水资源进行系统性的产业规
划和开发利用，从绿色高端水饮品、特色
水产养殖到涉水休闲旅游产业，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的水生态产品，让景致因水

而美、百姓因水而富、产业因水而兴，奋
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不仅要守住绿水青山，更要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生态优势真正转
化为发展优势。

铜仁市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也是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之
一。全市森林覆盖率 66.2%，辖区内的
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8%，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超过18万个，被誉为“天然氧吧”“生物
基因库”。

近年来，铜仁市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
革，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据
初步测算，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达
5000多亿元，绿色经济占比达51.2%。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党的二十大以来，铜仁市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念好山
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全力
建设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高质高效
的经济生态、舒适宜居的城镇生态、多
姿多彩的文化生态、和谐稳定的社会
生态、充满活力的人才生态和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铜仁作为贵州唯一整市推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的城市，这些年始
终坚持把全市作为一个整体生态产品，
将其价值实现作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推
动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抓手，打开了绿
水青山蕴藏的“价值密码”，让良好生态
环境变成了群众的“幸福不动产”和“绿
色提款机”。

“生态账户”化为“绿色存折”
在距离铜仁中心城区 40多公里的

江口县，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垃圾分类
……每一次绿色行为都被这里的“梵净
生态账户”精准记录，并转化为实际的信
用额度和贷款利率优惠。

近年来，贵州省深入推进“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发展”试点工作，贵州农信在全
国率先推出的“生态账户”，通过将客户
的生态行为量化为可交易的积分，成功
构建了生态价值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双向
转化机制，有效改善了当地融资环境。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近年来，铜仁市通过出台《铜仁市深

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建立“梵净生态账户”综合服务平
台，成立绿色金融发展中心，积极推动生
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将企业和个人
绿色生产、生活数据量化为“生态积分”，
作为提高授信额度、贷款利率优惠、定制
金融产品的依据，打通价值实现的渠
道。以此为基础，用活碳减排支持工具
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新设立“生态融
资价值指数”，引导银行创新“生态积分
贷”“绿色支付贷”等金融产品。

铜仁创新发放绿色支付生态主题
卡，以绿色生态产品消费端为切入点，通
过配置搭建线上线下绿色生态领域消费
支付场景、构建绿色支付领域积分体系
和积分承兑权益机制等方式，有效激励
用户使用生态主题卡在绿色生态场景消
费和销售。截至目前，已发行“梵净生态
卡”1699张，在115家消费场景商家绿
色支付58688笔、交易金额1975万元。

全市已建成“生态账户”10.19万户，
运用积分放贷 85.18亿元，惠及 7.14万

户主体，为贷款主体节约成本 5825万
元。该经验做法入选2023年度全国地方
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被《人民日报》
评价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江口县恒通公交公司是“梵净生态账
户”机制的受益者。这些年，该公司通过
将运营车辆更换为纯电动车，每年节约燃
油650吨，减少碳排放3080吨，凭借生态
贡献获得“生态积分”，实现无抵押、无担
保贷款600万元，减少年利息16.2万元。

不仅是“车轮”跑出绿色价值，铜仁
还统筹建立起了林业碳汇、碳票资源管
理机制。2024年，CCER（中国核证自愿
减排量）项目重启后贵州省首张碳票交
易在江口县完成，共碳减排量 95吨，交
易单价85元/吨，总价为8112.8元，也成
为铜仁碳汇认购融入生态修复司法实
践，由公益损害当事人以自愿认购碳减
排量方式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
案例。而铜仁市也获批贵州省第一批林
业碳票1张，面积 2214.6亩，监测期碳
减排量2.4万吨。

铜仁探索开展“活立木”生态价值转
化交易，成功交易活力木204株，完成交
易总金额15.45万元。落实生态保护机
制出成效，获得省级奖励资金 1500万
元，并按每年500万元下达。2020年来，
铜仁市争取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纵
向补偿资金达41亿余元，其中2025年获
得7.11亿元。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先后补植复绿 3000余亩，增殖放流
100余万尾。设立生态护林员公益性岗
位18863个，解决重点生态区域群众就
业，实现人均年增收1万元，已发放“十四
五”以来公益林和新一轮退耕还林生态
补偿资金20.28亿余元。 （下转2版）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思轩

近日，铜仁德江机场
正紧锣密鼓地开展设备
安装调试、航务手续办
理、校飞准备等投运工
作。按照计划，预计于今
年8月完成竣工预验收及
飞行校验，9 月开展竣工
验收，10 月开展试飞，11
月完成行业验收，年底取
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

铜仁德江机场建成
后，将助力贵州形成“一
枢纽十三支线”机场布
局，更好地服务国家民航
发展战略，提高德江及周
边县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王显 摄

“以前为点小事跑乡里、找干部，
费时费力还伤和气。现在‘厅哥’主动
上门，坐在家里就把理说开了，心气顺
了！”在万山区鱼塘乡，一支由综合治理
服务中心、各村委会及网格长、网格员、
老党员组成的“厅哥调解队”，获得群众
纷纷点赞。

该乡调解员张厅介绍，“厅哥调解
队”转变工作作风，变“坐等上门”到

“主动敲门”，常态化走村串户访民情、
听民意、解民忧、聚民智，凝心聚力加
快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目前，已成功调处土地流转、邻里
口角、家庭赡养等各类矛盾纠纷 400
余起，调解成功率达 98%以上，基本实
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这是我市落实“开门教育”，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百姓诉求、办
好民生实事的一个缩影。

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中，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开门教
育，广开纳谏之门、监督之门，坚持线上
线下相结合，聚焦服务堵点、民生痛点，
主动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切实把作风建设成果转化为惠民实
绩，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市委党校坚持开门教育，采用电
子问卷、座谈会等方式，系统梳理教学
培训、学员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意见
建议 70余条。通过班子成员下沉区
县党校开展专项调研，聚焦校风教风
学风建设，市、县（区）党校基本培训统
筹协调机制构建等方面征求意见建
议，推动“学查改”一体贯通。

德江县依托社区工作者队伍、志
愿队伍、行业商会、属地单位等力量，
创新开发微信小程序“一码通”，居民
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线上咨询政策、
提交诉求、反映问题。截至目前，该县
通过推行“一码通”服务，推动政策咨
询、便民服务、矛盾诉求“一键直达”，
为群众办理电车充电、水电维修等实
事300余件。

为拓宽信访渠道，切实发挥群众
监督作用。江口县民和镇利用赶集日，创新开展“赶
场天集中大接访”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将监督触角
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架起干群“连心桥”。
今年春茶采摘季，该镇积极组织在家党员和群众到黄
柏山生态茶园基地采茶1800人次，切实帮助基地解决
用工难题。

学习教育开展得如何、作风改进了多少，群众看得
最清楚、感受最真切。

一张板凳心连心、一个院落手牵手……在武陵山
腹地的松桃苗族自治县甘龙镇张家湾村，党员、干部
和群众经常围坐一堂，话桑麻、助发展，因地制宜帮助
群众解决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现在农忙时节劳动力短缺，农田辣椒移栽人力
不够。”

“今年辣椒种植规模扩大，可以多准备一些设施
设备吗？”

群众在哪里，工作的方向就在哪里。面对群众关
心的辣椒种植问题，张家湾村“两委”注重发挥党员干
部示范引领作用，开展辣椒移栽志愿服务活动，缓解农
忙时节劳动力短缺问题，投入80余台农机具，推动辣椒
种植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全力以赴助群众增收致富。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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