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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巩县 2024 年推动高质量发展综述

○ 周 燕

岁月奔涌，华章焕新。2024年在四季更迭中悄然落幕，这一年，岑巩全县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紧紧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以拼搏作笔，用奋斗泼墨，在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民生保障的关键

处深耕细作，以实干雕琢希望，用汗水浇灌收获，在经济、民生、社会等诸多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奏响了一

曲曲激昂澎湃的奋进之歌，勾勒出一幅幅发展成效明显、充满蓬勃生机的壮美画卷。

党建引领激活强村引擎

寒冬时节，冷风凛冽，在岑巩县塔山犇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栋栋宽敞明亮的牛舍内，一头头膘肥体健的西门塔尔肉牛，或慵
懒地趴在地上，或悠闲地嚼着草料，正惬意地享受着它们的冬日慢
生活。

“岑巩县塔山犇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我们村整合茂隆、统
一、凉水井等7个村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来共同组
建的，公司采取以强带弱、异地置业模式共同实施西门塔尔牛‘育
繁推一体化’养殖项目，所得收益按照各自既定的入股比例进行分
成。”塔山村党支部书记、岑巩县塔山犇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郑培坤介绍，通过成立塔山联合党委，按照“党建引领、村企合
一、能人带动、抱团发展”的工作思路，塔山村依托生猪和肉牛养殖
两大产业，已累计兑现分红资金1181万元，抱团带动大有镇9个村
集体经济收入积累均达70万元以上。

党建领航产业路，集体奏响振兴歌。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岑
巩县紧紧围绕村集体和农户“双增收”这一核心目标任务，以“黔进
先锋·贵在行动”为总载体，按照全县村集体经济发展“一盘棋”的
工作思路，积极挖掘、培育典型示范案例，大力推行“以强带弱”“村
村联合”“村企联合”“镇企联合”等抱团发展模式。通过整合资源、
优势互补，全面提升村集体的组织力、凝聚力与战斗力，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强大动力。

为破解村集体产业小散弱、农产品竞争力差、村级发展动力不
足的现实难题，天马镇杜麻村整合村合作社与企业优势，由合作社
控股成立村级公司，探索推行“党社联建、村社共建”“社企一体化”
融合发展模式，融合各方资源跨村抱团发展，推进村集体产业由

“小散弱”向“强集聚”转变，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产业提质增效和收
益多方共享，为乡村全面振兴助力添彩。

“我们的村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和产业规划，村级公司提供全
流程托管服务，拉动农资与农产品销售。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当
前，天马镇已有4个村将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注入我们村合作社。”杜
麻村党支部书记杨显亮介绍，2024年通过业务整合推广，杜麻村集
体增收超183万元，带动2万余人次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

2025年，杜麻村合作社还将采取跨村抱团发展模式，计划种植
高粱2000余亩、制种水稻660亩，另有800亩茶园持续发力。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和定点帮扶资源优势，遵循“强党建、创
示范、兴产业、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当下，全县创建了1个红色美
丽村庄建设试点村，打造了2个粤黔乡村振兴示范点、14个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示范村以及30个“四联双增”试点村。评选出五星级党
支部58个，培育省级示范党支部3个、州级示范党支部15个。全县
26个异地置业跨村抱团发展主体、84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15万元以上。在高质量党建引领之下，全县范围内奏响了产业兴
旺、村强民富、治理有效的和谐乐章。

新型工业撑起经济大梁

冬日寒意袭人，但在岑巩经济开发区的贵州华星冶金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鼓风炉、反射炉、提纯炉等17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到处
都是赶订单、忙生产的火热场景。

“2024年公司投入1000多万元，通过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和对原
有鼓风炉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实现了产能产值和订单量大幅提
升。”该公司总经理龚爱民介绍，公司通过精准把握行业动态，积极
打造契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流程优化生产体系，
2024年共生产各类锑系列产品1万余吨，年产值9.5亿元，同比增长
130 %，实现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年创税收1000多万元，带动就
业 100多人。目前，公司拥有 6 项发明、10 余项专利。2023 年以
来，公司先后获得贵州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

岑巩县将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县的重要推力，以激活工业
园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抓手，聚焦深挖存量优服务、聚焦形成
变量强调度、聚焦引进增量强招商、聚焦要素保障强统筹、聚焦园
区改革激动力，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扩能升级、主导产业提质增效、
在谈企业落地投产、在建企业加速建成，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以
工业的强势崛起挺起县域经济脊梁，引领全县经济社会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目前，岑巩经济开发区全面落实“六个一”企业包保服务机
制。2024 年园区完成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成管道天然气项目，实
现政务服务进园区，开展土地供应 8宗 81.74亩，高效推动长宇、云
烯、晟德莱等 6 个重点新型材料项目建设。园区先后赴江苏、广
东、浙江等地开展产业招商 14次，招引落地工业项目 29 个，合同
约定投资总额 6.14 亿元，工业到位资金预计超7.5 亿元。区内 39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计完成产值 44.18 亿元，同比增长 33.2%；
完成增加值 7.74 亿元，同比增长 33.6%。全县累计培育科技型中
小企业13户、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4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9户、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户、高新技术企业8户。

与此同时，岑巩县抢抓全省发展外向型经济契机，把以打火机
为主的优势轻工产业作为打造外贸经济的关键一环，按照“招龙
头、引上游、接下游、带配套、促集群”的发展思路，在岑巩经济开发
区建设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打火机产业园，围绕打火机产
业积极进行补链、延链、强链招商，全力推动打火机外贸产业实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创新性跨越发展，使其逐渐成为
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亮点 。

目前，岑巩县打火机产业园共引进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6
家，总投资达15.6亿元，拥有打火机外贸自主品牌8个、外贸产品专
利34个、外贸产品商标8个，外壳、电子、底座等打火机核心部件实
现自给自足。

2024 年，岑巩县年产打火机约 11 亿支，其中出口量占 90%以
上，岑巩经济开发区现已成为黔东南州最大的打火机研发制造基
地及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现代农业夯实发展底盘

稻种身着“华服”自信走向市场、思州柚跨越山海远销至俄罗
斯、猕猴桃经过加工摇身化作“精致零食”…… 立足良好的产业发
展基础，岑巩县以市场思维发力，积极推动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
升、增收链拓宽，助力现代农业实现高质高效发展，有力推动岑巩
从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农业强县坚实迈进。

时下，贵州兆丰种业公司加工厂内机器轰鸣，在全自动种业生
产线的不停运转中，公司从农户手中收购来的一粒粒稻种，变成了
一袋袋包装好的销售产品，打上防伪追溯码、品牌标识等产品信息
后销售到全国各地。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稻种研发中心和全自动种业生产线，
本县生产的稻种通过在本地加工包装销售，每公斤种子价格比以
前高了20元左右，主要销往广西、安徽、四川等地。”贵州兆丰种业
公司副总经理陈龙说。

聚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岑巩县依托自身
资源优势，通过持续优化配套设施强基、强化科研攻关提能、全程技
术指导提质、订单式种植稳产、县企共建促转型、打造育繁推全产业
链增效，全力护航水稻制种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2024 年，全县统筹各类资金 3234.6 万元推进制种基地“五化”
建设，改造提质 4000 余亩水稻制种基地，在 8 个乡镇 21 个村实施
补短板项目，新建排灌渠、机耕道、取水堰等诸多配套设施。

这一年，贵州兆丰种业公司取得7个品种省级代理销售权。岑
巩县利用相关资金支持3家种子生产企业开展种子质量认证试点
示范，成功承办2场高规格会议，并作为制种大县代表在全国种业
基地建设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这一年，全县水稻制种面积 4.01 万亩，共生产稻种 875 万公
斤，产值 2.4 亿元，带动 10 个乡镇 63 个村 1.8 万户农户增收。

这一年，岑巩县主导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大放
异彩。

该县把握全省加快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契机，抢
抓“乡村外贸”首批试点县机遇，积极探索“编制一个产业目录、组
建一支服务队伍、推行一种基地模式、培育一批外贸主体”模式，着
力构建以思州柚为主导，涵盖多种农特产品的“1+N”乡村外贸产
业体系，从而带动县内茶叶、油茶、大米、果干等其他农特产品借船
出海，推动当地乡村经济蓬勃发展。

2024 年，全县签订乡村外贸出口订单 400 万美元，通过第三
方出口茶叶、果干 177 吨，销售额 602.2 万余元，推动柚子、果干等
农特产品进驻俄罗斯 6 家特色产品超市，成功申报 150 万元东西
部协作项目资金用于思州柚加工厂建设，共发展乡村外贸产业
19.03 万亩，重点培育乡村外贸合作社 1 家，全年完成跨境电商交
易金额 273.93万元，销售额排名全州第 一。

水稻制种产业的提质增效，乡村外贸的亮眼成绩，都只是岑巩
县在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勇毅前行的一个缩影。

通过坚定地走稳规模化种植夯基、标准化生产提质、商品化处
理延链、品牌化销售增效的发展之路，全县农业产业逐步向高质量
发展的方向坚实迈进。

2024年全县共入驻“苗侗山珍”7家，现有产品认证证书3张、有
机转换认证证书3张、地理标志产品1个，7个基地获得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

目前，全县累计有合作社370家，培育州级以上示范社42家，累
计培育的29家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全
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有力地推进全县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民生保障撑起幸福港湾

1人荣获“全国模范教师”殊荣、中考按应考人数统计人均总分位
居黔东南州第1名、成功入选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全国
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区……2024年，岑巩县教育事业硕果盈枝。

一项项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岑巩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奋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向着打造“区域高质量教育
高地”这一目标奋力迈进的生动写照。

教育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岑
巩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始终遵循“小县办大教育、穷县办富教
育”的理念，大力实施义务教育公办强校计划，持续推动全县教育领
域的各项建设，有力推动教育发展取得新突破、实现新提升。

近年来，岑巩县总计投入 11.5 亿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建成各
类学校 8 所，新增校舍面积 16.5 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1.15 万个。
目前，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67 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100%。岑巩一中已连续 5 年获全州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奖，羊桥小
学被评为全国乡村温馨学校。成功申办岑巩综合高中，成为全省
四个“普职融通”试点之一，普职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有力地推动全
县职业教育水平跃上新台阶。

通过积极探索推行“集团化办学”、创新“县管校聘”、实施“绿
色评价改革”、扎实抓好“课堂改革”、大力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等
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全面协调发展。

截至2024年末，全县累计从“985”和“211”工程大学引进本科
毕业生和研究生 134 人到岑巩任教。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暨
教研工作培训会、全州心理健康教育现场推进会等都相继在岑巩
举行，该县还被列为贵州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第一批次第二
梯队培育县。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岑巩在医疗领域也不断突破，为民
生福祉注入强劲动力。2024 年，全县卫生健康系统以高质量发展
统揽全局，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为目标，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
盼”问题，大力实施“八个专项行动”，补齐医疗短板弱项，让群众尽
享优质医疗服务，为广大百姓撑起健康幸福伞。

目前，岑巩县人民医院获国家标准版基层房颤中心认证，多
个临床科室获省、州重点专科立项。在“组团式帮扶+东西部协作”
精准帮扶下，该院医师能独立完成多项新技术，医疗质量实现质的
飞跃。完成 13 家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建设，天马镇中心卫生院成
功创建二级医院，3 个中心卫生院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国家推荐
标准，注溪镇周坪村建成首个乡镇卫生院延伸服务点，岑巩县医共
体总医院建立了“博士工作站”。

这一年，该县在民政工作和城市建设等各方面也持续发力。
聚焦事关群众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将住房保障、城乡建
设、民生改善等有机结合，抓好“五类”儿童关爱保护，实施养老服
务能力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让城乡处处充满温情，让百
姓生活更有质感。

2024 年，岑巩县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 7343.12 万元，为
336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实施了适老化改造，儿童之家顺利建成，万
福社区老年助餐点建成并投入运营，县福利中心完成标准化改造。

这一年，岑巩县共改造 5 个老旧小区，惠及 304 户；强力推进
棚户区改造，近200 户群众从中受益；为县城老旧小区近 200 户家
庭安装了燃气管网……这一桩桩便民、利民、惠民的民生实事，不
仅促进城市功能再完善、环境品质再优化、服务能力再提升，还让
群众生活由将就转为讲究，从忧居变为优居，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工人在车间忙碌 （杨楹摄）

游客在龙鳌河景区游玩 （伍卫东 摄）

村民在天马镇苗落村金竹坡茶场采茶 （杨云 摄）

工作人员正在将出口俄罗斯的思州柚装车 （李昌焯 摄）

村民在客楼镇白家坝村辣椒烘烤场劳作村民在客楼镇白家坝村辣椒烘烤场劳作 （（杨云杨云 摄摄）

思旸镇亚坝村盐井温泉思旸镇亚坝村盐井温泉 （（杨云杨云 摄摄））

学生使用思州石砚磨墨并书写 （程洪凯 摄）

工人在生产车间赶制订单 （唐鹏 摄）

县城云海县城云海 （（杨云杨云 摄摄）

经济开发区景色如画 （杨云 摄）参加水稻新品种现场观摩会的经销商露出笑容 （杨云 摄）

55、、88版版 2025年1月12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