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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贵州能源发展历史，有很多闪耀的
时刻。但 2014年 1月 27日这一天，对贵州燃
气乃至全省人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天，由贵州燃气建设的贵州省管道
天然气接入工程——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北
门站开通，来自国家能源主动脉中缅、中贵
管道天然气正式向贵阳供气。至此，贵州省
告别了没有长输管道天然气的历史，开启绿
色能源新时代。

2012 年春天，国发 〔2012〕 2 号文件将
党和国家的关怀带进贵州。文件明确指出：

“依托中缅天然气管道、中卫至贵阳天然气
管道，建设支线管网，提高天然气供应能
力。”管道天然气入黔无疑是一项兼具跨越
性、复杂性、历史性的宏伟工程，贵州燃气
作为贵州省下游市场整合主体，接过这历史
一棒，开启建设全省沿线城市天然气接气工
程的重要使命。

在其后的几年间，先后建成“遵义至仁
怀、仁怀至习水、六枝至水城、习酒镇至习
水县”4 条天然气支线管道，成为全国唯一
一家成功实施省内天然气支线建设的地方燃

气企业。与此同时，在贵安新区、贵阳市、
遵义市、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仁怀
市、习水县、桐梓县、盘州市、镇宁自治
县、都匀市、凯里市等多个城市同步建设用
于接收国家主干管道天然气门站、分输站及
联络线等设施，逐步扩大管道天然气的供气
覆盖范围。

目前，全省天然气输、运、供保障体
系趋于完善，绿色能源正源源不断地融入
城乡发展，走进千家万户，为人民幸福赋
新能。

■ 管道天然气入黔 绿色能源时代到来

多彩贵州，幸福家园。过去十年，贵州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贵州燃气集团也伴随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阔步向前，迈出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

燃气，是城市的血脉，连着幸福，牵着文明，促进
稳定。十年间，贵州燃气用大爱与真情诠释责任担当，
为百姓幸福生活“攒足底气”；无惧大考，关键时刻勇挑
重担，展现忠诚本色；危难关头冲锋在前，迎难而上，
全力以赴守护黔贵大地。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行业企业，贵州燃气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尊”的服务理念，不忘初心，锐意进取，持续
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城市发展提供燃气保障，为百姓
安居乐业提供用气服务。十年来，不断书写燃气事业的
精彩与辉煌：管道天然气入黔，天然气供应从无到有；
启动“煤改气”工程，让天然气更好地造福百姓；公司
成功上市，在充实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全
面提升品牌影响力。

2017 年 11 月 7 日，对贵州燃气人来说，
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随着一声清脆的铜
锣声，贵州燃气 （600903）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 A股市场正式鸣锣上市，成为贵州省第 27
家 A股上市企业，这在贵州燃气发展史上又
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上市后，贵州燃气开
启快速发展新征程，经营管理越发健全，筹
资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信誉和知名度得到
大幅提高。

奋进新征程，书写新答卷。贵州燃气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决策部署，坚持“立足贵州、深耕
主业、上下延伸、供应多源”的总体发展战
略，紧抓能源行业发展机遇，以持续提升能
力和效益为目标，以提供优质产品和高效服
务为抓手，不断深耕现有市场，积极拓展具
有潜力的新区域、新用户，扩大市场份额；
以天然气全产业链为发展方向，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平台，加快上下游资源整合，向天然
气各应用领域拓展，逐步向氢能、光伏、生
物质能等新能源方向延伸；以大数据、物联
网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创新运营能力，
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由单一的天然气供
应向数字化、智能化的综合能源运营转型升
级，全面推动贵州燃气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致力于成为主业突出、管理规范、经营稳健
的综合能源企业。

■ 上交所成功上市 开启快速发展新征程

一直以来，贵州多地空气质量在全国名
列 前 茅 ， 成 为 引 以 为 傲 的 一 张 闪 亮 “ 名
片”。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背后与多年前
贵州燃气推出的天然气置换煤制气工程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

城市的空气质量变化与经济发展、能源
消耗、气候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工商
业用户的污染排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过
去，贵州省工业燃煤锅炉燃烧多为没有经过
洗选的原煤，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雾霾污
染严重，给城市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优化能源结构，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贵州燃气以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为目的，按照国务院 《大气污
染防治十条措施》 有关规定及贵阳市燃煤锅
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工作要求，2015年
在贵阳市全面开展燃煤锅炉限期淘汰、改造
工作，并配合全省各地政府实施“煤改气”
工程。

乘着“管道天然气入黔”的东风，贵州
燃气全力推动“煤改气”工程高效实施，通
过深入走访、集中宣传、上门调研等方式，

根据工商业用户实际情况和改造需求，定制
详细的燃煤锅炉改造方案，并推出减免政
策，减轻企业负担。其中，贵阳市仅用一年
时间就全面完成当时 70多万燃气用户、1200
多户公建用户的天然气置换工作，这在其他
同等城市通常需要5至 10年才能完成。

“煤改气”工程，为工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书写了助力贵州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对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保护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具有重要意义。

■ “煤改气”工程 守护贵州蓝天白云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燃”梦铸辉煌 造福千万家
■ 李佩珂 王璇

德江县沙溪乡

“网红经济”火了乡村产业
■ 冯胜彦 李嘉维 殷奎

古村扬名云端，带动的是整个沙溪的发展。借
力“古村 28 渡 （驻村书记） ”，“避暑沙溪”旅游
牌越打越响亮，天麻、茶叶等农产品乘“云”出
山，快速推动着乡村发展。

沙溪乡有茶叶专业合作社 5个，共有茶叶基地
1.2万余亩。田维奇作为沙溪雾云坡茶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过去他生产的茶叶常常面临销售
难。而今年，通过刘杰的两次抖音拍摄宣传，沙溪
优质茶叶迅速畅销网络，线上销售占了今年总销量
的半壁江山。

沙溪乡在抓数字窗口建设的同时，不断推动产业
整合发展，积极为数字窗口提供优质产品。通过整

合，沙溪乡协调4个合作社组建茶叶种植专业合作联
社，统一注册贵州“千年红”品牌，统一技术加工。

除了茶叶外，沙溪乡还在天麻产业上下功夫，
目前通过舒家村武陵天麻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零代
种的培育方式，培育的零代种可供发展面积在 6万
平方米以上。

该乡还组建数字经济专班，派出 9名干部负责
对全乡农特产进行品牌化提升，目前已注册“千重
岭”旅游文化地域品牌，“千年红”云雾茶品牌，

“千缕情”土家哭嫁主题文化等，整装向着云端出
发。“我们期望在数字经济助推下，全乡乃至全县
的特色产品都可以走出大山。”全太刚说。

■ 做强产业 厚积薄发促振兴

沙溪乡大寨村村民辜明友开办的农家乐，从夏
到秋，每天都有周边各地的游客翻山越岭赶来，就
为了一尝辜明友家的土菜。

“开办农家乐，还销售土蜂蜜，仅蜂蜜今年
就卖了三四万元。”55 岁的辜明友种了几十年庄
稼，从没料到有一天也能开馆子、当老板，坐在
家里挣钱。

昔日闭塞、落后的大寨村，何来源源不断的游
客？“这都是刘书记他们拍摄抖音，为我们赚来的
人气！”辜明友乐呵呵地说。

随着“古村 28 渡 （驻村书记） ”抖音号蹦上
云端，沙溪乡大寨村的古朴风情与刘杰的驻村探索
做法迅速进入了山外人的视野，吸引大量网友关

注，获得无数好评。
这一做法，得到铜仁市、德江县两级领导肯

定，还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捐物献智也接踵
而来，共同推动了大寨村的建设和发展。

而随着粉丝增多，大寨村也迅速提升了知名
度，省内外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也抓住机遇开
办农家乐，还有很多青年人回村开起了特色小卖
部，搞起了土家民宿。

据介绍，大寨村今年的旅游收入已超过 20 万
元。千年古树下，数字经济专班的干部们正在策划
在大寨举办的全乡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对于
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村民们重新树立起了发展自
信，唤回了一帮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刘杰说。

■ 扬名云端 乡村旅游人气旺

沙溪乡位于德江北部，与遵义市务川相连。境
内高山林立，生态良好，气候宜人，有着德江“凉
都”之称。

多年来，沙溪乡立足实际，大力发展天麻、茶
叶、核桃等特色产业，用好生态、文化资源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也仍
然面临收入水平不高、产业后劲不足等问题，制约
着该乡迈向共同富裕的步伐。

去年 6月，全太刚调任沙溪乡党委书记，面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艰巨
任务，他认为，沙溪推进乡村振兴，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循，必须打破常规思维，积极主动探索。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全太刚把目光瞄准数字经济
领域，决定以沙溪的传统古村落大寨村为试点，通过
孵化网红账号带动乡村发展。这一想法，与从省文化

和旅游厅派驻到大寨任驻村书记的刘杰不谋而合。
随即，全太刚向德江的“古村乐乐”抖音团队

负责人丁浪发出邀请函，几经协商考察，乡、村、
企三方携手创建了“古村 28 渡 （驻村书记） ”抖
音账号。

沙溪乡党委政府负责平台搭建、内容审核，丁
浪携团队负责视频拍摄与账号运营，刘杰和大寨村
群众则负责台上唱戏当“网红”。值得一提的是，
创建账号、孵化网红，沙溪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作用，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发布
内容真实准确，充满正能量。

刘杰说，“古村 28 渡 （驻村书记） ”抖音账
号，不仅是宣传地方美食、美景、风土人情的平
台，更是开展驻村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以及提升
基层治理水平、树立文明新风的“新工具”。

■ 政府搭台 古村群众当“网红”

德江县沙溪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
中，立足地方实际，通过搭建平台，引进
团队，培育网红，成功打造了“古村 28渡

（驻村书记） ”等知名网红账号，走出了
一条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古村 28 渡’只是一个窗口，我
们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全乡农特产品销
售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闯出具有山区
特 色 的 乡 村 振 兴 新 路 。” 沙 溪 乡 党 委 书
记全太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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