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数字孪生”生态链

汇聚更多科技人才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商业运营合作单位 招商公告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阳市高新区

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交会处， 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由 4栋塔楼（由 5.5 米超高层 LOFT

及 SOHO组成）和大约 3.8万平方米集中商业

组成，总户数 2908户。 项目位于贵阳市老城区

进入高新区门户位置， 毗邻新建成的同城大

道，距离贵阳高铁北站约 2 公里，属商业规划

区，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 S2 线出入口，区位优

势明显，交通条件便捷，建成后将对提升区域

整体形象、拉动区域商业发展空间起到显著作

用。 目前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现项目 2、3 栋面

积约 1.2万平方米集中商业区域面向社会公开

招商，引进运营合作单位。

二、商业定位

该项目定位为贵阳融媒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重点，以旅游、金

融为驱动，大力发展大数据、文化创意、移动互

联、旅游、网络金融等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科

技、旅游、金融” 创新融合发展，吸纳文化创意

机构、互联网产业、文旅产业、金融服务机构、

文创产品研发制作经营机构、 文化中介组织、

文化教育培训机构、非遗技艺展示展演、文化

特色餐饮、酒店等，力争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

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文化产业基地。

三、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行投资合

作的商业运营合作单位，可尽快持企业相关资

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

报业大厦

联系人：杨女士 18885108660�

��������������������王先生 13312202818

��������������������蔡先生 13885077777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面向全社会对集中商业运营合作单位进行公开招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图为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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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本月全面完工

贵阳贵安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2023 年， 贵阳贵安启动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34个，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成，4月将全面完工。

这 34 个项目建设面积 9.5 万亩（新

建 6 万亩、改造提升 3.5 万亩），其中花

溪区 0.5 万亩、清镇市 3 万亩、修文县 3

万亩、开阳县 3 万亩，涉及 27 个乡（镇）

街道、103个村（居）。项目于 2023年 10

月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完工 20 个，主

体工程完工 14 个，预计 4 月底前全部完

工。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蓄水池 65

座、灌排沟渠 62 公里、输水管 31 公里、

机耕道（生产便道）250 余公里，土壤改

良 6000余亩。

据悉， 贵阳贵安高标准农田建设主

要围绕“三个突出”稳步推进。

突出“三个有力” 强推动。 统筹有

力， 组建由市政府分管负责人为组长的

领导小组，统筹农业农村、发改、财政、自

然资源、 水务等多方力量， 形成上下联

动、部门齐心、协同推动的工作体系。 政

策有力，制定《贵阳贵安 2023 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建设标准、工

作内容、保障措施，按照“三改”（坡改

梯、旱改水、瘦改肥）、“四化”（规模化、

标准化、宜机化、设施化）要求，实施田

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生

态环境保护、农田地力提升、农田输配电

“六项工程” ，确保建一亩成一亩。 指导

有力，组建工作督导组，落实“三到现

场”（开工、施工、验收三个环节到现场

开展督导），聚焦规划设计、工程质量、

资金管理、助农增收、项目验收“五个重

点” 开展督导，严把设计关、施工关、质

量关、验收关，建立项目“全过程、全方

位、全闭环” 监管模式，指导项目按时保

质保量完成。

突出“三个环节” 强质量。 高标准

建，严格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实行“五统一”（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

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评价、

统一上图入库）， 组织有关部门、 乡镇、

村、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群众代表共同对

项目设计方案进行“六方会审” ，有效保

障项目建设质量。 高标准管，制定建后管

护制度，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

谁管护” 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每年从

下达到县的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中提

取 2％。 补助管护专项经费，确保工程正

常运行。同时，运用市场化创新手段，开展

质量保险试点工作，实现后期损毁的风险

兜底。高标准用，项目工程完工后，采用无

机物、有机物及生物菌剂、土壤改良剂进

行土壤快速工程化改良培肥， 耕地质量

提升一到两个等级， 每年至少种植一季

粮食作物，水稻种植密度从每亩 8000 株

提高到 12000 株，推广“稻 + 油”“稻 +

菜” 轮作方式，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实现

亩均粮食产能增加 10%以上。

突出“三种模式” 强创新。农民自建

模式，制定《贵阳贵安鼓励村集体经济

组织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农民增

收工作方案》， 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参

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采取“政府主

导、支部主推、农民主体” 建设模式，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积

极引导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市场化运作

模式，充分发挥国企人才、技术、资金优

势，采取“地方政府 + 平台公司” 建设

模式， 由央企、 市属国企与地方政府合

作，项目建设后产生的耕地指标、产业发

展等收益，扣除项目建设成本后，实施企

业略有盈利。 整合资金模式，在中央、省

级财政资金补助基础上，市、县两级通过

财政补助、 整合资金或撬动社会资本等

方式补足， 确保资金投入力度达到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要求。

2019 年以来，贵阳贵安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58万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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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华泰智远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程玲：

“算力中心入驻率 81%，二楼的房间入驻企业是

中软国际，11 楼的房间暂时还没有企业入驻……” 近

日，在贵州华泰智远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智远” ），副总经理程玲熟练操作，向记者展示

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园区大脑平台的强大功能。

“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园区大脑通过数字化手段实

现园区的智能化管理和高效运营，优化大科城生态。以

企业招商、园区运营和产业调度为核心服务，实现了对

园区各类资源的统一调度和高效管理。 ” 说起公司的

产品和优势，程玲底气十足。

11 年前，程玲从陕西来到贵阳，亲眼见证贵州大

数据发展从“无中生有” 到“风生水起” ，她认为自己

在事业上的进展与贵阳大数据行业的蓬勃发展紧紧相

依。

“加入大数据行业以来，我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巨

大发展潜力和深挖数据‘钻石矿’的价值。 同时，我在

一个特别有凝聚力和互助有爱的团队里， 大家取长补

短，互相学习，这更加坚定了我在贵阳从事大数据行业

的选择。 ” 2017年，乘着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东风，

华泰智远落地贵阳高新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华泰智

远聚集了一批大数据人才，其中不少人像程玲一样，从

“贵漂” 成为“贵定” ，已经深深扎根贵阳。

作为一家贵州本土大数据企业， 成立仅 7 年的华

泰智远成长迅速， 将业务扩展到全国 16 个省的 24 个

城市。 在云南大理、 玉溪， 建成治理高原生态湖泊的

“数字孪生”应用；在湖南湘潭、四川广安等地，参与建

成了“数字孪生” 乡村示范应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在贵州福泉，携手中国电信和瓮福集团联合打造了

贵州省内首个 5G智慧工厂，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公司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离不开贵阳这片大数

据沃土以及公司深耕‘数字孪生’ 赛道。 ” 程玲表示，

贵阳高新区拥有大数据落户企业最多、 高新人才聚集

最多的优势，公司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还决心先行

先试践行高新区“龙头企业 + 孵化器” 模式，构建元

宇宙“六位一体”生态链，以推动元宇宙产业在高新区

的链式发展。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筹建贵阳‘数字孪生’ 科技

企业孵化器，引进了元宇宙、物联网、建模等领域的 9

家初创型企业落地孵化器，逐步完善‘数字孪生’ 生态

链。 ” 程玲表示，华泰智远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推动“数字孪生” 向纵深发展，打造优质的全行业、全

领域 “数字孪生”

产品及服务， 汇聚

更多科技人才。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