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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

深入推进“六大战略”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

今年以来，水富市太平镇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昭通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水富市委二届四次全会有关部
署要求，聚焦深入推进“六大战略”、扎实
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坚决打赢“九
大会战”和“1236”镇域经济全域发展目
标，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森林康养之乡”建设。

聚焦产业抓项目做好“产”文章

太平镇聚焦本土优势和资源，持续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品
牌创建，致力于带动镇村经济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紧扣竹子、
生猪、水果、中草药“四个万”产业格局，突
出巩固竹产业优势，完成退化林修复 1.3
万亩、管护筇竹 1.98 万亩、新种植方竹
1.32万亩，实现竹产业经济净增加值 1200
万元。全力服务保障重点产业，健全竹产
业链，引进投资 1500 万元建设年产 3000
吨竹笋加工厂。持续巩固水果产业，强化
技术培训、田间管理、市场销售，枇杷、油
桃、李子等产业实现产值 4300 万元。不
断拓展中草药全国科教示范基地成果，引
导 20余家中草药商多次到太平镇收购黄
柏，推动形成“太平·二溪”黄柏粗加工产
业集群，辐射影响盐津、绥江、大关等地
区，实现产值 2000 余万元。全面发展传
统畜禽养殖，出栏生猪 1.5万头、新养殖大
白鹅 0.52万羽、林下养鸡 2.7万只，畜禽养
殖产值达 5260 万元，打通生猪产业链，投
资 300 万元组建集体经济公司，建成年加
工 150 吨腊肉加工厂。截至目前，全镇共
实现农业产值 1.16 亿元。全力做好文旅

企业服务保障，今年来共接待游客 1.27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80 万元。注重
项目谋划储备，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项目
为大、项目为先”理念，按照“实施一批、储
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原则，积极开展项目
谋划包装储备，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镇共包
装储备项目21个，计划总投资7.67亿元。

大抓美丽乡村建设做好“城”文章

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之路。太平镇
全面完成 2021—2022 年度耕地流出问题

图斑整改任务和耕地流出问题排查，加
快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坚持常态化“两
违”排查。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开展红黑榜考核评比 7 期，收取垃圾清
运费 9.8 万元，完成户厕改造 50 户，清理
垃圾 2160 吨，持续坚持积分兑换、流动红
旗评定、公共区域定期清理等机制。坚
持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一体推进乡
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面貌明显
改善。狠抓重点项目服务，全力协调解
决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中土地、资金、群
众工作等要素保障问题，完成农村公路
硬化 4.5 公里，铺筑沥青路面 3.3 公里，完

成道路交通投资 3500 万元，全力做好
220KV 输电线、盐井小学扩建和“通三公
路”等重点工程援建。复兴河、太平河二
溪段小流域治理工程主体完成，农村供
水三年专项行动加快推进，完成太平河
小流域治理验收和回龙堡水库实物指标
调查，完成水利投资 4511 万元，全年累计
完成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
等 1.2 亿元。大抓城乡网格建设，全面实
施“全科网格服务管理”工作，在村民小
组、重点企业等构建 140 个微网格，确定
网格员 673 人，实行“红黄绿”动态服务
管理，每月下发网格任务清单、开展督查

通报、进行履职评估，推动各类问题排查
得出、解决得了、管控得住。大抓热点难
点问题化解，全力开展领导干部“大接
访”活动，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采取“一
周一汇报、半月一调度、一月一研判”工
作机制，切实做到问题排查到位、分类解
决到位、责任压实到位。

突出民生福祉做好“人”文章

深入实施脱贫人口和农村居民持续
增收三年行动，抓实稳岗就业、产业带
动、政策兜底、资产盘活等政策措施，多
渠道促进脱贫人口和城乡居民持续增
收，持续巩固脱贫成果，2023 年已消除风
险户 29 户 104 人，消除率提高到 45.4%，
实现前三季度脱贫户及监测对象累计人
均纯收入增长 20.58%。全面壮大集体经
济，以镇级集体经济平台公司为引领，全
面整合镇内辖区集体资源，拓展集体经
济项目 19 个。今年以来，5 个村和镇集
体经济公司共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482.93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3 万元。集聚
各级人才智慧，引导在外人才回流服务
乡村振兴，建立以 194 名大中专生、110
名实用型专业技能人才、139 名在外干部
为主要对象的人才信息库，储备村级后
备干部 26 人。全面融入学在水富“区域
学子就学向往之地”品牌塑造，近三年
来，太平籍初中生中考升学率在水富名
列前茅，高考考入大学专科以上 373 人。
切实加强干部履职尽责，制定完善《太平
镇全科网格员考核方案》《太平镇干部交
流轮岗工作实施方案》等制度机制，让干
部工作实效与推荐提拔、职级晋升、评先
晋优相匹配，激发全镇干部职工的潜能，
为推进“森林康养之乡”建设，助力水富

“产、城、人”三篇文章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保障。

美好蓝图激荡人心，号角声声催人奋
进。太平镇正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凝聚
强大合力，共同绘就美丽“森林康养之乡”
新画卷。

太平镇：做好“产、城、人”文章建设“森林康养之乡”
通讯员 罗 芮 文/图

在昭通，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专
心致力于中药质量管理，坚守自己学医
的初心，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者从事着
中药的研发工作，期待通过自己的坚
守，让“德林昌中药”立足昭通，走向全
国，让更多的患者用上品优价廉的中
药，把中医药文化传承下去。他们就是
昭通德林昌中药有限公司法人林克彬
和他的妻子秦红义。

初心：专注中药质量管理

林克彬 1973 年出生于昭阳城区的
一个医学世家，父母、姐姐皆是医生。
林克彬 1994 年 9 月从原云南中医学院
中药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昭通地区医
药 公 司 工 作 。 1999 年 国 企 改 革 下 岗
后，林克彬去到昆明，凭借过硬的专业
能力和积累的工作经验，先后在昆明
多家药厂、医药公司做中药质量管理
负责人。 2004 年，考虑到就近照顾家
庭，林克彬回到昭通，陆陆续续在几家
医药公司、小药厂继续做中药质量管
理负责人。

“到处给人打工，漂泊不定不说，主
要还是不想昧着良心随波逐流去卖一
些高价药。”高个子、头发花白、戴着一
副窄边黑框眼镜、穿着一件褪色藏青
色夹克的林克彬，脸上写满了岁月的
沧桑。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当中，他
显得有些拘谨，手里握着一个笔记本，
语气温和，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介绍起自己的过往时，他表现出些许
无奈。

创业：杏林路上“道阻且长”

“我学了中药学，不仅可以让自己远
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2015 年 12
月，林克彬和两个朋友筹资 90 万元，在
当时的昭阳工业园区租房创办了昭通德
林 昌 中 药 有 限 公 司（简 称“ 德 林 昌 公
司”）。“我一直在做中药质量把控的工
作，对中药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质量
把控是很熟悉的，严把质量关就是我的
初心。”林克彬谈道，“昭通各县广大山区
适宜于寒温带道地中草药生长和繁衍，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若加以
科技手段扶持，便能够形成本地的生态
中药农场，从而带动贫困山村农村经济
发展。想到这些，我对建立起昭通地方
中药产品品牌的信心更足了。”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经营困
难，两个朋友先后退股，只有同为执业
药师的妻子秦红义是林克彬最亲密的
伙伴。与林克彬同样拥有中药执业药
师资格证书的她，与丈夫有着同样的职

业理想：勤勤恳恳做好中药质量把关工
作，早日打造出昭通地方康养食品和中
药配方颗粒产品品牌。

在对昭通中药材市场进行深入调查
的基础上，从 2016 年起，公司先后同永
善、威信、彝良等县的生态农场、个体中
医诊所、药店和农户合作，逐步摸索出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建立
了具有昭通市地域特色优势寒温带道地
中药材的“定制药园”，公司主要提供种
苗（子）、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按市场价随
行就市收购中药材，进行加工销售。

“从 0 到 1”的过程充满了艰辛。解
决了药材源头的问题，生产加工的难题
又来了。好在林克彬有充足的心理准
备，委派了资深的医药经营管理人才专
项负责，配备了能够保证药品储存质量
要求的、与其经营品种和规模相适应的
常温库、阴凉库，配备不间断电源及温湿
度自动调节系统，配置了独立的计算机
管理信息系统，能覆盖企业内药品的购
进、储存、销售以及经营和质量控制的全
过程。林克彬夫妻坚守着中药质量的初
心，于 2017 年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取得了药品经营许可证，目前
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1 个、
实用新型专利 12个。

“我最怕的其实是和人打交道。”林
克彬戏谑的话语道出了他的心结，“我坚
信我的产品质量是上乘的，也跟随潮流
试过网络直播介绍产品，但是营销效果
甚微。可能是年龄越来越大了，性格又
比较内向，实在跟不上新潮的‘互联网+
’的营销手段。”对于林克彬来说，传统的
营销模式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这和
他做产品的思路如出一辙，不随波逐流，
脚踏实地，小火慢炖似的地将这锅中药
材“熬”香。

然而，对公司经营的巨大考验还在后
头。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让人猝不及防，
公司刚有点起色又陷入一种深不见底的
迷茫之中。面对市场严重萎缩、流动资金
短缺等问题，林克彬沉住气，陆续向银行
贷款 200万元，以保证公司正常运转。在

这期间，公司所坐落的昭阳工业园区（现
改名为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扶贫产业园
为中小企业减免了 3个月的房租。

“回想这 8 年多的创业之路，只能用
两个字来总结：艰难。”林克彬说，很多
时候都想放弃，但想想自己的梦想，他
又咬咬牙坚持着，公司再困难，也从没
拖欠过园区房租、员工基本工资和“五
险”。他说：“都到这一步了，总要再撑
一撑吧！”

黎明：公司发展初具规模

天道酬勤，8 年奋斗中，公司规模不
断壮大，拥有了不间断电源、温湿度自动
监测自动控制仓库 1000 平方米，代用茶
及中药颗粒产品生产车间 1000 平方米；
形成以自产品牌“德林昌”为主，加工（包
括委托加工）生产品种为辅的中药材、中
药颗粒产品及代用茶绿色康养食品的中
药品牌产品，常规中药材、中药饮片库存
达到 1000 多种。其中，“德林昌”品牌产
品有天麻面条、天麻粉、天麻片（干）、干
天麻、鲜天麻、天麻茶、人参茶、速溶阿胶
颗粒、山楂颗粒、葛根颗粒、枸杞、金银花
茶等品种；加工（包括委托加工）生产的
产品有人参茶、天麻粉、冬瓜荷叶茶、菊
杞茶等绿色康养食品和莲子百合颗粒、
速溶阿胶颗粒等。

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苦岁月，林克彬
和他的“德林昌”用近 3000 个诚信经营
的日日夜夜换来了合作伙伴和消费者
的信赖，在行业内逐步拥有了良好的信
誉和口碑。2021 年 1 月，公司被云南省
工商业联合会评为“优秀示范企业”；
2021 年 7 月，公司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
厅颁发的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
证书；2022 年 2 月，公司成为了云南省昭
通市昭阳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四
届执委单位。公司在 2018—2022 年连
续 5 年成为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查
点。今年 3 月，德林昌公司被昭阳区市
场监管局、消费者协会评为 2023 年“诚
信经营”单位。

未来：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德林昌公司一楼展厅大门正对面的
柱子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以诚信
赢得市场 以质量铸造品牌”。谈起公司
未来的发展方向，林克彬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脚踏实地地办好昭通‘德林昌
’品牌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目标。未
来希望能够推动昭通现代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真正做到‘办好一个企业，造福一
方百姓，繁荣一地经济’。”

早在 2016 年，公司已在永善县莲峰
镇六井村收购鲜天麻并带动建档立卡户
减贫增收。公司仅 2018 年就无偿向种植
农户提供了价值 10000 元左右的中药材
种子，引导农户有序发展中药材生产，培
育产业，增加收入，助推精准扶贫、脱贫
摘 帽 。 2019 年 ，公 司 共 收 购 天 麻 5000
斤，支付天麻货款 30 多万元，辐射农户
130多户，种植农户户均收入 2900元。

在威信县，公司从 2018 年起，便与旧
城镇天蓬村楠木庄村民小组的农户合资
建成种植吴茱萸中药材示范基地 6 亩；
2020 年初与扎西生态农场合作，向其提
供价值 3 万元的种苗，已种植杜仲 30 亩、
黄柏 20 亩，目前该生态农场已种植中药
材近百亩。

“我们要调动起山区广大农民群众靠
山、养山、吃山的积极性，积极探索‘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最佳捷径，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发展公司中药品
牌，壮大公司经营规模，踏实搞好营销，为
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贡献。”林克彬充满期待地说，
希望他和公司能真正实现“杏林昌盛”。

耕 耘 杏 林 终 昌 盛
——昭阳区2023年“诚信经营”单位昭通德林昌中药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记者 陈忠华 实习记者 马 瑶 文/图

德林昌公司员工在分类检测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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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镇干部群众对李子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