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22023年10月28日 星期六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综合新闻
E-mail：ztrbsbjb@126.com 一版责编：刘建忠 组版：徐 敏 校对：马 鹏 二版责编：易国飞 组版：李章会 校对：马 鹏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23 年 2 月 12 日在昭通

市彝良县龙安镇白岩村沙都组
刘业云家门口捡到 1名男性弃
婴，姓名：王博；出生日期：2023
年 2月 6日；身体健康，随身携
带物品有孩子的衣服。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吴娅红联
系，联系电话：15012267676；联
系地址：昭通市昭阳区枫园路
37 号。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昭通市昭阳区儿童福利院
2023年10月28日

登报作废
马睿不慎遗失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
备案表各 2份，无共有人，房屋
地址：昭阳区北港兴城 2 幢
1001 号 ； 合 同 编 号 ：
5306012018120500161；合同登
记备案号：ZT2018120607859；
登 记 合 同 号 ：
NZT0051800012。 特 登 报 作
废。

登报作废
威信县三人行旅行社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 可 证（许 可 文 号 ：云 旅 发

〔2006〕219 号；编号：L-YN-
00442）。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巧家县药山镇中心卫生院

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3212343158989X5； 有 效
期：2022年3月4日至2027年3
月4日。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永安货运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以下道路运输证，车
牌 号 及 证 号 ：云 C06703/
530602000276、 云 C03792/
530602000562、 云 C04968/
530602000595、 云 C09625/
530602000712、 云 C06373/
530602000717、 云 C04726/
530602000817、 云 C03696/
530602000841、 云 C04474/
530602000926、 云 C03739/
530602000978、 云 C08885/
530602000987、 云 C03945/
530602001069、 云 C05214/
530602001110、 云 C05059/
530602001193、 云 C03838/
530602001239、 云 C04584/
530602001240、 云 C04995/
530602001333、 云 C04787/
530602001334、 云 C09815/
530602001350、 云 C09066/
530602001361、 云 C06209/
530602001362、 云 C05009/
530602001380、 云 C09299/
530602001400、 云 C05069/
530602001402、 云 C09813/
530602001404、 云 C05115/
530602001444、 云 C06710/
530602001493、 云 C06339/
530602001500、 云 C04976/
530602001541、 云 C03967/
530602001542、 云 C05026/
530602001605、 云 C03842/
530602001616、 云 C08921/
530602001617、 云 C05881/
530602001620、 云 C03924/
530602001655、 云 C03777/
530602001674、 云 C03813/
530602001687、 云 C03797/
530602001747、 云 C04898/
530602001760、 云 C09110/
530602001762、 云 C09825/
530602001793、 云 C04316/
530602001863、 云 C04392/
530602001909、 云 C01688/
530602001925、 云 C06336/
530602001955、 云 C03759/
530602001963、 云 C04819/
530602001978、 云 C06099/
530602002016、 云 C08938/
530602002062、 云 C03885/
530602002146、 云 C03914/
530602002153、 云 C06988/
530602002256、 云 C04382/
530602002342、 云 C04993/
530602002383、 云 C04777/
530602002488、 云 C04986/
530602003443、 云 C03576/
530602003627、 云 C04119/
530602003840、 云 C16775/
530602004604、 云 C16888/
530602004620、 云 C16782/
530602004633、 云 C17445/
530602004652、 云 C17583/
530602004694、 云 C18135/
530602004954、 云 C18146/
530602004955、 云 C18755/
530602004956、 云 C18188/
530602004968、 云 C18771/
530602005029、 云 C29548/
530602009988。特登报作废。

本报讯（通讯员 谭兴华 宋春燕）
10 月 24 日至 25 日，由省委宣传部组
织的云南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

采访组到水富市采访，用笔和镜头记
录水富市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的典型
经验和工作成效。

该主题采访组由新华社、中新社、
《法治日报》、人民网和《云南日报》、云
南广播电视台、云岭先锋、《云南政协
报》、《云南信息报》、云南网、《春城晚
报》以及《昭通日报》、昭通广播电视台
的16名记者组成。

主题采访组先后到金沙湖公园，
采访“港园城”一体化发展、温泉新区
规划建设情况和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工
作情况；到水富港物流园区、中嘴作业
区、中心作业区，采访“水铁公”多式联
运情况；到云富街道高滩村水乡南坳
乡村振兴示范点，采访打造城市近郊
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示范村情况；到
水富经开区围墙坝片区，采访经开区
产业规划布局、招商引资以及云南盈
和、云南锂宸、云天墨睿等重点企业建
设和生产运营情况。

采访中，记者们对水富市积极
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立足于“产、

城、人”融合发展战略，在推进水富
港、水富经开区发展和城乡建设中
采 取 的 措 施 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肯
定。大家认为，水富市拥有优越的区
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发展
基础，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可期，在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必将阔步前
行、大展宏图。

“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港，
从这里起航，既可通向长三角、珠三
角等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可辐射缅
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凭借良好
的区位优势和强劲的发展势头，水
富市可望成为昭通甚至云南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积极的示
范引领作用。”中新社云南分社记者
陈静分享了此行的感受。

云南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组走进水富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10 月 24 日至 25 日，云南
省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省级现场评审组对威信县旧
城镇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进行现场评审，并召开汇报
反馈会，公布旧城镇通过此次国家卫生镇创建省级现
场评审。

此次评审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评审组专家
实地察看了旧城镇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公共厕所、医院、银行、个体诊所、公共广场及“三
小行业”“四小场所”等行业场所情况，仔细查阅了
各类档案资料，认真听取旧城镇党委、镇政府创建
国家卫生镇工作汇报，走访部分群众，进行群众满
意度调查 ，全面了解掌握旧城镇创建国家卫生镇
工作情况。

反馈会上，云南省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省级现场
评审组二组组长任振刚、副组长秦铭及专家成员分别
对旧城镇爱卫组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市容环境
卫生、社区单位及镇辖村卫生、环境保护、病媒生物防
制、食品安全、公共场所卫生、传染病防治 9 项内容进
行了反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评审
组认为，旧城镇高度重视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不断
加强城镇卫生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成效显著。通过创
建国家卫生镇，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卫
生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文明卫生意识和获
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整体水平已基本达到《国家
卫生乡镇标准》要求，同意旧城镇通过此次国家卫生镇
省级现场评审。同时，评审组要求，旧城镇要以问题为
导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进问题整改，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确保能顺利通过后续省级暗访和国家爱
卫办抽查，获得国家爱卫办提名公示和命名，最终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镇。

旧城镇党委负责人表示，本次现场评估让当地干
部群众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的认识，
深刻理解了《国家卫生乡镇标准》。旧城镇将以《国家
卫生乡镇标准》和评审组专家反馈意见和建议为导
向，逐项对照抓实整改，加大力度持续整治，不断提高
工作水平。

威信县旧城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
通过省级现场评审

本报讯（通讯员 米 艺）昭通市聚
焦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做实做好“四
道加法”，推动老干部“内修外练”，让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走心。

线上、线下相结合，上好政治理论
“必修课”。线下通过举办读书班、培
训班、集中宣讲、党支部学习、主题座
谈、参观考察等形式开展学习教育活
动，今年已举办老干部读书班等培训
共计7期；组织部分厅级退休干部参观
考察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召开全市离
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推进会。线上组织
离退休干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学习，组织观看全国离退休干部网上
专题报告会等；运用老干部公众号、党
支部微信群推送学习等模式扩大日常
学习覆盖面，确保老同志线上学习不

掉队。每年开展学习活动120余场，覆
盖离退休干部1万余人次。

育魂、育心相结合，上好教育管理
“警示课”。深入贯彻落实《云南省进
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教育管理若干措
施》，结合昭通实际，制定离退休干部
教育管理工作任务清单，实施“凝心铸
魂·银龄尚学”行动，开展各类警示教
育活动，经常组织离退休干部观看警
示教育片，参观党史学习教育基地，诵
读红色故事等，教育引导离退休干部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坚定政治立场、增
强党员意识，在生活中严守纪律规矩、
严格组织生活、严肃请示报告。同时，
加强对离退休干部的关心关爱，把干
部荣誉退休制度、常态化遍访制度、日
常服务保障制度落实到位，做到关爱

用心、关怀在心。
集中、个人相结合，上好日常学习

“自习课”。为市直离休干部和退休厅
级老领导每日订阅一份《昭通日报》、每
月订阅一本《金色时光》、每季度编印一
本《昭通市离退休干部学习资料》，组织
全市离退休干部每年开展一次主题征
文活动，通过多种方式为老同志更灵
活、更方便地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便利条
件，目前已送学6期1000余人次，收集
离退休干部学习稿件300余篇。

学思、践行相结合，上好为民服务
“实践课”。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把所
学所悟与所能所愿相结合，在助力“六
大战略”深入实施和扎实做好“产、城、
人”三篇文章中积极发挥作用。组建

“银耀乌蒙”宣讲团，以线上小课堂、乌

蒙银发大讲堂等为载体开展宣讲活
动，全年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70 余场。
建立银发人才助力“产”文章示范点，
示范带动群众科学化管理果园5000余
亩，示范带动群众饲养高原黄牛600余
头，带动养殖户469户；建立乌蒙银发
助力生态振兴示范点，绿化荒山荒坡
3493亩；建立离退休干部“爱心助学”
基金，先后为大村村100余名优秀学子
送上爱心助学金，助力大村教育发展；
广泛开展建言献策，引导离退休干部
为昭通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今年
以来收集建言254条。

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教
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在学、思、践、
悟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昭通高质
量发展发挥余热。

昭通市“四道加法”抓实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白芯）10 月 25 日至 26 日，全国大
中城市社科联第 32 次工作会议在陕西省延安市召
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弘扬延安精神 凝聚社
科智慧——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挖掘延
安精神的时代内涵，凝聚社科智慧，交流经验做法，为
更好推动大中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新时代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智
力支持。

会上，昭通市社科联、威信县社科联被表彰为“全
国基层社科组织先进单位”，其中，威信县社科联是云
南省唯一获得该表彰的县级基层社科组织。

会上，昭通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文启聪作了经验
交流，他从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
哲学思维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六个必须坚持”的哲学思维四个方面，阐释了党的二
十大报告处处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思维，感言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哲学思维，弘
扬延安精神，涵养奋发有为的强大思想力量，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新的华章。

昭通市社科联、威信县社科联荣获

“全国基层社科组织先进单位”称号

◆通讯员 颜 微 张云萍

在马树镇小米地村马铃薯原原
种繁育基地里，村民们正手持锄头将
一个个小土豆从土里翻出，大家分工
协作，分拣、装袋、扎绳、装车、运送，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我是小米地村的人，来到基地
挖洋芋，一天有 100 元的收入，今年
洋芋长势比较好。”村民陈记省说，现
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每逢春季马铃
薯种植和秋季抢收工作，他都来这里
做工。

马铃薯作为马树镇的农业支柱
产业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实施乡
村振兴、发展镇内经济、保障粮食安
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
来，马树镇通过政府主导、科技引
领，强化引品种试验示范、建基地辐
射带动、抓项目惠农增收、育产业提
高效益等措施，推动脱毒种薯大面
积推广，单产明显提高，效益不断彰
显，马铃薯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了解，近年来，马树镇采取“企
业+村集体经济公司+农户”模式发
展马铃薯产业。2021年，巧家洪邦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昭通农投公司、巧
家关山农业公司 3 家种业龙头企业
联合 4 家党组织领办的村集体经济
公司打造核心示范区 10000 亩，“3 家

龙头企业+4家党组织领办的村集体
经济公司+农户”建设种植综合试验
区 10000 亩，“3 家龙头企业+12 家党
组织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
建设发展示范带动区 33000 亩，集中
连片打造马铃薯高标准种植基地 5.3
万亩。其中，种植种薯 1 万亩，每亩
产量 2.5吨，总产量 2.5万吨；经国家、
省、市、县专家现场实地测产，马铃薯
种 植 极 量 攻 关 试 验 区 实 现 亩 产
6479.75 公斤，比云南大春马铃薯平

均产量提高了近 5 倍，刷新了西南地
区马铃薯最高单产纪录。

“我们在马树建立了 40亩原原种
基地，流转了 5000 亩土地，分别种植
原种和一级种。我们的种薯，已经销
售到德宏、红河、曲靖以及昭通部分地
区。”谈及种植成果，巧家县洪邦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昱霖介绍道。

目前，马树镇 3 家龙头企业联合
合作社每年可生产超 3 万吨优质种
薯，周边农户的 3 万亩种薯基地可年

产超 6 万吨优质种薯。核心区年产
优质种薯近 10 万吨，销售额达 2 亿
元，每年集体经济固定收入 40 万元；
农民务工收入 1000 万元、土地流转
收益 410万元。

下一步，马树镇还将依托种薯繁
育基地继续实施技术示范推广，辐射
带动全镇生产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努
力提高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质量水平，
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小土
豆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巧家马树：小土豆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 邓玲）10 月 25
日，昭阳区国学路路面修复工程开
工建设。本项目路段起于二环西路，
止于昭通大道，总里程 2.5公里。

随着北部片区建设推进，交通流

量剧增，特别是重型货车较多，沿线
沥青路面出现基层断裂、坑槽、裂缝、
下沉等。为延长路面使用寿命，确保
交通安全，昭阳区对其路面病害进行
修复。

项目参建单位提前筹划、精心安排，
组织施工方有序开展施工作业。目前施工
单位中冶京诚正在对道路进行路面铣刨和
病害处理，各个施工点掀起了建设热潮。

国学路路面病害修复完成后，

路面将铺设新沥青，更换中央隔离
栏杆。实施道路修复，助力旧路换
新颜，能提高行车舒适度，降尘、降
噪，美化路面，为广大市民提供安
全、舒畅的出行环境。

上接第 1版《民生优先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对标
《“技能昭通”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的“十个一批”多层次
培养技能人才任务，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23年，
累计开展技能培训 3892 人，其中“3+N”富民产业培训
2604人、创业培训 703人。聚焦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脱贫
劳动力，抓实劳动力就业动态监测，依托劳务专业合作
社，持续开展一对一转移就业帮扶，着力稳住就业“基
本盘”。截至目前，组织化输出就业 5.19 万人，“3+N”
富民产业带动就业 3 万余人，专业合作社组织就业
2574人，劳动力反承包就业 1130人，帮扶车间吸纳就业
497人，乡村公益性岗位兜底 2982人。按照政策、培训、
服务“三到位”的要求，全力服务返乡人员、乡村能人、
高校毕业生创业。为 97家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担保贷
款 1565 万元，其中帮助协调本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
请中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150 万元；帮助 4名高校毕
业生申报一次性创业奖补 12 万元；“盐津大厨”成功申
报省级劳务品牌，扶持“盐津大厨”美食馆 27家，分布在
浙江、昆明、昭通、水富和盐津等地。

目前，全县 19.17万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7.06万
人，农村劳动力、脱贫劳动力、易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
分别达 88.99%、89.17%、93.33%；平均务工月数 9.86 个
月，较上年度的 7.7 个月增加了 2.16 个月，月平均工资
4181元，较上年度的 3879元增加了 302元。

同时，盐津县紧紧抓住东西部协作的机遇，投资 1.5
亿元更新先进医疗设备，在盐津县人民医院建成专家工
作站 29个，新增肿瘤科、营养科、老年病科、资产设备管
理科等 6个科室，帮扶团队开展手术带教 489台次，带教
人数500余人次，开展远程教学22次，线上培训业务骨干
2000余人次……盐津县通过引进县外优质资源，促进职
业技能的有效提升。为推动劳动力产业化发展，盐津县
即将印发《盐津县劳动力产业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采
取“18条措施”持续深入做实做细劳动力“3个+”和公共
就业服务。

昭阳区国学路路面修复工程开工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胡基隆 蔡启
洪）选择地块、测量面积、选取大豆植
株、脱粒、称重、测算……10月 24日，
彝良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现场对角
奎街道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点进行
实收测产。

金黄的豆叶接连成片，粗壮的豆
秆上一簇簇密实饱满的豆荚像一串串
金黄色的“铃铛”，角奎街道云乐村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点一派喜人的丰
收景象。

“以前，秋粮只种玉米，收成一般；

现在，套种大豆和玉米，不仅可以提高
土地资源利用率，还能做到‘一地双收
’。钱挣得多了，村民种粮的积极性得
到提高。”云乐村党总支书记王章明乐
呵呵地说。

“我们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项目上给予每亩 200 元的补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每亩43.88元，种粮补贴
每亩4.37元。”角奎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工作人员唐代静介绍，角奎街道共推
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3560亩，经
济提升140余万元。

彝良县角奎街道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经济效益显著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