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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起势见精
神。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
的“压舱石”，开年以来，全省各地全力
以赴抢时间、赶进度、抓落实，以重大
项目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广大
建设者以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抓
生产，全力以赴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凌晨 1 时，中铁五局五公司滇中
引水项目部海东隧洞内仍然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各工区锚定
海东隧洞全线贯通、倒虹吸全面完
工、力争 0号洞上游施工至合同分界
点 3大年度施工生产目标加紧施工。
在楚雄段，中铁八局承建的滇中引水
万家隧道内，建设者各司其职、靶向
发力，掌子面机械轰鸣声不断，跑出
了生产“加速度”。

滇中引水工程是对滇中城市规
划实施提供水资源保障的基础要素
工程，也是云南省有史以来投资最大
的民生福祉工程，居国务院批准的
172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标志性工程
之首。

中国中铁滇中引水项目总指挥
部秉持“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
也是晚”的效率意识，抢抓建设机
遇。面对工程建设中的重重困难，参
建人员深入开展科研攻关、技术革
新、工法创新，从机制、技术、装备、工
艺等方面大胆创新、力求突破，以智
慧的解题思路，精准的对症下药，实
现了工程建设的步稳蹄疾。

截至目前，中国中铁滇中引水项
目社会引资标段一期工程开工累计
完成产值 215 亿元，占合同总额的
（285亿元）75%；开工累计完成开挖支
护387公里，占设计总长（415公里）的
93%。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开工累
计完成产值28亿元；完成开挖支护34
公里、管道安装233公里。

焊花飞舞、机声隆隆，昆明长水
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T2 岩土、E3 岩土项目部建设现
场，运输车辆在蜿蜒的山路上有序行
进；东二跑道（北段）施工现场，宽敞
的路面在混凝土工的精心找平下逐

步成型，在项目管理团队的精密组织
下，各工种密切衔接、形象进度有序
推进。中铁北京工程局昆明长水机
场项目党支部书记刘杰表示，时间
紧、任务重，项目部全体职工以慢不
得的紧迫感和等不起的危机感，抓安
全抢进度，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渝昆高铁云贵段沿线，建设者
们抢时间、抓进度，机械轰鸣声此起
彼伏。

在渝昆高铁第一长隧——彝良
隧道出口建设现场，电焊声、打钻声
相互交织，建设者们在各个作业点忙
着施工作业，安全员穿梭其间，检查
巡视各类隐患问题，为隧道安全平稳
掘进保驾护航。

“目前，彝良隧道出口正洞开挖
已完成 15.02公里，剩余 5414米，计划
2024 年 11月底实现贯通目标。”中铁
五局新建渝昆高铁云贵段站前二标
项目部现场作业队队长杨大斌说。

在位于会泽县的渝昆高铁云贵
段宁靖里隧道内，300 余名工人正对

主体工程进行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
等作业，罐车、渣车、铲车等机械车辆
来来往往。

中铁十二局集团渝昆高铁云贵
段站前六标项目部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施工平稳有序推进，项目部从施工
方案、要素配备、物资保障、现场检查
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精心部署，协
同发力，结合工程特点进行针对性的
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同时，紧
盯项目建设目标，明列清单、倒排工
期，确保任务到天、责任到人，实现合
理工序统筹，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
赴推动项目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管
段内桥梁、隧道施工已过半，占总进
度的 52%，为渝昆高铁全面通车奠定
了基础。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云岭大地
处处是竞速奋进的火热场景。一个
又一个重点项目由“蓝图”变为“施工
图”，再从“施工图”变为“实景图”，为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

开足马力抓建设 全力冲刺开门红

初春时节，云南大山包国际重要
湿地天气回暖、碧空如洗。在平均海
拔3200米的高原净土上，分布有跳墩
河水库、大海子湿地以及数百个亚高
山泉眼，飞抵大山包越冬的上千只高
原精灵黑颈鹤在湿地周边，或悠闲觅
食，或信步滑翔，或翩翩起舞，鹤舞高
原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
山包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每
年飞抵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数量已从
1990年建立保护区时的200余只增加
到多年平均数量1500只以上，2023年
11 月 27 日飞抵大山包的黑颈鹤达
2342只，创下建立保护区以来的最高
纪录。

大山包湿地分布有 581个亚高山
泉眼、737种高等植物，是国家一类重

点保护动物黑颈鹤等186种野生鸟类
的越冬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先后获
得“国际重要湿地”“中国最美湿地”等
荣誉。多年前，由于大山包自然保护
区边界与昭阳区大山包镇界线基本重
合，加之群众环保意识不强、当地经济
发展滞后，出现了人鹤争地、过度放
牧、湿地退化等问题，给大山包湿地保
护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为守护好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的
良好生态，昭通市通过推行落实一部
保护条例、建好一个补偿机制、实施一
批生态项目“三个一”治理模式，在保
护区核心区实施退耕还湿、裸地修复、
冲蚀沟生态治理、天然泉眼保护、人工
种草、筑坝蓄水恢复湿地植被等一大
批湿地生态保护工程，为越冬黑颈鹤
等野生动物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环境。

特别是 2014 年国家启动湿地保
护补助试点工作以来，大山包保护区
作为全省首个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
试点区，累计争取到中央湿地保护补
助资金7530万元，全力推进湿地生态
效益服务功能补偿、聘用保护区护鹤

员、退化湿地草甸恢复、黑颈鹤食物源
基地建设等湿地生态保护工作。该项
目覆盖保护区内的5个村委会50余个
村民小组，有 1000 余户村民从中受
益，户均补偿金额 1.5万余元，受补偿
人数占保护区内农业人口的20%。

为有效解决人鹤争地矛盾、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昭通市统筹推进
脱贫攻坚、生态搬迁等民生工程，组织
保护区核心区村民 1696 户近 8000 人
搬迁至昭通坝子生活，并将迁出地村
民留下的耕地全部恢复成草场和湿
地，给予农户退耕补偿，既增加搬迁群
众收入，又有效减轻保护区人畜活动
影响，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黑颈鹤属杂食性鸟类，除了在湿
地周边捕食小鱼、泥鳅外，还会刨食地
里的洋芋、燕麦、荞子等农作物。为给
黑颈鹤提供良好的觅食环境，大山包
保护区实施生态效益补偿项目，在核
心区建成黑颈鹤食源基地3750亩，土
地上的洋芋、燕麦、荞子等农作物只种
不收，供黑颈鹤自由觅食。遇到大雪
天气，还安排护鹤员定时定点投喂玉

米等食物。
作为大山包保护区 15 名护鹤员

之一，邵聪学从2016年开始在保护区
开展巡护工作，每年冬天等待黑颈鹤
回家，春天又送它们远行。在黑颈鹤
越冬期间，他定时开展巡查监测、信息
统计，为受伤黑颈鹤提供救助，全力守
护好黑颈鹤等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环
境。“爱鹤护鹤，人人有责，这是一件非
常光荣的事。”邵聪学说，如今，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到护鹤行动中来，保护
黑颈鹤已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从人鹤争地到人鹤和谐、从 1990
年建立保护区时200余只到2023年的
2342 只，经过多年的系统综合治理，
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生态修复成效明
显，成为我国已知的越冬黑颈鹤种群
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越冬栖息地之
一。目前，大山包保护区累计恢复湿
地 2 万余亩，其中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项目实施面积达1.1万亩，湿地植被覆
盖率提高14.03个百分点，湿地生态环
境和物种多样性得到全面提升。

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云南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

高原生态美 乌蒙鹤蹁跹

本报讯（记者 聂孝美 马 丽 通讯
员 杨东升 文/图）3月16日，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首届云南民歌大家唱

“唱游昭通”专场活动在绥江举行。昭
通民歌爱好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欢聚一堂，共同体验昭通独特民族文
化的魅力。

此次活动以“云南民歌大家唱 中
华民族一家亲”为主题，旨在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
睦，通过唱响云南民歌的方式，让广大
群众感受“磅礴乌蒙·大美昭通”的神奇
魅力，探索出民歌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擦亮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
“天之下，地之上，一条大河在流淌

……”演出在旋律悠扬、歌词优美的《金
江号子》中正式拉开序幕，紧接着《大美

昭通》《昭通坝子》《敬酒歌》《船工号子》
《苗族古韵》《孜莫格尼》《彩尤央》《民族
团结一家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等一首首独具云南民族特色的传统民
歌接连上演，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民歌爱好者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据悉，专场活动期间，演出方还将
在绥江县蝴蝶苗寨、大团岩、林家坝等
旅游景点开展演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亚莉 周 密 文/图）“我家
就是做糕点的，村民微信群发布了面点师培训信
息，我就报名参加了。老师教了我们很多面点制
作的技巧，我觉得收获很大。”永善县莲峰镇正在
参加中式面点师培训的学员罗家荣高兴地说道。

近日，在莲峰镇莲峰社区的中式面点师培训
课堂上，59 名学员专心致志地跟着老师学习面点
的制作，培训老师从中式面点的揉面、醒面、制
皮、上馅等基本操作入手，亲自示范并耐心指导学
员们如何制作出美味的馒头、包子、花卷等。在老
师的精心指导下，学员们热情高涨、积极互动，现
场气氛活跃。

白花花的馒头、金灿灿的菊花卷……教室里弥
漫着令人垂涎的香气。当学员们掌握了基本技能
后，老师还将传授他们更多花样面点的制作技巧，让
他们的面点制作水平更上一层楼。

学员们一边互相分享着亲手制作的面点，一边
交流学习心得，纷纷表示收获满满，对未来就业创业
充满了信心。

“我这次培训了 8天，学的内容丰富实用，以后
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务工，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免费学到这些技能。”学
员谢云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莲峰镇本次职业技能培训于3月8日开
班，为期15天，共设立米田村、文谭村、和平村、莲峰
社区 4个培训点，以中式面点师、电工、农作物植保
员和保健按摩为主要培训内容，累计培训 240 余
人。培训结束后，经考试合格的学员还将取得相关
职业资格证书。

据悉，自 2024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
坚行动”开展以来，永善县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需
求，结合劳动力培训意愿分批次、分类别组织开展叉
车驾驶员、农业技术员、中式面点师等培训17期608
人，培训后线上线下全覆盖开展送岗服务帮助其实
现就业，有效提升劳动技能水平，提高就业市场竞争
力，拓宽劳动力增收致富渠道。

永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拓宽群众就业路

本报讯（通讯员 汪月丹）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昭通市税务部门
充分发挥绿色税制的正向激励作用，以税费优惠直
达快享为抓手，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助力企业
因“绿”而兴。

“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这
是威信县赤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人
亮坚持的理念。为助力公司走好绿色发展道路，当
地税务部门建立“首席税务服务专员”机制，深入企
业了解涉税诉求，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投送
税惠“绿色大礼包”，让企业更有底气变“废”成

“金”。“2023年，公司享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
优惠高达37.8万元，我们计划将减免的税费用于研
发创新。”潘人亮说道。

谈及绿美生态建设，水富市水务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也有着相似的感受。该公司是一家从事污水
处理的小型企业，2023年，公司享受各项税费优惠
减免达 107万余元，税费优惠帮助企业在实现净水
清源过程中有效减负。“眼下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时
期，人才引进、技术创新、设备改良都需要大量资
金，税务部门的贴心服务让我们享受到了绿色税收
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公司财务
负责人黄雪燕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推动绿色发展，绿色税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绥
江县永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硅酸
盐水泥的企业，为实现企业发展绿色转型，公司积
极引进除尘设备，建设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
圾生产线。公司总经理肖定波说：“2023年，我们公
司享受征前减免企业所得税 1262.51万元，环境保
护税 40.51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用于节能减排
和环保设备的研发与投入，从而提升我们企业的创
新能力，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昭通税费优惠政策

助力企业因“绿”而兴

首届云南民歌大家唱昭通专场活动在绥江举行

昭阳区积极开展
“百县万村水土保持科普活动”

为认真践行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发展理念，营造全社会共
同参与水土保持、支持水土保
持的良好氛围，近日，昭通市水
利局、昭阳区水务局联合在昭阳
区开展 2024年“百县万村水土保
持科普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深
入社区开展专题宣讲、走村入户
宣传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百
县万村水土保持科普活动”。

（陈其锦）

彝良农业部门持续开展
种业检查

连日来，彝良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开展种业检查，为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自 3 月 以 来 ，彝 良 县 农 业
农村局组织检查组工作人员深
入各乡镇（街道），认真检查种
子质量，引导种业经营商户和
摊贩诚信经营，销售合格产品，
规 范 种 子 市 场 经 营 秩 序 。 据
悉，彝良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规范种子
市场经营秩序，确保春耕生产
用种安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钱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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