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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乡村振兴”

【有事要问】律师接受委托后可以拒绝代理吗？
【身边案例】小马委托某律师代理自己与他人

的合同纠纷案件，后双方发生不愉快，该律师拒绝
为小马代理。小马咨询，律师接受委托后可以拒绝
代理吗？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
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
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
者代理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
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
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
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
辩护或者代理。

昭通 市 司 法 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

210kt/a电石工程环境影响

后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等有关规定，现将“大关天达化

工有限公司 210kt/a 电石工程

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

告如下：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 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

1u28tH9TOh_UjG7Gb3diy7Q?

pwd=1234）

2. 向建设单位索要纸质版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式

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三 、下 载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络链接

下载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YWAsyytcyb5DBs-3Qr-LRg?

pwd=1234）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

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

方式

单位名称：大关天达化工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昭通市

大关县寿山乡小河村小河沙坝

联 系 人：代维

联系电话：15287020066

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8日

登报作废
绥江县心悦房地产经纪服

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在农业银

行绥江县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7347000249201；账

号：24039201040011107；编号：

731098531098。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冉进鑫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530625003976；车牌

号：云C1096挂。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孟会仙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530602027269；车牌

号：云C42958。特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刘 发 兴 不 慎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码 ：

110530602000748 。 特 登 报

声 明。

◆通讯员 蒋开鹏 周 军 邱家德

春来大地暖，春耕正当时。鲁甸县“早”字当先，
做到生产计划早安排、技术推广早部署、增产措施早
落实、技术服务早行动，抢抓时节，多措并举推进马铃
薯种植工作。

水磨镇气候、土壤十分适宜种植马铃薯，是鲁甸县
马铃薯主要产区，所产马铃薯个头大、口感好。近年
来，当地依托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种薯基地，不断提升马
铃薯种植水平，走品牌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水磨镇
因此成为鲁甸名特产品“噜咪啦”土豆片的原材料主要
供给地。

走进水磨镇铁厂社区，田间地头人头攒动，村民
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马铃薯种植作业，大家分工合
作，开沟、播种、施肥、覆土……在地里来回穿梭，呈现
出一派繁忙的春种景象。

在鲁甸新兴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前来
务工的群众卢应开正忙着播种。平日干完自家地里
的活，卢应开夫妇便到合作社打工，一年下来有 5 万多
元的收入。

“为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今年合作社种植了加
工型马铃薯 4000 亩。加工型马铃薯销路有保障，经济
效益好！”合作社技术指导员刘飞说，“2025 年将在全
镇推广种植 1 万亩左右，这个品种将给老百姓带来不
错的收入。”

水磨镇黄泥寨村的村民龙正玉在合作社的帮扶
下，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从原来的 10 余亩扩大到了 600
亩，预计年收入将达到 50万元左右。

目前，鲁甸县已建成马铃薯种薯扩繁基地 3 万余
亩，注册从事马铃薯生产的经营主体达 63 家，从事马
铃薯种植技术服务的有 5 家，主要提供病虫害统防统
治、机耕机播和机收等服务。鲁甸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4 年，鲁甸县将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资金、项目和政策扶持力度，进
一步拓展企业同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延伸马铃薯产
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全面增强供应保障，力争到
2025 年全县优质马铃薯规模化种植达 15 万亩以上、新
建基地 10 万亩以上、马铃薯深加工本地原材料供应比
例达 75%以上。

◆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通讯员 罗贵彬

2023年以来，昭通市公安机关认
真贯彻落实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
部署要求，紧紧围绕“谁来普、向谁普、
普什么、怎么普”主线，全警动员、全警
参与，用实干作答，奋力交出一份全警
普法促和谐、全域普法筑平安的答卷。

坚持立足实际 精心统筹
昭通市公安机关制定《2023年普

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细
化 25 项措施任务，按照“谁执法谁普
法”要求，逐一明确责任单位、牵头部
门、配合警种，各县（市、区）公安局局
长牵头主抓，将普法强基工作与各项
公安业务深度融合，全面打响全警参
与的普法强基攻坚战。

普法工作中，昭通市公安机关统
筹推进“百万警进千万家”“昭通政法
挂千村”“乡村振兴大走访”等工作，深
入村组、社区，包村、联户、到人，一体
推进送法上门、普法入户活动，全市村
级行政单位实现公安民辅警挂联全覆
盖，共下沉警力 318 次 1549 人，走访
1715户1810人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262次，为民办实事86件。同时，广泛

动员网格员、保安员等群防群治队伍
参与普法宣传，组建普法队伍 400 余
支，参与普法驻村辅警 1300 余人，发
动群防群治队伍1.4万余人，汇聚起一
支扎根基层的普法队伍。

立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昭通市
公安机关以防命案、防性侵、防伤害、
防电诈，降警情、降上访、降负面舆情、
降交通事故为重点，将普法宣传向“六
类对象”精准聚焦，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织密多层普法宣传网。
全市公安机关以近3年内发生过

2起以上命案的乡镇（街道）为重点区
域，将邻里纠纷当事人、婚恋纠纷当事
人等作为重点普法对象，集中开展“尊
重法律、敬畏生命、遇事找法”主题法
治宣传，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27936
起，化解 27147 起，化解率达 97.18%；
在全市中小学以“五防”为重点，联合
教体部门开展护校普法宣传 488 次，
实现全市2495所学校和2236个村（社
区）“五防”普法宣传全覆盖；将道路交
通普法宣传融入执法执勤、驾驶培训、
车辆检验、证照办理工作中，开展普法
教育 2.8 万余人次，着力营造全社会

“安全行车、文明出行”的浓厚氛围；对

涉诈高危人员集中的重点乡镇、村进
行集中普法宣传，成功劝阻6487名疑
似受害人停止转账，直接避免群众经
济损失2.096亿元。

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举措
按照“群众最欠缺什么就普及什

么，什么治安问题突出就重点宣传什
么”的思路，昭通市公安机关确定普
法工作“三增强”“四扭转”“五上升”

“六下降”等 11 个具体量化指标，抓
活载体、向下扎根，推动专项行动走
深走实。

聚焦防性侵、防溺水、防拐骗、防
欺凌、防毒品主题，组建“警花护蕾”普
法小分队和护苗志愿行动队，先后深
入全市427所中小学，开展“护蕾课堂”
523 场次，受教育学生数量达 99370
人。以“会会讲法治故事、村村有法治
氛围”为抓手，利用民俗节庆、春耕生
产期等重点时节，深入村组、社区开展

“宣法律、除风险、献爱心”“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等普法宣传活动，多角度、
全方位向群众宣讲与工作生活息息相
关的法律法规，开讲“法治故事会”125
场，发放宣传品 1.5万余份；组建专门
普法小分队，深入人员集中区域开设

“普法夜市”，以多警种联合方式“摆摊
普法”，发放普法资料5.2万余份，为群
众解答法律咨询 8200余次，受教育群
众达10万余人。

结合治安形势和群众关切的热
点、焦点、难点问题，昭通市公安机关
线上线下相结合，创新举措推出系列
普法产品。

整合公安法制、治安、政工力量，
创新普法供给形式，将枯燥的“校园五
防”知识制作转化为接地气、有趣味的
数字化普法产品，作为全市中小学普
法教材，寓教于乐，精准普法。

在樱桃节组织开展“樱桃甜美·法
润人心”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在“环境
日”组织开展“五色+五味”“普法大
餐”进苗寨……根据时令节气和治安
特点，每月突出一个主题，轮动开展多
场线下普法宣传活动，推动专项行动
持续升温提质，让普法工作更接地气，
力促普法宣传走深、走心、走实。

今年以来，永善县各级党
组织组织党员干部到红光和
桐堡易地搬迁安置点开展“情
系搬迁户、关爱暖心田”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义务书写春
联、走访慰问、组织开展文体
活动等形式，促进易地搬迁群
众快速融入新生活、新环境，
进 一 步 提 升 归 属 感 和 幸 福
感。图为3月15日，该县易地
搬迁后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到桐堡易地搬迁安置点了解
群众生活情况。

通讯员 黄 桦 摄

◆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通讯员 杨东升
刘苧怿 罗丽君

阳春三月，绥江县中城镇铜厂村
大团岩自然村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别
有一番韵味，溪水潺潺绕村庄而过，景
观节点星罗棋布，农家院落鲜花盛开，
游客三三两两悠闲游玩，一幅宜居宜
业宜游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正
在成为城里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谁能想到，大团岩曾是人迹罕至的
穷乡僻壤。“那时候群众住的房子都是
又破又旧的小瓦房，一条泥泞不堪的盘
山公路就是上山下山的唯一通道，村民
大多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铜厂村党总支书记卢代兵回忆道。

大团岩森林密布，风景秀美。峡
谷断崖高起，流瀑四挂，峰、峦、台、壁、
峡、瀑、嶂、泉姿态万千，旅游开发潜力

巨大。2015年，借“脱贫攻坚”东风，大
团岩实施美丽村庄建设，对当地 80余
户村民住房统一风格风貌实施规划重
建，硬化进村公路，完善村庄配套基础
设施，打造景观节点，提升人居环境，
昔日贫困村旧貌换新颜，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游玩。

“村庄离县城很近，交通便利，这里
风景特别美，游乐设施也多，我经常带
家人到这里来游玩，感受田园风光，尽
享大自然的静谧。”游客张涛说，行走在
大团岩，随处可见游客拍照打卡，体验
各种娱乐项目，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游客纷至沓来，村庄人气火了，当
地群众纷纷抓住发展机遇，销售腊肉、
竹笋、鸡蛋等土特产，开办起农家乐、
民宿、咖啡屋、茶吧，接待前来旅游度
假的客人。“以前外出务工，除去房租
和日常开销，一年工资所剩不多。”看

到家乡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何定明
在 2000年返乡开起了农家乐，一年收
入 7 万多元。“从来没有想到，以前落
后的家乡现在成了漂亮的景区。”

红火的乡村旅游还给村民们带来了
在家门口务工就业的机会，当地有30多
名村民当起了服务员和管理员，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钱，在
家门口务工照顾老人、孩子更方便。”35岁
的李艳原本在外务工，家乡建起了景区，
她回到了村里，当起了一名服务员。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绥江县持
续加大对大团岩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
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2023年投
资 700余万元在大团岩建设乡村振兴
先导工程，升级改造了停车场、旅游公
厕、太阳能路灯、步道等公共设施，村
民们以自家房屋和土地入股办起了一
批特色农家乐、民宿和家庭农场，建设

起森林小火车、七彩滑道、狩猎场、儿
童游乐场等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丰
富旅游业态，增加群众收入。

“现在村庄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
多，村民腰包也越来越鼓，生活在这里
特别幸福。”谈起这几年的变化，村民
陈显英乐呵呵地说。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大团岩变身
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还被评为
AAA级旅游景区。2023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6000 元。”卢代兵说，

“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幸福美
丽的大团岩！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
大团岩观光旅游。”

律师接受委托后可以

拒绝代理吗？

昭通公安多措并举助力专项普法提质增效

鲁甸优质马铃薯

种出富民“薯”光

情系搬迁户

关爱暖心田

大团岩村：让秀美风景变成幸福“钱”景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平安和谐”

本报讯（记者 马 纯）3月 16日，昭通市文艺名家创
作手稿及作品捐赠仪式举行。14位昭通市文艺名家向
市档案馆捐赠创作手稿及作品十余万件。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戈昌武及市政协副主席
成仁出席仪式并为部分捐赠者颁发证书。

戈昌武说，我市文艺名家向市档案馆捐赠创作手稿
及作品，是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是高尚的公益行
为。此次捐赠的手稿和作品是昭通经济社会发展的真
实记录和历史见证，十分珍贵，具有重要意义。市档案
馆要保管好、利用好、宣传好，并以此为契机，切实履行
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把服务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昭通篇章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

昭通市文艺名家捐赠

十余万件创作手稿及作品

过去，是城里剧团“送戏下乡”；
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剧团“送
戏进城”。山东吕剧、湖南本地汉戏、
湖北地花鼓……近年来，随着各地积
极探索文化惠民新模式，为乡村剧团
提供政策支持、组织专业培训，加大
对各类演出活动的扶持力度，一出出
地方小戏走出乡村走进城镇，从田间
搬到剧场，助力民间文艺传播得更
广。这不仅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了更多文化动能。

“送戏下乡”到“送戏进城”的转
变何以发生？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
下，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生活条件不
断改善，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渐趋活

跃。事实上，从乡村小剧团踊跃登上
城市大舞台、地方小戏受到城市观众
热烈欢迎来看，城乡文艺互动、文艺
交融激发了乡村活力，丰富了城市文
化生活。

继续搭建平台、凝聚人气，城乡
文艺才能“唱得响”。促进城乡文化
交流，搭建平台至关重要，应积极为

“送戏下乡”“送戏进城”打造舞台、提
供空间。可以通过在城乡联动举办
艺术节、演出周、文艺汇演等活动，盘
活城乡的大型剧院、小型剧场、文化
站等空间资源，挖掘和改造居民身边
的城市社区活动场所、乡村屋场等空
间，依托长期化、正规化的演出平台，
引导更多走街串巷的演出团队成长

为规范的乡村剧团，为民间艺术交流
创造更多可能。

城乡文艺各有特点，总体来讲，
城市文艺在人才储备、专业水准上相
对突出，而乡村文艺则更加贴近乡
土、贴近地气。促进双向交流有助于
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加大
城市文艺名家、专家对乡村剧团的指
导，帮助提升乡村文艺作品品质。比
如，文化部门出资对农民演员进行免
费培训，提供历史背景、乐理知识、视
唱练习及剧目表演等方面的指导，有
助于提高乡村剧团的演出水平。另
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培训班、组建
文艺小分队等方式，促进城市文艺专
家下乡、演员下乡，使城市文艺工作

者更好融入乡村、收获灵感，让城乡
剧团共同打造精品剧目、培养专业人
才、排演经典作品。

为城乡文化交流、文化服务互动
注入活力，必须激发城乡融合发展的
内在动力，解锁城乡文艺活动的消费
场景。应进一步健全政府指导、支
持、补贴常态化机制，打造文化品牌，
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发展态势。有
了更多的观众、有了可观的经济价
值，城乡文化发展动力将更加强劲。

从“送戏下乡”到“送戏进城”
济 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