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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生产进行时春耕生产进行时

强信心 鼓干劲 开新局

◆记者 田朝艳

如果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威
信就是一本鲜活而又厚重的红色教
材。地处滇川黔三省交界的威信，素有

“鸡鸣三省”之称，是红军长征路上的
“胜利起点”，有着深厚的“红色烙印”，
具有不可复制的红色基因，如同一颗璀
璨的红色明珠闪耀在乌蒙大地。

1935 年 2 月 4 日至 14 日，中央红
军在威信县内开展革命活动11天。2
月 5日至 10日，中央红军在水田寨花
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
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统称“扎西
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拓展和完成。扎西会议作出改组党中
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等一系列事

关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决策及
战略部署，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阶段。从此，革命的火种植根威信
大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
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
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是威
信最耀眼的底色，为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红色血脉，威信县牢记嘱托，高位谋
划，围绕“红色扎西·胜利起点”形象定
位，以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红色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为目标，统
筹布局以县城扎西为核心，水田双河、
高田罗布旧城、麟凤三桃长安庙沟三
个片区，六路红军进扎西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有机串联的旅游规划，以建设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为抓手，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旅游打造，深
挖红色文化、保护修缮红色遗迹、大力

弘扬红色精神，激发革命老区活力。
“春节期间，早上 9 时许开门营

业，凌晨一两点关门，每天有 100 多
位客人来拍民族写真，拍苗族写真的
客人较多，与扎西老街的适配度高。”
威信县扎西镇红军街年月日自拍馆
工作人员曹小琳向记者介绍春节期
间的营业情况。扎西老街是威信的
岁月符号，见证着威信的峥嵘岁月，
是红色记忆承载地，也是游客前来威
信旅游“打卡地”。作为红军街第一
家民族写真馆，该写真馆抓住了当下
拍摄民族写真潮流和威信县建设红
色旅游小镇机遇，成为备受游客青睐
的旅拍店。

遍布于威信大街小巷的红色文
化、红色印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感悟红色文化、汲取奋斗力量。
春节期间，威信县迎来旅游高峰，8天
共接待游客18.3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2.01亿元。2023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243.9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7.49
亿元，红色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威信县
的支柱产业。

下一步，威信县将聚焦“城址村山
河”五个重点，按照“国际化、高端化、
智慧化、市场化”发展方向，坚持以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建设为引
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红色文旅
为主体、绿色生态为支撑、多彩活动为
载体，突出“扎西会议、扎西缩编、扎西
扩红、扎西火种”四个亮点讲好“扎西
会议”故事，全面推进“红城”建设，努
力把威信建设成为面向滇、川、黔、渝，
并逐步辐射全国的集红色研学、康养
度假、休闲运动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红色扎西”的内涵在历久弥新中
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威信不只是

“雄鸡一唱，三省皆鸣”了，而是要“一
声鸡唱万山红”。

◆云南日报记者 杨抒燕

春潮涌动，蓄力出发。在云岭大
地上，广大民营企业厚积薄发，拿出

“起步即冲刺、开工即决战”的精气神，
增投资、谋发展、拓项目……谱写着一
曲曲生机勃勃的新春进行曲。

今年春节假期，以独特的选址、原
生态的建筑和服务为特色的松赞酒店
全线爆满，一房难求。随着旅游业复
苏，2023 年，松赞酒店营业的 16家酒
店营收创历史新高，迈入全新发展阶
段。今年开始，酒店将专注在喜马拉
雅沿线区域布局酒店和旅行产品，有
7家酒店全新面世。

松赞文旅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喜马拉雅沿线，集团正全力打造
三条线路，形成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旅游环线。喜马拉雅区域拥有很好
的旅游资源，但整体旅游发展基础还
比较薄弱，松赞希望借助自己的品牌
力，结合乡村振兴的政策，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目前，松赞员工有1500名左
右，90%为本地员工，正一步步实现让
当地老百姓和农牧民“在家门口站上
世界的舞台”的愿景。

在绿意盎然的普洱，云南傣御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推广种植的 10
万亩七彩野地花生开始播种，基地的

种植有序进行中。“连续 3年，公司每
年市场销售增长一倍以上，今年将在
餐饮渠道和休闲零食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消费者吃到七彩野地花
生。”公司董事长刘丽晶表示，作为国
内首家发现七彩野地花生并将其推向
市场的企业，公司将构建科技化、专业
化、一体化、标准化的七彩野地花生产
业技术体系。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企业发展的迫
切之需，更是云南民营经济最具看点
的故事。

今年 2 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发布《关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典
型案例征集情况的通报》，昊邦医药集
团榜上有名，是云南省唯一一家入选
的企业。

成立昊邦医药集团数字中心、完
成第三方医药物流平台智慧化升级、
搭建“医链云方”审方平台、搭建“云药
在线”B2B电商平台、建设互联网医疗
中心……昊邦医药将数字化转型作为
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运用数
字化技术，逐渐探索出一条由传统医
药企业向医药大健康一体化综合服务
商转型，实现商业模式升级的数字化
建设路径。在完成自身数字化转型的
同时，还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门槛及风险，有力推动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刚开年，云南艾瓦特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谭孟良和多宝电缆董事长
郑晓城的团队一同与 Orel 公司高管
举行视频会议，为多宝电缆产品进军
斯里兰卡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去年底，云南艾瓦特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在嵩明县挂牌成立了在省内县
（区）的第一个在地化企业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中国·嵩明南亚东南亚跨
境贸易综合服务中心，截至 2024 年 2
月，中心建设服务工作取得一系列阶
段性成果。“今年，艾瓦特还将在昆明
市安宁市和其他多个县（区）建设在地
化企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谭孟良表
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将在泰国设
立子公司和在地化营销中心，进行面
向南亚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直播带
货，打造东南亚数字跨境贸易综合服
务平台。

迎着春光，云南民营企业用新订
单和新项目诠释发展信心。

“今年，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在云
南大健康产业政策引导下，作为国内
老牌香料企业，经过几年的基础夯实
和调整，正式开启发展新征程。”云南
绿宝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初，公司在牟定县开工天
然香料绿色循环新项目，以创新的技
术，开创香料行业低碳、环保、节能的
典范，公司将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纵深
发展，将“云香”产业做大做强。

昆明“七世界”文化旅游区项目落
地石林高铁西站、海比林项目落地石

林风景区岔口片区，作为省重点文旅
项目均于今年开工建设，昆明一顶旅
游产业有限公司的文旅产业布局落子
有声。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投资接
管泸西阿庐古洞、城子古村两个风景
区，成为泸西县政府重点招商引资文
旅项目，将助力云南打造文旅园区国
际新品牌。

惠企政策春风化雨，营商环境不
断提升，为云南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
舞台注入坚定信心和澎湃动力。

2023 年 9 月，一心堂直营门店数
量突破 10000 家，正式迈入“万店时
代”。“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雨露，一心
堂集团始终坚守初心，以健康服务为
根本，以产业发展为平台，在药材种
植、药品研发、生产加工、药品流通、电
商平台、健康管理、康疗养老、社区便
利、社区医疗等维度全面布局，形成以
直营零售连锁为核心，多元化业态并
存的发展格局。”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阮鸿献表示，站在“万
店时代”的新起点上，今年，一心堂将
坚持主业不动摇，持续提升各业务板
块、经营单元的综合竞争能力，多产业
协同，推进企业数智化建设，助推行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不负春光，不负韶华。云南民营
经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民营企业家
们向新而行，正抢抓机遇，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努力成为推动云南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

民营经济春潮涌 向新而行再出发

威信：雄鸡唱响万山红

近期，水富市云富街道高滩村大明组300余亩黄果柑林迎来了丰收，连片的果树上挂满金黄的果子，进入盛果期
的果子个大饱满、色泽诱人，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图片为果农在忙碌地采摘黄果柑。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水富高滩村黄果柑丰收 果农采摘忙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抓
落实工作，强调“要雷厉风行抓
落实，统筹把握时度效”“要敢
作善为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
实”。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
思考最多说得也较多的，就是
如何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不折
不扣抓落实。落实好两会精
神，既要雷厉风行，加速把谋划
变成行动，把行动转化为实效，
更要统筹把握时度效，因时因
势把准目标和方向，求真务实
笃行不怠抓落实。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一切
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
干劲带起来。”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现年度目标任务，等不
起、慢不得，一刻也不能耽误，
一天也不能松懈。要雷厉风
行。抓住重要窗口期，把准利好
政策、抓住关键节点，抢抓机遇
谋发展。要奋勇争先。以积极
主动的姿态立说立行、真抓实
干，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抢先一
步谋发展。要时不我待。增强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
是晚”的紧迫感，提振抓落实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争
朝夕，担当尽责，围绕年度目标
紧抓快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各
项任务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好弓须矫，利剑靠磨。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狠抓落
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
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
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
好各项工作。”抓落实，也要统筹把握时度效，笃行不
怠，久久为功。要积极化解矛盾问题。改革发展进
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成因复
杂，化解处理难度极大，要有“为官避事平生耻”的责
任担当和“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为
民情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及时有效化解矛盾问题，以攻坚克难的实
际成效体现落实之功。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和意志恒心一
以贯之推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实。思路确定，重
点划定，任务明确，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
脚印推动各项工作快落地真落实早见效，不朝令夕
改、虎头蛇尾。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推动高质量
发展，因时因势科学谋划，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特
别是产业发展，不头脑发热盲目蛮干，不急功近利、
好大喜功，要全方位调研、全产业论证、全周期展望，
稳扎稳打谋发展。

抓落实，既要有实干的精神，更要有会干的方
法，还要练就过硬的本领、掌握科学的方法，在雷厉
风行、求真务实抓落实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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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昭通市把抓好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头号工程，制定并
印发了《昭通市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各
县（市、区）结合实际，科学规划不同粮
油作物重点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开展种
植模式、主推品种、播种节令、种植密
度、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控及防灾减灾
等关键技术研究和集成应用，全力抓
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实施党政领导带头创建粮食生产
示范样板行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创建示范样
板。加大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示
范样板创建力度，镇雄县、昭阳区、鲁
甸县按部级、省级单产提升示范项目
实施方案建设好百亩攻关田、千亩示
范方、万亩高产片，并配套建设水肥一
体化设施，科学统筹兼顾粮油作物与
其他经济作物接茬生产，分别建成水
肥一体化示范 1500 亩、1000 亩、1000
亩以上。其余 8 个县（市）科学谋划，
积极作为，选择优势粮油作物开展单
产提升工作，每个县（市）规划布局单
产提升示范区 5000 亩以上，其中，水
肥一体化示范500亩以上。

与此同时，组建 10 个服务指导
组，挂联11个县（市、区）开展“督帮一
体”服务指导，统筹推进粮食生产等重
点工作。目前各组已经全部进驻 11
个县（市、区）。 （市农科院供稿）

昭通着力抓好粮油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彭文琳 文廷菊 李尹超 张娟）农时
不等人，春耕正当时。为提高“巧家小碗红糖”优质甘蔗
原材料供给，巧家县抢抓农时备春耕，采取“政府+科研
机构+企业+农户”合作模式，在白鹤滩街道鱼坝村积极
开展甘蔗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种植。

3月 17日，巧家县热区产业发展中心邀请省农科院
甘蔗研究所刘少春专家一行到巧家县开展甘蔗新品种引
进示范种植指导，现场指导种植户如何根据气候、土壤条
件等选择适合的种植密度和施肥方法，运用深耕深植、地
膜全覆盖抗旱栽培技术等进行省力化栽培。

引进新品种是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巧家县坚持在选优品种、提
升改进技术方面做文章，先后引进了云蔗 081609、云蔗
0551、云蔗113898等新品种。“此次我们与云南省农科院
合作，又引进了 7个甘蔗新品种和本地原有品种一起进
行试验种植对比，将继续筛选出适合巧家县气候和土壤
条件的优质品种，提高巧家甘蔗品种的产量和品质，为农
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保障。”巧家县热区产业发展中心主
任李顺荣介绍道。

目前，全县甘蔗种植面积10000余亩，分布在金沙江
及牛栏江沿线的8个乡镇（街道），甘蔗产量5万吨，红糖
产量5000吨，产值1.5亿元，每年可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3000余个，增加务工收入2700万元以上。覆盖种植
农户3461户14180人，其中脱贫户1009户3183人。全县
有获得 SC生产许可红糖生产企业 2家，作坊 38家，甘蔗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12个。

下一步，巧家县将继续发挥专家团队的优势，加强对企
业及种植户的指导，稳步推进“高产优质”蔗园基地建设，积
极探索种植模式，增加群众收入，以“甜蜜事业”促进群众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巧家引进甘蔗新品种
助力产业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