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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3 月 29 日，在绥江县会仪镇峰顶

山的生态茶园里，茶农正抢抓时节采

摘春茶。近年来，会仪镇采取“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5000亩

云南特色小叶种茶，并建成了1000亩

核心示范基地和茶叶加工厂，注册了

11个商标，生产的绿茶、红茶、乌龙茶

远销福建、广东、上海等地。

通讯员 罗 洪 摄

绥江：

春茶吐绿采茶忙

◆记者 马 燕 通讯员 王家欣

青山作伴水为邻，势必让山更
青、让水更绿，这是昭通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
动实践。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是典型
的山地构造地形，国土面积 2.3 万平
方公里，受金沙江、赤水河等 939 条
河流切割，山地面积占 97%以上，造
就了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地理环
境，形成了“大山、大水、大峡谷”地
貌，林业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也
迎来重重机遇。

日新月异、筚路蓝缕，随着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昭通深入推
进“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城、
人”三篇文章三年行动，昭通林业经
济发展的困局正在一步步被攻破、
被瓦解。

近年来，昭通市委、市政府结合
市情，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要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方略，把我国南方优质小径笋
用竹作为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重要
抓手，大力发展林下竹笋采集产业，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市新植竹基地 345 万亩，竹资
源总量达 680.2万亩，其中以方竹、筇

竹为主的优质小径笋用竹基地达
563.1 万亩，覆盖全市 9 个县（市、区）
96个乡镇 625个行政村 53万余户 210
余万人。2023 年，全市产鲜笋 40 万
吨，综合产值达137.52亿元，其中一产
产值61.15亿元、二产产值28.11亿元、
三产产值 48.26亿元。投产区户均增
收超3万元、覆盖区户均增收超1.2万
元，已建成我国最大的优质小径笋用
竹产业基地。

坚持高位推动，让昭通绿起来。
昭通方竹笋、筇竹笋分别被誉为“笋
中之王”“笋中之冠”。为化解昭通脆
弱的生态环境压力和破解“一方水土
养不好一方人”的难题，昭通市委、市

政府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撑，
相继出台《关于做大做强竹产业助
推脱贫攻坚的意见》《昭通市加快竹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等系列文件。全
市统一思想、高位推动、强势推进笋
用竹产业发展，营造了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安全屏障、做足“竹”文章的
良好发展氛围。竹资源总量达680.2
万亩，占绿化国土面积的 19.4%，受益
农户达 53万余户 210余万人，直接支
撑 13.9 万余户 60 余万人摆脱历史性
贫困。已建成昭通规模面积最大、生
态效益最优、覆盖人口最多的高原特
色农业产业。 下转第2版

昭通：680万亩竹林的“只此青绿”

本报讯（记者 谭光吉）3 月 28
日，昭通市深入推进“六大战略”扎
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三年
行动大关现场调研推进会召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精神，
认真落实全省 2024 年一季度重大
产业项目调度推进会部署要求，集
中精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努力
确保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持续
巩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

市委书记苏永忠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作
工作安排。

会前，苏永忠、杨承新率队到
大关县寿山镇工业园区、大关旭红
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木杆镇向
阳村、筇竹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等
地，调研了高压绝缘子项目建设、
竹材竹笋加工等情况。

苏永忠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正确方向。坚持创新驱
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展现新作
为；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加
快绿色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坚持因地制宜，以新质
生产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苏永忠指出，要聚焦解决制约
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坚定不移推
进“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建设；
聚焦解决投资支撑弱的问题，强化
项目储备，努力稳住传统投资，抓
好农业投资、能源投资、能源外工
业投资、旅游投资、民间投资；聚焦
解决产业链条短的问题，强化招商
引资，深入推进产业链招商；聚焦
解决经营主体弱的问题，强化培育
扶持，用心用情用力为各类经营主
体搞好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解决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强化
要素保障。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
的优良作风，始终树牢以实绩论英
雄的鲜明导向，坚决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杜绝“政绩工程”“形
象工程”“面子工程”“新形象工程”
等问题，推进精文减会，持续为基
层松绑减负，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抓落实、促发展。

苏永忠还就经济普查、抗旱
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作
强调。

杨承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奋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必须抓主要矛盾，不甘落后抓产业、不遗
余力抓投资、不打折扣抓主体。必须抓防风化险，强化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风险意识、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主动出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坐不住、等不
起、慢不得的紧迫感，织密“安全网”、筑牢“安全堤”。必须
抓作风改进，走出“怕”的阴影，转变“旧”的观念，打破“守”
的习惯，增强“干”的信心，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大关县设主会场，市委多功
能会议厅设市级分会场，其他县（市、区）设分会场。

唐源、王斌、张绍雄、成联远、胡波、谢宏、李军、胡江
辉、戈昌武、郭盛、王东锋、夏维勇、马洪旗、孔令影、郝流勇
等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会及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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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六大战略”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牢牢占据
两会热词“C 位”的当数“新质生产
力”。在今年政府十项重点工作任务
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位列首位。3
月6日，省委书记王宁在云南省代表
团举行小组会议时表示，要把握好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显著特
点、强劲动力和科学方法，结合云南
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之后，省委书记
王宁又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

何为新质生产力？在一次次的
探讨中，定义也逐渐明晰，其从本质
上来说，就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当
前的云南，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攻
关期、政策叠加的机遇期、后发赶超
的奋斗期，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迫切
需要云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增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信心与动
能。云南如何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个“泼天的机遇”，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云南篇章取得新进展，是必须进行
的探索与实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云南要发展
新质生产力，观念要及时更新。一方
面，全省上下都要深刻认识到，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
要，全省各地都应高度重视、积极探
索、努力实践，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
来抓；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一点，
传统产业的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并非
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即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
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
要搞一种模式。

云南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全国一
样，重点都是创新。云南地处祖国西
南边陲，一边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客观存在，另一边则是在矿产资
源、绿色电力能源、高原特色农业、文

旅资源等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
优势。云南迫切需要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产业和产
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固本夯基。这方面，
云南一直在行动，2023 年 GDP 首次
突破3万亿元大关，其中产业投资占
总投资比重首次超过 50%，这是成
绩，也是动力和方向：只要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云南就一定能
乘势而上，塑造发展新动能。

云南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
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新任务新工作，一些束缚其
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客观存在，更需
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全方位改

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制、教
育体制和人才体制等，让各类先进优
质的生产要素都能顺畅地流动到发
展新质生产力上去，更好地激活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云南正当其
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形成，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个部门、一个
地区的事情，全省上下都应主动作
为、保持耐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以产业提质推动发展提档，让
新质生产力在云岭大地上更好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激活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劲动能
龙敏飞

本报讯（通讯员 李学军）今年 3月 22日是第三十二
届“世界水日”，3月 22日至 28日是第三十七届“中国水
周”。为增强全民节水意识，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3月
27日，昭阳区凤凰街道在望海楼公园广场开展以“精打
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全民参与爱河、
护河”等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深入贯彻“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节水宣传册等，
呼吁全民争当爱护水环境、保护水资源的倡导者、志愿
者和实践者，人人争做地下水监管主力军。

“我们家里用水都非常节约，像洗碗水、洗菜水、洗
脸水、洗澡水都要留着冲厕所，还有洗衣服的水留来拖
地，大家都节约用水。”现场参与的市民王大姐说。

同时，通过大屏幕滚动播放“水润云南”节水宣传视
频，加大节水宣传力度。

凤凰街道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大关经验”为昭通的绿水青山描绘了一笔浓厚的春意
——见第2版——

把“产”文章续写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
——见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单 虹）3 月 29 日，
市委书记苏永忠主持召开第五届市委
常委会第7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市县党委巡察工作提质增
效年总结暨巩固提升年动员部署会议
精神，提出我市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
件，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近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
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

“三农”工作、城乡融合、发展新质生
产力、党的自我革命等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论断、新要求。各级党委（党
组）要认真组织传达学习，教育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
理论观点和实践要求，把握精神要

义，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要结合职能职责，抓好贯彻
落实。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对新
质生产力有关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
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以产业升级为方向，推动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始
终聚焦资源经济，坚定不移推进“5个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
加快构建符合昭通实际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产业创新、改革创新、发
展方式创新、人才机制创新，让科技
创新成果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抓好脱贫

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工作；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工作，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认真领会省委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部署要求，理清思路，找准
方向，细化措施，扎实有序推进市县
党委巡察工作巩固提升年行动各项
工作。要狠抓部署落实，市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担起组织实施
责任，确保行动有力有序推进；市
委巡察办要加强统筹调度，强化调
研指导，推动市县党委巡察工作一
体巩固提升。

会议审议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2024年工作要点（送审稿）》

《市委2024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任务安排（送审稿）》《市委常委会
2024 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清单（送审稿）》《2024 年昭通市基层
党建工作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
强调，要认真履行党建责任，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全力抓好工作落实，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会议审议了《昭通市 2024年政党
协商计划（送审稿）》《昭通市 2024 年
民主党派工商联重点调研课题（送审
稿）》；审议了《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
昭 通 板 块 2024 年 工 作 清 单（送 审
稿）》，就落实好各项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杨承新、唐源、胡波、谢宏、李军、

胡江辉、戈昌武、夏林出席会议。王斌
等列席会议。

第五届市委常委会召开第 78 次会议

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重要文章精神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