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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 勇 毛利涛

两岸青山相对出，鱼游岸绿美景
现。春天的金沙江，山清水秀，鱼儿成
群，湛蓝的江水映衬着通透的蓝天、洁
白的云朵追逐着太阳的光芒。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昭通市委、市政府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力推进金沙江
流域的保护工作，形成了昭通境内金
沙江两岸保护与发展和谐并进的生
态之景、江河之景、产业之景，呈现出
一幅“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美
丽画卷。

生态之景
金沙江是长江的干流，其昭通段

分布着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三座世
界级巨型水电站，昭通境内有数以百
计的大小河流经金沙江汇入长江。人
口多、资源承载力不足、脆弱的生态环
境曾经是昭通的真实写照，特别是金

沙江流域，由于受河流侵蚀，两岸多年
来形成的堆积层在干旱、高温的河谷
气候影响下更显得脆弱不堪，一旦遭
到破坏将难以修复。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昭通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为遵循，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在金沙江流
域打造出了生态金江的美好风景。

走进水富市，可以看到两碗镇的
万亩竹海、果韵高滩、养生田园新寿，
一步一景，满是美美的生态画卷……

说起“李白花开节”，就会想到绥
江，每到春天，万亩李花竞相绽放，成为
绥江最为耀眼的春景。近年来，在“一
带两廊两园三基地”的总引领下，绥江

竹产业面积达到60万亩以上，成为金沙
江畔的又一道风景线……

永善白橘、永善脐橙、永善枇杷……
在永善，越来越多的水果被冠以“永
善”前缀，这是产业与生态有机结合的
典范。在巧家，金沙江畔，适宜栽桑养
蚕的13个乡镇（街道）栽桑养蚕，牛栏
江沿线的红山、小河等乡镇发展热区
水果，各乡镇（街道）高海拔冷凉地区
发展中药材、草莓，都在发展高原特色
农业产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金沙江沿江
县（市、区）始终坚持保护好生态环境，
走绿色发展之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当作永恒的追求。

江河之景
在溪洛渡水电站库区，记者乘坐

永善县渔政执法船沿江而上，清澈的
江水轻轻地拍打着船的两侧，自长江

十年禁渔启动以来，永善县不断完善
管理机制，加大投入采购了渔政执法
船，组建了执法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
库区巡查，大力打击违法捕鱼行为，联
合生态环境局对排污口、不同断面进
行不定期水体采样检测……

在绥江县中城镇回望村，县城和各
安置点的污水通过5条污水管道引进污
水处理厂，经过一系列处理并达到排放
标准后排入金沙江中……

在巧家县农业农村局，通过云南
省长江禁捕智能监管系统可以看
到，40 个高清探头正在不间断地工
作，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以实时掌握
江面及江边动态。目前，新的项目
正在建设中，将新增 60 个高清探头
和 5 个无人机场停放，预计 4 月底投
入使用，到时，将实现对白鹤滩水电站
库区监管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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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2016年1月，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
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昭通市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全力抓好金沙江流域生态保
护工作。经过8年多的努力，昭通境内金沙江两岸山清岸绿、水秀鱼游，保护与发展和谐并进——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成元 邱琴 吴
敏 陆志秋 文/图）5 月 5 日，在盐津老
县城大操场里，随着终场哨声的响起，
历时 7天的盐津县“网红一线县城·盐
津——画圆战术杯”2024年滇川毗邻
地区友好城市篮球邀请赛圆满落下帷
幕。最终，大关县代表队获得本次比
赛的冠军，四川宜宾市兴文县代表队
获亚军，镇雄县代表队获季军。

本次比赛，来自滇川两省的 12支
篮球代表队在 7天的赛程里展开激烈
角逐，球赛赛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篮球与激情碰撞，热血与汗水共
涌。比赛中，各代表队的球员尊重对
手、顽强拼搏，一次次完美的抢断，
一个个漂亮的进球，掀起了一轮又
一轮高潮。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
席，掌声连绵不绝，加油声、呐喊声
此起彼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充分
诠释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
精神，展现了大家对篮球的热爱与
执着，收获了友谊，为广大球迷奉上
了一场场精彩的体育盛宴。

“画圆战术杯”2024年滇川毗邻地区友好城市篮球邀请赛落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基层
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就近满足群众看病
就医需求和维护群众身体健康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优质医疗
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促进基层
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提升，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角度来
看，加强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单个机
构的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医共体内成
员单位的协同联动发展，有助于加快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县域

医共体可实现对县级医疗机构和基
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纵向整
合，形成责任、管理、服务、利益共同
体，带动县域医疗能力整体提升。
2021 年，四川省泸县被确定为全国
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当地结合
区位特点和群众就医习惯，组建3个
医共体，目前已经形成10分钟村级、
20 分钟镇级、30 分钟县级医疗服务
圈。实践表明，打造县域医共体，能
够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专业互补、错
位发展、有序竞争的发展格局。

从改善群众就医感受的角度出
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拓展，有助
于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转变，为群
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比
如，上海市长宁区有常住人口 69.38
万人，家庭医生签约了33.04万人，签
约率达到47.62%。家庭医生以及家
庭医生工作室的普及，更好满足了居

民就近看病的需求。从长远来看，以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比
如，落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等政
策，更好满足签约居民基本用药需
求；引导医院与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一起，壮大签约服务力量；鼓励家
庭医生增强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及慢
性病防治管理能力，拓展康复、医养
结合、智能辅助诊疗等服务功能。

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
能力，归根结底要靠人。《“十四五”卫
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
员数达到3.30人”。从“引”的角度而
言，要适应服务需求，不断探索县管
乡用、乡聘村用、特设岗人才柔性引
进、退休人员返聘、对口帮扶等人才
流动配置新机制。比如，福建省三明
市探索“乡聘村用”模式，成效明显。

从“用”的角度，要进一步拓宽人才范
畴。除了医药护技等人才，也应重视
老年健康、医养结合、托育服务、健康
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人才。从“育”的
角度，要进一步加强培育和配备具备
医、防、管等能力的融合型人才。从

“留”的角度，应创新激励保障机制，
消除医务人员扎根基层的后顾之忧。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
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
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
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
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
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持续加大基层卫生健康投入，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局，健全激
励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良好机制，定
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享有公平可
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让群众在“家门口”好就医
景日泽

本报讯（通讯员 罗兴宽）近日，省
政府办公厅通报了2023年县级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结果，绥江县获评
优秀等级，省政府给予通报表扬。

按照《昭通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要求，
绥江县认真履行政府教育投入职责，
持续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和保障
力度，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绥江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 3.6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54 亿元的 17.96%，较 2022 年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3.45亿元增加0.24
亿元，增长 6.96%，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支出逐年增长目标任务。
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对23个县（市、区）人民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情况进行了督导评估，其中

4个县（绥江县、石林县、麻栗坡县、永
平县）被评估为优秀等级、13 个县
（市、区）被评估为合格等级、6 个县
（市、区）被评估为基本合格等级。

◆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实习生 王舒祺

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跑道旁，有一群24小时默默付
出的“鸟击防治员”，虽不为人知，却对飞行安全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鸟击防治员”来自昆明机场飞行区管理部飞行环境
保护室，主要负责移动驱鸟、鸟情预测预警、驱鸟设备维
护、鸟防研究、净空巡视管理等工作，确保机场净空环境
安全。

“守护天空安宁是‘鸟击防治员’无声的使命，每一次
轮班就是一场与孤寂抗争的24小时，只有风的吟唱和引
擎的轰鸣相伴，他们的坚守往往不为人知，但他们知道自
己的工作对每架平安降落的飞机、每位安全到达的旅客，
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昆明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团总
支书记舒浩淼说。

就是这样枯燥且乏味的工作，有人一干就是 15年。
从2009年进入飞行区管理部开始，尹庆斌就从事鸟击防
治工作，他说：“鸟类适应性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工作方法，
这促使我每年都要学习新技术，所以不觉得工作枯燥。
更重要的是，在这份工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使命，
因为每架飞机的平安起降都有我的一份小小贡献。”

从 2008年单一化驱鸟，2012年多元化驱鸟，2019年
科学化防鸟，到 2020 年迈向智能化防鸟，当年的“驱鸟
员”也变成了现在的“鸟击防治员”。“为确保飞行安全，提
高鸟击防治效果，我们一直在探索创新，在 2019年建立
全国首个机场鸟击防控研究中心后，陆续开展了鸟击残
留物鉴定、鸟类轨迹追踪、设备效能评估、无人机驱鸟探
索等多项工作，切实提高了机场鸟击防范工作的精细化、
专业化、科学化水平。”“鸟击防治员”戴薇介绍。

“我的导师和家人都不理解，一个学植物研究的怎么
会去机场干驱鸟工作。”毕业于植物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朱玉怀说，在机场鸟击防控研究中心工作这5年，通过一
次次翻山越岭开展生态调研，认真辨别每一种植物、识别
每一类鸟的声音，让她很有成就感。“工作虽然默默无闻，
但很值得。”她坚定地说。

机场飞行区大面积草地容易吸引鸟类觅食、栖息，如
何从源头上防治，一直是“鸟击防治员”在工作中探索和
思考的重点。2022年，机场鸟击防控研究中心通过在弥
勒机场开展草种单一化实验项目，成功筛选出“非引鸟”
优势草种百脉根。为让实验成果转化落地，2023年4月，
他们在昆明机场开展了草种培育及驯化实验。“鸟击防治
员”李文佳说，工作内容虽然是种草，但是为了飞行安全，
一切付出都值得。

“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更要守得住初心。”谈及
防鸟工作的感受时，“鸟击防治员”均如此表示。

在飞行环境保护室，青年群体占58%，他们用青春和
汗水默默守护着蓝天的宁静与旅客的安全。因工作成绩
出色，飞行区管理部“蓝天卫士”号荣获云南省“青年文明
号”称号。

◆云南日报记者 谢 毅 通讯员 吴存玉

当“五一”遇上“五四”，昭通公安青年民警用勤劳奋
斗擦亮青春底色，用最炽热的年华勾勒青春梦想。5月4
日，记者采访了昭通公安3名一线青年民警，体会新一代
人民警察从警路上的青春步履。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看，节日期间，路上车流量大，
出行前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怎么避免交通安全事故的
发生？遇到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每逢节假日，谢蕴莹
都少不了要做交通安全宣传。作为昭阳交警一大队的
宣传民警，根据交通事故案例更新编写宣传顺口溜，已
成为谢蕴莹的日常工作。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人病不驾车，车病不上路；行
路讲礼让，安全有保障”……言简意赅、清楚明了的讲
解，加上爽朗的笑容，大家记住交通知识的同时也记住
了这个爱笑的姑娘。

“申警官，我孩子下半年要读书了，但是还没有户
口，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五一”期间，正在值班的申杰
接到辖区水果村群众赵某求助孩子落户一事。了解清
楚情况后，申杰联系了四川当地派出所核实情况，同时
驱车前往水果村走访调查，收集孩子落户资料，成功帮
助赵某解决了难题。

2020年11月参加公安工作的申杰，现已成长为彝良
县公安局柳溪派出所的业务骨干。看望孤寡老人、关爱
留守儿童、宣传禁捕政策、化解矛盾纠纷……外行人眼
中，派出所琐碎繁杂的工作，他却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他说：“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要以实际行动来践
行入警初心！”

1996年出生的王奥是镇雄县公安局的一名刑警，年
轻又充满活力、沉稳且坚定。这个“五一”假期，他依然
坚守在侦破案件的岗位上。“案件必破”“使命必达”，是
责任也是担当。参加刑侦工作以来，王奥先后参与侦破
各类案件 260余起，打掉电信诈骗窝点 20余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310余人、逃犯 50余人，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240余人。

新时代许青春以重任，新征程以奋斗显担当。他们
用青春守护和平，为公安事业洒下一路荣光。这就是昭
通公安3名一线青年民警的故事。

绥江县履行教育职责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
获省政府通报表扬

昭通一线青年民警

用勤劳奋斗擦亮青春底色

云岭青年挺膺担当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鸟击防治员”——

默默守护飞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