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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云南
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4年5月9日—6月9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71-63189600；专门邮政
信箱：云南省昆明市A61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至20:00。

◆通讯员 郑远见 李 洋 文/图

眼下，黑颈鹤离别大山包，徜徉
云端飞舞，展现丽姿魅影。

随着长夏的开启，5 月份已经
过半，在这里越冬的黑颈鹤大部队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村民的精心
守护中已经安全离开大山包返回
若 尔 盖 繁 殖 地 开 始 孕 育 新 的 生
命。待 11 月初越冬模式开启，鹤
群又将再次返回大山包。鹤群暂
别大山包之前，它们相约结伴，选
择 天 高 云 淡 、风 清 气 爽 的 天 气 出
发，时而直冲云霄，时而返回降落，
时而在天空盘旋，时而引吭高歌腾
云而去……好像在向保护区守护
者作依依不舍的告别。

看着鹤群在视线中渐渐远离，
地面的保护工作者也感到有些落
寞，默默念叨：“鹤儿鹤儿慢慢飞，吃
饱喝足再北行。一路顺风祝福你，
冬天冷了早点回！”一声声缠绵婉转
的呼唤，一个个动人心弦的画面。

作为世界近危物种、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黑颈鹤东部种群最重要的
越冬地，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自 1990 年建立以来，通
过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生
态修复、黑颈鹤食物源基地建设等
系列项目，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
和社区帮扶等工作，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保护力度
不断加大，为候鸟越冬创造了良好
的栖息环境和生存空间。黑颈鹤数

量从 1990 年刚建立保护区之初的
260 多 只 增 加 到 2024 年 的 2000 多
只，昭阳区因此被授予“中国黑颈鹤

之乡”，大山包湿地被评为“中国最
美湿地”，黑颈鹤已经成为昭通最响
亮的名片。

本报讯（通讯员 周 婷）今年以
来，水富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增强服务理念、提升服务质
效，持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从“细”处着眼，在服务态度上做
“加法”。水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牢固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顺
应群众需求，推行“721 工作法”（70%
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
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
手段解决），以服务为先，变被动管理
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

理。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
则，聚焦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群
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积极采
取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方式，争取让
当事人主动整改，对屡教不改、执意违
法的，依法进行查处，不断提升警示和
震慑效果。

从“实”处落脚，在服务力度上做
“加法”。水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找准
“干”这个关键，在“实”字上用力，从群
众最关心的事情抓起，合理布局9个便
民疏导点，设置自产自销和季节性果
蔬摊点；允许商超、快递等临时占道装

卸货物，在重要节假日，允许店铺占道
促销、大型商场开展促销，改造规划专
用停车位290个；做好片区规划，在城
区繁荣地段协调场地设置特色地摊经
济和夜市经济摊位70余个，解决群众
充电难、农村自产蔬菜销售难等问题，
满足群众需求，提高城市管理效能。

从“深”处发力，在服务质效上做
“加法”。依托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
“数字城管”平台，利用AI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水
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紧紧围绕“基层
治理，服务群众”这条主线，实施网格

治理优、服务群众优“双创双优”行动，
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服务，推行一系列
人性化管理举措，设置25分钟容错机
制，预留自我纠正不文明行为时间；实
行“首违不罚”和“以抄代罚”机制，和
谐处置城市问题；建立视频巡查机制，

“隔空喊话”开展文明劝导，便民利民
惠民。开通“3111111”服务热线、城市
运营管理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畅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自开通以
来，水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群众
反映问题及建议 3890 余个，办结率
99%以上，办结满意率达98.7%。

增强服务理念 提升服务质效

水富巧用“加法”推进城市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如期打
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
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昭通地处曾经的乌蒙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脱贫人口 185 万多人。
近年来，昭通始终坚持把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目标就是要让群众增

收有路子、发展迈步子、过上好日子。
时光见证不凡。回眸 2023 年，

昭通市创新实施提升衔接资金使用
效益“十二条措施”和“昭通惠民
保”，完成农危改和农房抗震改造2.5
万户，“三类对象”风险消除率达
71.6%；脱贫户和“三类对象”人均纯
收入增长 16.8%，居全省第一，人均
纯收入8500元以下且有劳动能力的
脱贫户和监测户实现动态清零；成
功打造 12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累计
建成 43 个农旅融合示范村庄，彝良

“云中苗寨”被国家乡村振兴局誉为
“脱贫巩固的典范、乡村振兴的示
范”；东西部协作全面拓展，消费协
作等领域成效突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范

化解返贫风险这根弦不能松。要坚
持精准施策，加强低收入人口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动态监测、精准帮扶，
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实施农危
改及农房抗震改造，提升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水平，确保脱贫成果“巩
固、提高、不反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
群众持续增收是根本之策。要发展
壮大乡村产业，强化产业联农带农
增收；在就业岗位和机会供给上，花
大功夫、下大力气，做好稳岗、扩岗、
返岗工作，提高工资性收入；发挥普

惠金融服务“三农”作用，支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用好“昭通惠民保”，
兜牢收入底线，做实产业增收、就业
促收、集体创收、兜底保收，让脱贫
人口就业稳、收入稳。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凝聚
合力是奏响“振兴曲”的最强音。要
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协作，提
升“万企兴万村”成效，推动人才下
乡、文化下乡、科技下乡、资金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启动农旅融合示范
村庄建设，让更多“沉睡的砖头变资
产、闲置的资产变资金、优秀的农民
当CEO”；强化政治引领、法治筑网、
德治润心、自治固本，用乡村“新风”
为振兴“铸魂”。

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谭光吉

鹤舞云端 恋恋不舍

◆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幸好遇到来自上海市的医生，
不用出鲁甸县就让身患重病的父亲
转危为安了。”日前，在昭通市第三人
民医院中医肿瘤科，来自鲁甸县龙头
山镇翠屏村的患者家属王申兵和家
人，把一面印有“医德传四海 医术克
顽症”的锦旗送到上海援滇医疗队专
家手中，以表感谢。

沪滇医疗帮扶续写新时代山海
情。2023年 8月，上海市普陀区选派
的第三批医疗队抵达鲁甸县，3 名支
援医生发挥各自专业所长，通过“传、

帮、带、教”等方式，不断提高医院的
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与受帮扶医院
携手，共同为鲁甸县群众提供更为优
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不久前，王申兵的父亲突发疾
病，导致高烧持续、胸背疼痛，伴有不
同程度水肿，被紧急送到位于鲁甸县
城的昭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经
上海市驻鲁甸县医疗队专家系统检
查和会诊后，最终确诊为比较严重的
血液系统疾病淋巴瘤。

“家属请放心，我们会尽力治疗
患者。”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血
液科主任高武的远程指导下，上海驻
鲁甸县医疗队专家胡桂芳迅速组织
力量为患者制定了个体化化疗方案，
成功缓解了患者腹部、胸背部剧烈疼
痛，控制了体温，全身浮肿也基本消
退，患者恢复超过预期。

结合本地病种特色，上海市驻鲁
甸县医疗队规划中医学科建设和“百
县工程”临床服务肿瘤防治中心建
设，开设血液病专科、肿瘤科、中医肿
瘤专科、中医疼痛专科等专病专科门
诊。半年多来，帮扶医生坐诊救治患
者病痛，门诊接诊已超过1800人次。

2023年12月，医疗队立足自身专
业优势，成立中医肿瘤科新病房，开展
肿瘤血液病的个性化中西医结合特色
诊疗服务。“通过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诊
疗方案，以中药内服、外敷、针灸、穴位
注射等综合调理患者身体，在有效控
制患者肿瘤生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轻抗肿瘤药物的副作用。病房自开
科以来，共收治病患者 297 人，出院
293人。”医疗队队长张晓晓说。

既治病救人，又传道解惑。为推
动特色病房可持续发展，医疗队把人

才建设作为重要任务，采取专题讲
座、实操培训、师带徒培养等方式，指
导当地医务工作者提升诊疗技术和
服务能力。“以前外出培训学到的更
多是理论知识，现在有上海专家老师
全过程、手把手指导，从理念、思维到
实操环节都实现了提升。”受帮扶医
生左娟说。

自 2021年结对帮扶鲁甸县以来，
上海普陀区先后从普陀区利群医院、
普陀区中心医院选派 10 名医生到昭
通市第三人民医院、鲁甸县中医医
院、鲁甸县妇幼保健院开展医疗、教
学、文化“三位一体”的精准帮扶。3
年来，在上海医疗队的帮扶指导下，
鲁甸县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健康水
平实现较大提升，让更多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

鲁甸县：援滇医疗队 守护健康路

本报讯（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张 勇 徐鑫雨）在云南
昭通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2020级生物科学实验班
今年考研成绩骄人。该班 37名同学，31人勇闯考研路，
26人上线，考研上线率达83.9%，22人成功上岸。考研通
过率达84.6%，班级升学率59.5%。

昭通学院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舒心的学习空
间。“三进一出”制度让每一名学生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
台，“滚动制”制度更是激发了竞争意识，让学生在挑战中
不断成长。

从考研讲座到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从院校选择到
备考辅导，昭通学院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职业规划
指导。从大一开始，该校2020级生物科学实验班学生就
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备考四六级，目前四级通过率已达
81.1%，六级通过率达18.9%。

该班不仅学业优秀，党团组织也充满活力。目前班
级内有3名正式党员、6名预备党员、15名入党积极分子、
8名共青团员。他们在各类比赛中屡获殊荣，共获得集
体奖项 30余项，其中国家级 2项、省级 7项、市级 1项，校
级和院级10余项。

昭通学院：
一个班考研上线率83.9%

本报讯（通讯员 吕 盼）5月 15日上午，位于昆明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渝昆高铁李家村隧道安全贯
通。这条全长 3.7公里的隧道是渝昆高铁云南境内贯通
的首条超过 3.5公里隧道。截至目前，渝昆高铁云南境
内 63座隧道已贯通 14座，10个桥隧重点控制性工程建
设进展顺利。

李家村隧道为单洞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因
隧道地处云贵高原中低山区，地形起伏较大，为傍山浅
埋隧道，全隧为Ⅳ、Ⅴ级围岩，最小埋深仅 13米，洞身通
过多处断层破碎带，存在低瓦斯溢出、顺层坍塌、滑坡等
多重不良地质影响。为此，施工团队采用三台阶七步流
水开挖工法、独创“三二一”喷射混凝土平整度控制工法
等多项技术措施，保障隧道施工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作为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渝昆高铁将连接滇、黔、川、渝等省（市），成为西南地区
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全线建
成通车后，预计从重庆到昆明行车时长将由原来的 5小
时缩短至2小时，极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渝昆高铁李家村隧道贯通

本报讯（通讯员 闫健琦 彭 杰）近日，为期 7天的盐
津县“直播带货”培训班在盐井镇、庙坝镇、滩头乡相继
开班。来自各村（社区）的178名学员系统地学习了直播
运营、视频剪辑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后续更高质量就
业创业增添新动力。

培训期间，主办方邀请省内网络创业领域优秀讲师，
采取“理论+实践”的方式，有针对性地从直播带货、账号
运营、视频剪辑等环节进行讲解。“这次培训让我学到了更
多实操技巧，拍摄效果相比以前有了明显提升。我打算在
培训结束后经营1家养生用品店，希望以后多组织开展这
样的培训班。”来自滩头乡花秋村的学员盛锡燕说。

近年来，盐津县立足肉牛、乌骨鸡、竹子“3+N”富民
产业优势，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直播带货培育工程，探索

“电商直播+就业创业+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助力青年人
就业创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全县已培育直播带货
人才 1725人，带动 350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实现直播带
货行业创收2.4亿元，就业创业形势稳中向好。

盐津直播带货培训
为就业创业添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 震）近日，全国第九届“万步有
约”健走激励大赛大关赛区在县城龙洞球场举行启动仪
式。大关县41支队伍541人参加此次大赛。

本次大赛以每日 1万步为目标，通过万步App记录
每日步数，开展为期100天的线上竞赛，参赛队员佩戴专
用运动处方计步器，记录每日健走数据并将数据上传至
大赛网络系统。大赛以健走步数与强度累计计算积分，
在全国各县（市、区）之间、各省（区、市）之间和省内各县
（市、区）之间、县（市、区）内各小队之间开展，旨在传递健
康生活观念，树立科学运动理念，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引
导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养成“日行万步 科学健走”的健康
生活习惯，达到预防慢性病、促进健康的目的。

“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
大关赛区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