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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秀）5 月
2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
到盐津县，就产业园区建设及
盐津县第一中学运行、办学等
情况进行调研。

盐津县竹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位于中和镇，园区内原本
闲置的厂房如今已成为热闹的
竹笋加工厂，工人们正在生产
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

杨承新来到示范园，详细
了解了该园区的基本情况、规
模规划，参观考察了园区内云
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及高原特色农产品
展示区，仔细了解了公司原材
料采购、生产销售、经营管理、
质量效益等情况。杨承新对园
区以产兴镇、盘活闲置资产、引
进龙头企业等工作给予了肯
定，他强调，要继续发挥生态环
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以高质
量为目标，生产出更多高品质、
特色鲜明、绿色有机，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农产品；要不断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特色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要
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等，强化加工技术硬核支撑，建
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保持
竹笋的新鲜度和营养价值；要
进一步开拓市场，增加竹产品
附加值。

随后，杨承新来到盐津县
第一中学实地察看学校建设进
度，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配套
设施建设、教育教学等情况汇
报，并就教学楼、体育场所等建
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协
调。“学校只要有需求就要全力
保障。”杨承新强调，要多渠道
争取资金，全力保障学校建设
资金需要；要科学规划教学楼
等建设，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进度，力争把现有资源
发挥出最大效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杨承新调研了中高考相关准备工作情况，要求学校
高度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鼓励一线
教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做好中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圆
满完成今年中高考各项任务。

胡智雄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近期以
来，昭阳区多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深入
学习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步加
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情
操，激发爱国之情，传承和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

昭阳区委党校组织干部职工集
中学习爱国主义教育法，重点围绕

“厚植家国情怀 以法治方式推进爱
国主义教育”这一主题，通过大量翔
实的案例，列举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法
律基础，叙述了爱国主义教育演进历
程，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的重
大意义。昭阳区人社局集中学习爱
国主义教育法，要求广大干部职工担
当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责任，转变工

作作风，将爱国主义情怀转化为实际
行动，用爱国奉献热情点燃为民服务
的激情。昭阳区林草局组织干部职
工集中学习爱国主义教育法，从立法
经过、立法意义、指导方向和鲜明主
题、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等方面
进行深入解读，要求干部职工把学习
成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转化为爱国
报国的实际行动。昭阳区妇联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学习爱国主义教育法，通
过学习，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爱国主
义教育的内涵和要求，激发了大家的
爱国热情，更加深刻感受到今天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昭阳区红十字会集
中学习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学习，进
一步激发了全体干部职工爱党爱国的

热情，引导干部职工对厚植爱国情怀、
赓续精神血脉起到积极作用。

洒渔镇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宣
传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集中学习，进
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民族精
神、增强国家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干部职工的坚定
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青岗岭
回族彝族乡开展学习宣传爱国主义教
育法进校园、进机关、进村组活动。在
进校园活动中，重点围绕“什么是爱
国”“作为一名学生怎么去爱国”展开，
解读了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的背景和
重要意义，激发、培养广大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在进机关活

动中，志愿者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详细
解读了立法的背景、意义及主要内容；
在进村组活动中，各村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通过宣讲会、群众会、乡村
大喇叭等形式向群众讲解爱国主义教
育法的内容与意义，让群众自觉传承
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守望回族乡组
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普法宣传活
动，志愿者向学生讲解了爱国主义教
育法的精神内涵和主要内容，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传承和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营造学法于心、爱国于行
的浓厚氛围。大山包镇组织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法普法宣传活动，相关人员
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法的
背景、重要内容及意义。

昭阳深入推进学习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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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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人与自
然需要和谐共存。近年来，昭通市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高位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
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中，科学合理划定昭通
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4888 平方公
里。构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域为主
体，以严格保护区域为支撑的昭通
市“两屏、两区、一廊、多核、七轴”生
态安全空间格局。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坚持优存
量、扩增量、提质量并重，全面实施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十三五”以来，
累计完成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低
效林改造、森林抚育等营造林项目
646.6 万亩。及时调整优化赤水河
流域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绩效指
标，全面完成目标任务；重点推进双
重项目建设，连续两年实施昭通市
金沙江干热河谷（滇西）生态保护
与修复项目和续建第二批，昭通市
滇东北山地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第一批正有序推进。积极推动草
原修复，实施草原生态修复 4.2 万
亩，草地改良 1万亩；持续推进绿美
行动，昭通市 2023 年建设点位共

706 个，计划绿化面积 807.5 万平方
米、植树 101 万株。数据显示，全市
草原面积 11.53 万公顷，湿地面积
48.32 万亩。全市有国际重要湿地
1 处（大山包国际重要湿地），省级
重要湿地 3处（巧家马树、彝良雨龙
山、永善黑颈鹤栖息地），认定并公
布一般湿地 121处。

保护水生生物。实施好长江
“十年禁渔”，持续开展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全市禁捕退
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
前，建成禁捕视频监控点位 315 个，
落实县、乡、村责任人 919 人，禁捕

网格化管理体系初步构建。昭通
市 2023 年度已放流淡水经济鱼类
和珍稀濒危鱼类苗种 308.8 万尾，
实 际 执 行 资 金 规 模 为 145.29 万
元。抓好赤水河流域珍稀特有鱼
类种群恢复和保护，近三年科研监
测结果表明，鲈鲤、青石爬鮡、岩原
鲤等珍稀鱼类出现的频率、密度明
显增加，部分河段已经出现鱼类集
群索饵的场景，昆明裂腹鱼和云南
光唇鱼等敏感性种类优势度逐渐
恢复，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鱼
的种类从 2020 年的 36 种恢复到目
前的 42种。

昭通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保护环
境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近年来，
昭通市将“生态优先”作为“六大战
略”之一高位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

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昭
通市现有自然保护地共 23 个，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个（大山包、药
山、乌蒙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市级自然保护区8个（盐津白老
林、老黎山，永善五莲峰、小岩方，镇
雄以拉、袁家湾，绥江二十四岗，水
富铜锣坝），县级自然保护区2个（巧
家马树、绥江珍稀特有鱼类），国家

级森林公园 2个（水富铜锣坝、威信
天星），省级地质公园1个（盐津乌蒙
峡谷），省级风景名胜区4个（彝良小
草坝、威信扎西会议会址、盐津豆沙
关、大关黄连河），国家石漠公园1个
（彝良），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1个
（白水江特有鱼类）。根据国家、省
的统一部署，昭通市正在开展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目前，已完成
了《昭通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
案》《昭通市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预
案》，正上报省、国家审查。整合优化
后，昭通市共有16个自然保护地，其
中自然保护区7个、自然公园9个。

抓好野生动植物保护。云南大

山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投资
7530 万元开展了人工种草、沙漠化
荒坡人工草皮移植、湿地修复、冲蚀
沟生态治理和黑颈鹤食物源基地等
项目建设，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为黑
颈鹤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栖息地。通
过实施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为巧
家五针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生长环
境，目前，原生 34株植株得到较好保
护。对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进行保
护，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古树生长保
护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并制定古树抢
救性保护方案。镇雄县积极申报赤
水河流域珙桐就地保护项目，投资25
万元；巧家县对“最美候鸟”栗喉蜂虎

等极小种群采取栖息地迁移保护等
保护措施，最大限度扩展其生存繁衍
空间；绥江县开展野生动物救助工
作，2023年，救助野生动物7只，其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只（黑熊1只、黑
天鹅1只、猴面猫头鹰1只）。

据了解，昭通市现有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220多种，其中一级
保护植物有红豆杉、巧家五针松、珙
桐等 7种，一级保护动物有穿山甲、
大灵猫、黑颈鹤等24种；二级保护植
物有桧叶白发藓、喜马拉雅马尾杉、
福建莲座蕨等 93 种，二级保护动物
有藏酋猴、狼、栗喉蜂虎等 96 种；极
小种群有钝头杜鹃、昭通杜鹃2种。

昭通自然保护地达23个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220多种

今年 5 月 22 日是第 24 个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

近年来，昭通市高位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持续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空间格局，生物多样性“家
谱”持续丰富，昭通已成为各种野生
动植物的“乐园”。

记者 范云 张广玉 苏秀
通讯员 柴峻峰 摄

守护“多样”精彩
描绘多彩生态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东升）日前，笔者走进绥江县福
兴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井然有序地接
待办事群众，旁边一侧的上墙制度整齐划一，服务引导
员在与群众亲切交谈。刚刚结束咨询业务的廖大爷对
便民服务中心的崭新面貌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我们
老年人最怕拥挤、嘈杂，便民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简
洁，功能布局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对待群众热情，来到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很温馨。”

据了解，福兴社区是绥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形成的
一个新兴社区，有搬迁群众 1815 户 7022 人。为进一步
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
办公环境，提升为民服务质量，2023年 6月，投入沪滇协
作帮扶资金 500 余万元在福兴社区启动便民服务中心
建设，2023 年 11 月完成建设，2024 年 1 月正式投入使
用。该中心总建筑面积 1421.26 平方米，有为民服务大
厅、卫生间、档案室、综治中心、办公室、活动室、大型会
议室等，便民服务中心以新环境、新设施、新服务带给
群众全新的办事体验，成为当地群众的“幸福之家”。

“来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感觉变化很大，比原来更
宽敞明亮了，各类办事区域一目了然。”福兴社区市民
杨女士高兴地说道。

福兴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在优化“硬环境”的同时，
积极提升“软实力”，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
制、服务承诺制、延时服务制等各项制度，服务事项涉
及低保申请、医疗保险代缴、养老保险代缴、准生证办
理等领域，同时，针对辖区老、病、残、弱等行动不便的
特殊群体，提供“帮代办”“上门办”服务，切实实现政务
服务惠民便民“零距离”。

绥江沪滇协作
为群众打造“幸福之家”

图①：绿树成荫的昭阳区洒渔
镇巡龙村。

图②：昭通中心城市乌蒙水乡
公园盛开的红睡莲。

图③：永善县永兴街道马路村
觅食的小鸟。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