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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近年来，镇雄
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
作要求，从群众和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不
断推进政策措施密集落地，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大力营造重商兴商、亲商爱商、护商
安商浓厚氛围，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为全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优化政务服务 打造“镇好办”品牌

政务服务窗口是服务群众和企业的
第一线。镇雄县政务服务中心紧紧围绕
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政务服务工作措施，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和“一
颗印章管审批”改革目标，扎实开展“净
窗”行动，探索推进“数字镇雄”“智慧政务
服务”建设，全力打造“镇（证）好办”政务
服务品牌，为全省、全市营商环境建设贡
献镇雄力量。

2023 年 8 月 21 日，镇雄县率先利用
“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平台，与对口协
作的上海市松江区实现政务服务远程互
联互通，发出了首张注册地为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的营业执照。

“在工作中，我们不断探索实施‘无差别
受理’，优化审批流程，创新审批服务模式，
实现办事‘最多跑一次’，提高审批效率的同
时，也节省了群众和企业的办事成本。”镇雄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张梅说。

“进一扇门”办好群众“一揽子事”。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更是回应群众
期盼的需要。“以前办理业务要跑大半个
镇雄县城，材料不全的话，来来回回更是
耽误时间。现在好了，所有业务在一个大

厅就能办好，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林女士一边说着，一边向工作人员竖
起了大拇指。

提升服务能力 深化优质服务

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生产力，更是

竞争力。近年来，镇雄县坚持多举措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能力，当好企业“贴心
人”，努力实现便企、惠企、育企。

镇雄县南台街道办副主任岳朝镜
介绍道：“为了更好地与企业沟通交流，
我们把服务中心搬进了呢噜坪纺织服
装产业园，从证照办理、税务登记、工人

招聘等多个方面，为企业提供跑、帮、办
全程服务，真正做到‘随叫随到、说到做
到、服务周到’，力求急企业之所急，想
企业之所想，让他们在这里稳得住、能
发展。”

作为第一批入驻镇雄县呢噜坪纺织
服装产业园并已修建厂房的企业，镇雄县

宝涛服装有限公司已吸纳附近300余名村
民进厂务工。走进生产车间，工人们分工
有序，有的在下料、有的在裁剪、有的在缝
纫……一派繁忙景象。

“ 我 的 初 衷 就 是 开 个 扶 贫 车 间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镇雄的了解
也越来越深。让我决定留在镇雄发展
的原因，是镇雄给我们外商提供的真
诚服务。”镇雄县宝涛服装有限公司负
责人苏礼浩说，“我计划加大投资、扩
大规模，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让更多群
众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把日子越过
越好。”

加大招商力度 提升引资质效

2023 年，镇雄县完成项目包装 28个，
涉及投资358.9亿元；新签约项目34个，协
议引资206.8亿元；引进省外产业到位资金
108.9 亿元，同比增长 36.8%；2023 年新引
进项目中，亿元以上项目 22个，其中 10亿
元以上项目2个。

营 商 环 境 没 有 最 好 ，只 有 更 好 。
镇雄县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
程”，不断健全联动机制，强化跟踪服
务，落实招商引资首问首办服务责任
制，坚持驻点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
商 等 多 渠 道 招 商 ，力 争 引 进 纺 织 、物
流、农特产品加工等项目，做好要素保
障、手续办理，不断提高项目履约率、
资金到位率和投产达产率。用高标准
的营商环境招引大项目、好项目，提升
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
擦亮招商引资“镇雄名片”，以营商促

“赢商”，奋力开创镇雄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 展 新 局 面 。

2023年 5月 12日，央视《生财有道》栏
目以“一粒水晶樱桃带火小寨山乡”为题，
报道了鲁甸县艳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这
只是各级媒体报道鲁甸樱桃产业的一个
缩影。

近些年来，央视《每日农经》《乡村大
世界》《走遍云南》等栏目和省、市、县各
级媒体，都对鲁甸县艳阳种植专业合作
社及其理事长夏举府带领群众种植樱桃
发家致富的事迹进行过报道。2023 年，
鲁甸艳阳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鲁甸县
工商业联合会（鲁甸总商会）第七届执委
单位，夏举府当选鲁甸县水果协会副会
长。2024 年初，夏举府被表彰为云南省
农村致富带头人先进个人。

带头种植樱桃走上致富路

夏举府 1972 年出生在鲁甸县小寨镇
大坪村坝塘村民小组小寨河边，1992年从
鲁甸县第一中学毕业高考落榜，因兄弟姐
妹多，家庭经济困难，他只得回家种地。
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夏举府说话铿锵有
力，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臂粗壮
有力。

攻坚克难，“樱”你绽放。小寨农户
房前屋后种植樱桃树已有 200 多年。高
中毕业后夏举府认识到，光靠种庄稼是
无法致富的，于是他开始试着把房前屋
后的本地樱桃树培育嫁接后种植到自己
家的旱地自留地里，到 1996 年面积有 2
亩多，因为当时种植樱桃的人少，加之他
的樱桃品质好，一挑八九十斤的樱桃到
集镇上可卖三四百元，相当于当时一名

公职人员一个多月的工资。1997 年，夏
举府卖樱桃收入 4000 多元，比他哥哥在
县城工作一年的工资还高。

尝到甜头后，1998 年，夏举府又把自
家的 2 亩水田种上樱桃，父母骂他说“才
吃饱饭就只种水果，水果能当饭吃？”随后
几年，夏举府家 4 亩樱桃每年收入都在 2
万元左右。因果园就在小寨河边，前来采
购樱桃的游客增多，2003 年，夏举府第一
个开办了樱桃采摘园，吸引游客进园体验
采摘，既省力效益还大，当年收入 3 万元
左右。

那些年，周围的群众见他发财后，纷
纷跟着他学种樱桃。只要有人想种，夏
举府都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和枝条给他们
嫁接，对于种植面积大的农户，则按成本
价卖树苗，帮助他们发展。小寨镇种植
樱桃的农户，也在夏举府的带领下，已从
当初大坪村的 100 多户 700 多亩发展到
全镇 4000 多户 10000 多亩，形成了十里
樱桃长廊的壮美景象，更是成为了昭通
有名的樱桃之乡，每到樱桃成熟季，众多
游客纷至沓来，樱桃树也成为当地群众
的“摇钱树”。

坚持十年试种大樱桃终成功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到半月果熟完。
2004 年，已经对种植本地樱桃（小水晶樱
桃）有经验的夏举府想到本地樱桃成熟期
太短，如果大面积发展起来后，必然会出现
短期内销售难的困境。

2005 年后，夏举府陆续开始到山东、
四川等地考察，又在本村流转土地 20亩，

引进二三十个大樱桃（车厘子）品种试种，
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等环境，分批次试种
各种大樱桃，延长樱桃的销售时间。为此，
夏举府2008年又流转了近100亩土地扩大
种植面积，想“一口吃成胖子”。

但事与愿违，因为大樱桃大部分品
种需要 0-20℃低温冷量 1200 个小时左
右才能更好地结果，所以夏举府初期引
进 的 品 种 大 部 分 六 七 年 里 都 没 能 结
果。他仍然坚持着漫长的引种之路，每
年都在山东、安徽、陕西、四川、重庆、贵
州等地不停地引种，进行高枝换头观察
试种。由于他不断引种新品种，每年只
有投入没有产出，几年就把他 100 万多
元积蓄耗光了。

失 败 是 成 功 之 母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到 2013 年，夏举府终于培育出几个
适合小寨镇种植的高品质大樱桃品种，
晓文一号、外引七号、红妃、玛瑙红、南早
红、金江等。2014 年 6 月，夏举府牵头成
立了鲁甸艳阳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周边群众和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种
植大樱桃，增加他们的收入。对于部分
贫困户，夏举府还直接把苗木赠送给他
们，吸纳他们到合作社果园做工，手把手
教给他们种植技术，帮助他们用勤劳的
双手慢慢富裕起来。新品种引进成功之
后带动了当地更多的乡亲们发展，2020
年，带领 77 户贫困户 161 人增收 300 多万
元，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5 年后，鲁
甸县艳阳种植专业合作社樱桃已发展到
100多亩，2020年至 2023年每年毛收入 50
万元，除去劳务开支和其他成本，每年净
利润 20万元。夏举府的探索大大延长了
樱桃采摘的周期，为樱桃文化旅游节的举
办创造了条件，其果园更是成了小寨镇十
里樱桃长廊的招牌。

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从事农业
的人要有抗击打能力。“虽然今年的 100
多亩樱桃因开花前的一场冻雨而几乎
颗粒无收，损失不小。但我仍然坚信，
明年会是一个丰收季。”站在樱桃园里，
看着树上挂着少得可怜的几颗玲珑剔
透的樱桃，夏举府摘下一颗品尝后说：

“今年成熟季雨水少，味道还是很不错
的哦！”言语间，道出一个农民的辛酸和
苦楚，坚毅的眼光里却是充满着对未来
的希望。

创新驱动是战略导向，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昭通集中精力打造“五个千亿元级产业”，要以新质生
产力赋能新产业，驱动这些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实现富
民强市目标。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
力。昭通市在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源产业、绿色
硅铝产业、磷化工及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五个千
亿元级产业”中，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强科技创新应
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
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转型升
级要以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为方向，实现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做强高
原特色农业，做好现代服务业，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推动昭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首要的
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在传统工业化上
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
求，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结果。昭通资源富
集，硅矿、磷矿储量和电力装机容量、煤炭铝矿储量名
列全国、全省前茅。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昭通新型工
业化，加速绿色能源产业、绿色硅铝产业、磷化工及新
材料产业“三个千亿元级”目标的实现。要坚持“电”
好基础，加快建设“风光水储”一体化、页岩气开发利
用一体化、煤电一体化基地，打造千亿元级绿色能源
产业，成为国家“西电东送”重要基地、国家级页岩气
示范区。发挥“亚洲最大规模单体富矿磷矿区”优
势，坚持从“磷”起步，加快建设磷基新材料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基地，打造千亿元级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
料产业，打造磷化工产业集群。坚持“硅”模发展，加
快建设全省绿色硅、绿色铝深加工基地，加速实现

“铝水不落地、硅矿不外运”，打造千亿元级绿色硅铝
产业。

产业兴，人民富，昭通强。昭通要按照云南省发展
“三个经济”的部署，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五个千亿元级
产业”，全力打造 1 个千亿元级和 5 个百亿元级经开区、
产业园区，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工业优势、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昭通篇章。

镇 雄 ：厚 植“ 赢 商 ”发 展 沃 土
通讯员 罗 伟 林绍博 秦 磊 文/图

把红樱桃种成致富“金果子”
——记云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夏举府

通讯员 马永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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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鲁甸县艳阳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里采摘樱桃。

镇雄县呢噜坪纺织服装产业园内的繁忙景象。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