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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罗 伟 龚 睿 林绍博

眼下，镇雄县8万余亩辣椒迎来
采收季，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在
镇雄县尖山乡尖山村的辣椒种植基
地里，每天都有200余名椒农穿梭在
田间地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火
红的辣椒映红了村民的笑脸。今年，
该乡共种植了1万亩辣椒。

“基地现在每天都能采摘 10 万
斤辣椒，装好后立即运往重庆、上
海、广州等全国各地销售。”看着地
里长势良好的辣椒，镇雄圣丰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鹏静脸上
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

辣椒种植是以“短平快”为特点
的高效农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从育苗、移栽、管护到成熟采
摘，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尖山乡大力发展辣椒产业，
让群众实现照顾家庭和务工增收

“两不误”。
“从栽种到采收，我们都全程参

与。辣椒采摘期，每月能在基地务
工 20 多 天 ，每 天 的 务 工 收 入 有
140—150元。”村民罗维飞一边忙着
采摘辣椒，一边对笔者说道。尖山
村像她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在家
门口务工挣钱，大伙儿心里都美滋
滋的，越干越有劲。

基地里，一筐筐新鲜的青、红辣
椒正“整装待发”，通过订单农业和
产品多元化发展，不仅实现了辣椒
产量的显著增长，还实现群众增收，
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据尖山乡党委副书记王超介
绍，尖山乡辣椒基地从 7 月初开始

采收，现在已采收了 4茬，预计 11月
中旬能全部采收完毕，固定吸纳 300
余人到基地务工。

随着鲜椒的大量上市，生鲜辣
椒加工企业也开始忙碌起来。昭通
思农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辣椒
加工厂“火力全开”，现场一派热

“辣”景象。工厂内，刚采摘的辣椒
堆积成一座座小山，经过分拣、清
洗、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便投入到
下一个加工环节。

“今年计划收购 1.2 万—1.5 万
吨鲜椒，主要发往川渝地区的精深
加工企业和全国各大餐饮连锁企
业。”辣椒加工厂运营副总经理左奇
周告诉笔者，今年的辣椒采摘将从 8
月份持续到 11 月份。镇雄的辣椒
相较于其他地区产量更高、口感更
好、品相更佳，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

睐，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据介绍，今年，镇雄县共种植辣

椒 8.67万亩，亩产量超过 1500公斤，
总产量超过13万吨，可实现年产值超
5.2亿元；全县12家辣椒加工企业可完
成烘干、泡椒加工5万吨，深加工产品
2000吨，产值可达2亿元，带动4.3万
户17.3万人，人均增收1500元以上。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群众。近
年来，镇雄县确定了“1+1+N”产业
发展布局，配套出台一系列扶持政
策培育壮大辣椒产业，并在“规划布
局、科技创新、延链补链、产销联动、
联农带农”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推
动辣椒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辣椒
产业已成为促进镇雄农业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和助农增收的重要产
业，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美丽
画卷正徐徐展开。

镇雄：辣椒采摘加工忙 助农增收有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鲁丽 晋子喻 文/图）8 月 17 日，威
信县 2024年“红色扎西·赤水明珠”云贵川三省“乒、羽、
排”运动系列邀请赛在扎西体育馆开赛。来自云贵川
三省 17 个县（市、区）的 90 余支队伍 900 多名运动员齐
聚红色扎西，点燃夏日激情，共享运动精彩。

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运动员、裁判员
代表庄严宣誓，承诺遵守比赛规则，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开幕式后，首轮气排球比赛在女子组昭阳鹰飞代表
队对阵镇雄星火代表队，男子组珙桐花开代表队对阵威
信阳光保险代表队中拉开帷幕。随着裁判员的哨声响
起，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弧线优美的击
球、落点精准的打击、精彩绝伦的扣杀、力挽狂澜的扑
救，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有序，队员们紧密配合，充分发
挥了团队协作优势。赛场外，欢呼声、助威声、叫好声此
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活跃。

据悉，此次比赛为期 10天，旨在通过搭建体育交流
的平台，促进三省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推动体育事业共
同发展。同时，本次比赛的举办也为广大运动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展示风采、切磋技艺、交流情感、增进友谊
的平台，让大家共享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红色扎西·赤水明珠”云贵川三省
“乒、羽、排”运动邀请赛在威信开赛

◆通讯员 张顺富

初秋的早晨，漫步在阳光照耀下
的巧家县马树镇，只见草莓大棚内，
一排排草莓种植槽整齐、有序地延伸
向远方；在巧家草莓交易市场，人们
有序地忙碌着……呈现出一幅“兴产
业带就业、扩就业促产业”的乡村振
兴画卷。

产业兴旺，就业稳当。近年来，
马树镇立足肥沃的土地资源、茂盛的
森林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等优势，
因地制宜确定了“农旅融合、种养循
环”的发展思路，盘活了闲置资源，努
力打造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坚持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推
动产业，拓宽了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
渠道，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取得
了显著成效。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拿什
么留住人？依靠乡村特色产业，把产
业优势转化为就业优势，让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把钱挣了。

巧家县人社局主动作为，组织
专题调研组于年初赴马树镇走访了
巧家县丛林现代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巧家县巧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多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深入开
展劳动力状况实地调研，了解马树
镇就近就地就业现状，分析了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
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
业，为马树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以草莓为例，2018 年，我们引
进了第一家合作社种植了 165 亩草
莓，截至 2024 年，已经发展公司、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共 542家，草莓种植

面积达到了 1.9 万亩，全年能提供
9000 多个就业岗位，年务工总收入
为2亿元左右，让老百姓真正实现了
增收、顾家‘两不误’。”马树镇产业办
工作人员彭天礼如是说。

近年来，马树镇以就业推动产
业，大力发展草莓、蓝莓、洋芋、食
用菌、烤烟、花卉、蔬菜种植以及
初级产品加工，随着这些产业的快
速发展，用工单位劳动力需 求 日
益增加。全镇共有 200 余家用工
单位，用工单位每年能够吸纳农
村 劳 动 力 13000 人 左右。今年以
来，通过就近就地就业已吸纳本地
及周边乡镇劳动力 10000 余人，目
前还需要劳动力 2000 余人，工资
待遇为每天 100 元，按小时计算为
每小时 10元。

“我们公司的业务以收购、包装

为主，用的工人都是马树社区周边的
人，每天每人的工资在 100—200 元
之间，每天的用工量是120人左右。”
巧家县勤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绍林说。

“就在家门口上班，现在每天能
挣 100 元左右的工资，家里老的、小
的都能照管，对我来说已经很满意
了。”作为一名马树本地人，务工人员
王女士一边说一边熟练地分拣着新
鲜的草莓，灵活的就业方式让她很安
心、无顾虑。

目 前 ，马 树 镇 有 农 村 劳 动 力
17684 人，已稳定转移就业或就近
就 业 16598 人 ，转 移 就 业 率 为
93.86%，其中省外转移 1626 人，市
外省内转移 9713 人，县外市内转移
93 人，镇外县内转移 187 人，就近就
业 4979人。

马树镇：兴产业带就业 扩就业促产业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为提高水富市各镇（街道）、
村（社区）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的应
急救护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近日，水富市红十字会对水
富市各镇（街道）、村（社区）重点
岗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初
级救护员）持证培训。

通讯员 白 雪 摄

水富市红十字会开展

重点岗位人员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沈迅）天
麻是昭通市六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之一，昭通的天麻种植面积近 10 万
亩。近年来，昭通学院坚持特色化办
学理念，立足昭通天麻产业发展布
局，组建涵盖农学、植物学、药学、生
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天麻研发团队，
对天麻的生长环境、种植技术、药理
作用、产品研发等进行全方位研究，
破解了天麻“两菌”培养、菌材替代、
良种选育等难题，为昭通天麻高质量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昭通学院围绕“高原特色农业

牌”办学目标，结合昭通天麻产业特
点，以学科专业建设为主线，以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两翼”，大力推
进特色学科专业建设。自 2019 年成
立天麻研究院以来，学校开设天麻
特色班，累计培养天麻产业人才 200
余人。

2023 年 9 月，昭通学院成功获批
建设天麻现代产业学院，通过校政企
联动，协同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搭建天
麻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平
台，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

才链的有效衔接。今年 2 月，云南彝
良天麻科技小院获批立项。学校科
研团队积极探索新农科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拓展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新途径，助力天麻产业发展和人
才培养。

通过校政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学校申报获批云南省天麻绿色种植
与加工工程研究中心、云南省天麻与
真菌共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云南省
院士专家工作站、云南省高校创新团
队等天麻研发平台，先后破解了天麻

“两菌”培养、菌材替代、良种选育、产

地加工、病虫害防控、产品研发、功效
研究等生产难题。

此外，昭通学院积极开展基础
研究，学校天麻研究团队申报获批
有关天麻研究项目近 50 项，发表论
文近百篇，申请专利 10 余项，制定标
准 7 项。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学校联合政府、企业选育登记天麻
新品种 5 个，建立天麻良种繁育基地
2 个、优良“两菌”生产示范基地 1
个，联合开发天麻配制酒 5 款、天麻
原浆饮品 1 款，为天麻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

昭通学院特色化办学提供科技支撑——

天麻产业向新而行动力更足

新华社昆明8月16日电（记者 林碧锋 吴俊宁）据
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消息，日
前，该保护区科研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护过程中，新记录
到一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保护区
鸟类家族再添新成员。

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
工程师李世俊介绍，雕鸮是隶属鸮形目鸱鸮科雕鸮属
的大型猛禽，其显著特征是拥有淡棕黄色面盘和长长
的耳羽，常栖息于山地森林、平原、荒野、林缘灌丛、裸
露的高山和峭壁等生境，主要以各种鼠类、兔类、鸡类
及一些小型鸟类为食。

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黑颈鹤单位面积数量分布最多的
保护区之一。近 3年，飞抵保护区越冬栖息的黑颈鹤均
保持在 1900 只以上，其他越冬栖息的候鸟数量和种类
也在稳步增加。

李世俊说，雕鸮首次现身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表明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

现身云南大山包

本报讯（通讯员 刘 颖）日 前 ，一 场 激 情 四 射 的
全 民 健 身 日 活 动 暨 健 康 县 城“ 勤 锻 炼 ”职 工 工 间
操比赛在彝良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旨在倡导
健康生活理念 ，提高广大职工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 平 。 比 赛 吸 引 了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 10 支 队 伍 踊
跃参加。

比赛前，精彩的文艺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让观众们目不暇接，掌声和欢
呼声此起彼伏。

随后，10支参赛队伍精神抖擞、整齐划一地步入赛
场，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的正式
开始，各参赛队伍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身
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将工间操的动作与韵律完美
结合，展现出了力量与美感的统一。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彝良县开投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代表队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桂冠；彝良县示
范小学代表队和洛泽河镇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县第一
幼儿园、县民政局和县卫生健康局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此次工间操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
一次全民参与健身的生动实践。它不仅凝聚了职工之
间的团队合作精神，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健身的热情。

彝良工间操比赛

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