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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记者 陈忠华 通讯员 李代琴

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是
昭通市委、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于
2021 年落地昭通的企业，总投资 110
亿元，将建设 8 条日熔化量为 1200
吨光伏玻璃及配套年产 400 万吨的
超白石英砂生产线。今年，交通银
行昭通分行为昭通旗滨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申报并获批 3 亿元中期流动
资金贷款，满足企业投产前期流动
资金需求。6 月 16 日，昭通旗滨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座熔窑的 5 条
生产线投产，生产出云南首批光伏
玻璃……

今年，市委、市政府引导全市金
融系统以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
活水。其中 4 个市级重点项目获驻

昭银行贷款授信 11.2亿元。
聚焦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家住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
的李师傅于 2018 年成立了养殖合作
社，主要从事肉牛养殖、蔬菜种植。
中国建设银行昭通市分行在走访座
谈中了解到李师傅有资金需求，但因
合作社的经营性质导致融资困难。
对此，中国建设银行昭通市分行及时
进行调查，收集贷款资料，仅 2 个工
作日就完成了李师傅的贷款审批，成
功发放贷款 31万元。

2024年，昭通市在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的“普”和“惠”上下功夫，实现小
微贷款“量增、面扩、价降”，推动小微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截至
2024 年 6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 244.09 亿元，同比增长 15.89%，高
出全市贷款平均增速 8.2 个百分点；
贷款户数 110462 户，同比增加 1090

户；加权平均利率 4.47%，同比下降
0.18%。充分发挥担保公司增信功
能，落实“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主责，
切实缓解企业融资担保难题。截至
2024 年 6月末，全市担保机构在保户
数达到 5541户、在保余额 13.45亿元，
全市享受“零费率”政策业务合计 409
笔，担保金额 34885 万元，共减免担
保费 613.92万元。
服务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全力做好春笋收购期间企业
融资服务保障工作，市级相关部门组
织召开金融支持竹产业发展工作推
进会、政银企座谈会，搭建政银企面
对面交流平台，听取企业融资需求和
存在困难，找路径、破难题。按“一企
一策一主办行”工作机制，多层次、多
频次全覆盖对接涉竹重点企业融资需
求，摸清企业的有效需求，匹配专属产
品，为企业获贷提供融资辅导建议。

截至 2024年 6月末，全市竹产业贷款
余额 7.5亿元，同比增长 14.05%；新增
贷款户数1813户，贷款金额2.66亿元。

被称为“筇竹姑娘”的欧贤芹是
土生土长的大关县木杆镇人，也是
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羲之竹”前身是一家农民专业
合 作 社 ，今 年 ，银 行 机 构 通 过“ 融
资＋融智＋融商”结对帮扶模式，

“一企一策”为“羲之竹”量身制定“信
用＋保证”专属融资方案，“羲之竹”
获得银行授信 365.7 万元，在银行贷
款资金的支持下，从生产端到加工
端，再到竹材工艺、品类的不断创
新，公司发展不断壮大，也解决了当
地留守妇女、残疾人及留守老人的
就业难题。 下转第2版

昭通：聚金融之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8 月 16 日，检测车从重庆西站
驶出。

当日，随着检测车从重庆西站驶
出，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重庆西
至宜宾东段（简称“渝昆高铁渝宜
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此次
运行试验主要是检验高铁线路各系
统正常与非正常条件下运输组织的
适应性，验证行车组织方式能否满足
运营要求，为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输组
织方案提供技术依据。

渝昆高铁是全国铁路网“八纵八
横”主通道之一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与滇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大
幅压缩重庆至昆明的铁路旅行时间，
极大地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促进
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子彧 摄

渝昆高铁渝宜段

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眼下，闪
桥村种植的一垄垄草莓苗长势喜人，
当地村民正在地里为草莓苗锄草；坪
地营村种植的苹果即将成熟，红彤彤
的苹果挂满枝头，农民正在地里为苹
果加装防雹网；转山包村种植的 1700
多亩高山冷凉蔬菜正陆续上市，当地
农民忙着采收蔬菜……这是鲁甸县
新街镇流转土地实施“一村一品”推
进特色产业发展取得的实效。

新街镇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
是无法形成产业规模。近年来，新街
镇不断创优发展环境，通过招商引资
等方式引进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发展农业产业，让农民不仅获得土地
流转金，还能在家门口务工实现增
收，更促进了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获
得了多重效应。

新街社区 17 组居民李富米、仁
习美夫妻俩除了获得土地流转金外，
还常年在蓝莓基地务工，夫妻俩一年
务工收入有 9 万多元，让脱贫后的一
家搭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这得益

于鲁甸原土农业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流转新街社区 4 个居民小组共计
324.3 亩土地用于发展蓝莓产业。公
司按照发展绿色食品的标准和要求
进行种植，2017 年 11 月，经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审核，公司种植的蓝莓
获绿色食品认证。如今，公司种植的
蓝莓每年每亩收入可达八九千元，公
司每年支付当地村民务工工资 120
多万元。

连日来，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
村 1700 多亩高山冷凉蔬菜陆续上
市，当地农民正忙着采收蔬菜，外地
客商开车进村收购高山冷凉蔬菜。
转山包村海拔 2800 多米，土壤肥沃、
生态良好，很适合种植反季节冷凉
蔬菜。从今年 4 月开始，种植大户结
合转山包村的气候优势和特点，流
转土地种植了牛心甘蓝 1700 多亩，

通过规范种植和管理，亩产量达 2.5
吨至 3 吨，种植的牛心甘蓝绿色无污
染，深受市民和客商青睐，主要销往
四 川 、贵 州 、江 苏 和 重 庆 、上 海 等
地。为了促进土地流转，让土地发
挥最大的效益，转山包村委会主任
路只有还带头流转了 400 多亩土地
种植反季节蔬菜，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带动作用。

在闪桥村草莓苗基地里，当地村
干部流转土地精心培育的 80 亩草莓
苗长势喜人，每天有 10 多人在地里
锄草，精心呵护着 150 多万株幼苗。
目前，这批优质草莓苗正源源不断
地被销往周边区域栽种。今年，新
街镇流转土地种植烤烟 3839 亩。连
日来，在坪地营村的烟田里，烤烟种
植大户马光省组织了当地农民 30 多
人正忙着采收、运输烤烟鲜叶，随后

进行烘烤、分级、捆扎。在坪地营村
的苹果基地里，由鲁甸广信种植专
业合作社流转土地种植的 1000 亩苹
果长势喜人，当地农民正忙着为苹
果加装防雹网，苹果即将成熟进入
采摘期。

2023 年，新街镇流转土地 10126
亩，农民共获得土地流转金 321 万余
元，带动群众务工就业 2335 人，群众
务工收入 797 万余元；2024 年，新街
镇流转土地 11104 亩，农民共获得土
地流转金 344 万余元，带动群众务工
就业 2808 人，群众务工收入 915 万
余元。

流转土地地生“金”，产业振兴推
进乡村振兴。近年来，鲁甸县内外的
种植大户和企业纷纷看准新街镇丰
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流
转的土地面积逐年增加，流转后主要
发展烤烟、蔬菜和水果产业，呈现出
了蓬勃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高寒山区
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
一条新渠道。

新 街 镇 流 转 土 地 地 生“ 金 ”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龙 舟）8月 19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昆明召
开。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作
宣讲报告。

刘洪建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激励全国各
族人民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强
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高度，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贯通起来，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重大改
革举措，结合昆明实际，认真谋划落实改革举措，做到融
会贯通、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坚持学习和培训、宣讲和阐
释、谋划和落实有机结合，推动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和省
委改革要求在昆明不折不扣落地落实。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昆明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赵友兰）为优化苹果黑星病防控技
术措施，减少用药次数，降低用药数量和防控成本，今年
初，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先正达（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对苹果进行防控措施优化试验与示范。

近日，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组织市、区苹果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昭通天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昭通超越
农业有限公司的苹果种植基地调研试验示范开展情况
及防控效果。

试验共设优化配方A、B和市场配方、农户配方、清
水对照共 5项处理，分别在苹果花露红、谢花 80％、绒毛
期、脱毛后、果实膨大期等生长期围绕黑星病防控开展
施药。截至目前，试验处理共施药6次，较大面生产减少
用药 3次。优化配方处理果树生长健壮，叶片和果实表
面均清秀、光亮，防控成效极为显著。

结合试验取得的成效，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将
与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本次试验认真分析，进一
步优化苹果重大病害防控技术措施，加大推广示范力度，
为昭通苹果绿色、高效、优质生产提供技术保障，为全市苹
果病虫害防控减药、增效作出示范，为昭通苹果产业健康
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科企合作助力昭通苹果重大病害
防 控 技 术 再 上 新 台 阶

去年以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称“国铁昆明局”）推出了“象往号”省内环线旅游列
车、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2个项目，据了解，首次开
行的“象往号”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主题为“从雪山到
雨林”，列车从昆明出发，一路游览保山、丽江、香格
里拉、大理、西双版纳等，旅游列车线路将云南雄壮
奇险的高原雪峰、孕育生命的热带雨林、奔流直下的
大江大河、静谧旖旎的高原湖泊串联起来，让游客坐
着火车便能感受到云南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及立体
气候所造就的独美风景。打造“象往号”省内环线旅
游列车，持续设计推出系列线路产品，是推动“铁路+
旅游”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借鉴类似做法，我们要
持续推动云南“交通+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助推云南
交通运输与旅游高质量发展。

创新模式，深度融合“交通+旅游”。近年来，随
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游客需求的日益多样化，
传统旅游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昆铁推出的

“象往号”省内环线旅游列车及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
车项目，正是积极回应旅客出行需求的探索实践。
为充分挖掘铁路运输网络和旅游资源优势，昆铁与
云南省旅行社协会联合推出了“坐着火车游云南”旅
游列车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交通+旅游”的深度融
合。新模式新业态，提升的是旅游体验，更为云南交
通运输与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新产品，带给游客独特旅游体验。“象往号”首
趟省内环线旅游列车线路产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从雪山到雨林”自推出以来，便受到了全国各地
广大旅客的青睐。这条线路将云南的雄壮雪峰、热带
雨林、大江大河、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串联起来，让旅
客在11天的行程中仿佛穿越了春夏秋冬四季，且为游
客减少了中转、换乘的麻烦，独特的旅游体验提升了

“象往号”旅游列车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深化合作，助力跨境旅游长效发展。自开通运

营以来，中老铁路已吸引了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
22.2万名跨境旅客选择乘坐动车旅行。以“坐着火
车游老挝”为主题的跨境旅游产品，更是为游客提供
了独特化、优质化的旅游体验。随着老泰免签政策、

“磨憨铁路口岸144小时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的陆
续出台，“中老泰”特色的国际旅游列车线路产品也
将陆续推向市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交通+旅游”助力旅游高质量发展
苗瑞祥

本报讯（云南网记者 陈云芬 通
讯员 张鹏）近日，由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牵
头，云南瀚哲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追
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的云南省重大
科技专项“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可
信数字化技术研究”在昆明召开工
作推进会。

项目自启动以来，经基地踏勘、
仪器选型、系统研发等，于 2024 年 7
月底完成关键环节特色农产品数据
指标确定、数据系统研发部署、智慧

农业综合管理云平台数据库设计等
有 关 研 究 工 作 ，已 开 展 包 括 Lo⁃
RaWAN 网关设计、LoRaWAN 终端
设计、无线组网设计等数据采集产
品设计，通过连接智能网关、智能环
境监测装置、智能测控装置、环境监
测传感器等开展产地环境智能采集
控制系统研究开发，开展并完成包
括物联云、种植云、管理云的智慧农
业综合管理云平台数据库设计；实地
勘察了“半边红”李数字化示范基地，
对“半边红”李全流程种植生产过程中

质量追溯相关的关键环节数据进行重
点梳理，确定质量可信追溯数据 7 个
关键环节的数据指标，加快完成特色
农产品质量可信追溯系统研发部署；
通过样品采集与检测分析，收集完成12
份“半边红”李样品21个表型指标、16个
品质指标的采集和检测，以及15份土壤
样品29个理化指标的分析检测。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以“半边
红”李等我省特色农产品为研究对
象，通过建立产地环境质量动态监
控、远程智能控制、云端智能管理以

及全产业链质量追溯等系统，以云
南特色农产品溯源为主线，旨在构
建“从田间到舌尖”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高效管控数字化解决方案，有效
提升我省数字农业产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

随着项目的实施，云南省农科
院质标所将不断完善优化实施方
案，督促、协调好项目各参与单位，
严格按项目任务指标和进度安排，
推进项目有序开展，确保项目高质
量完成。

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可信数字化技术研究”项目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