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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单 虹）9月11日，市委
书记苏永忠到昭阳区海聚牛羊定点屠宰
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深
入践行“四下基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部署和市委五
届八次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特色养殖业高
质量发展。

“每天每条生产线屠宰规模有多
少？”“要树品牌。”来到企业，苏永忠边

走边听、边听边问，与企业相关负责人
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走进屠宰车间，了解生产技术、流程、规
模等情况。苏永忠指出，昭通特色养殖
业条件得天独厚。企业要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紧紧依托昭通小黄牛这一高原
特色资源，充分挖掘昭通牛肉特色产
品，推进牛肉产品研发生产，不断延伸
产业链条，努力做大企业规模；要探索
引进有规模、有市场、有实力的龙头企
业，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品牌打造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面向全国、全省
培育具有昭通特色的高品质牛肉、羊肉
食品品牌，助推昭通肉牛、肉羊产业高
质量发展。

苏永忠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积极主动对接，帮
助企业做大做强；要系统谋划、整体推
进，补齐牛、羊产业精深加工短板，带动
更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促进增收，为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昭阳区海聚牛羊定点屠宰有限公
司屠宰场位于守望回族乡八仙村，为昭
阳区首家牛羊定点屠宰场。该项目概
算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3.4万平方
米，分2期建设，一期项目于2024年8月
投入生产。据悉，目前3条生产线屠宰
加工能力每年可达7万头肉牛、1.5万只
羊，为昭通及周边地区提供优质新鲜的
高原黄牛肉、羊肉及相关牛羊肉产品，
更好地促进昭通小肉串产业发展。

王斌、陆颖参加调研。

苏永忠到昭阳区海聚牛羊定点屠宰有限公司调研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9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
妇女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和
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在各行各业

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上海合作组
织妇女论坛举办以来，各国妇女秉持

“上海精神”，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巾帼
力量。希望论坛继续发挥促进各国民

相亲、心相通的积极作用，为拉紧上海
合作组织人文纽带增添鲜活动力。中
国愿同各方一道，通过数字赋能推动
科技创新和妇女事业发展，共同建设
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当日在
山东省青岛市开幕，由全国妇联、上
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山
东省人民政府、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致贺信

9月9日至10日，全国教育大会
在北京召开。这是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对于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教育工
作，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
实迈进，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
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
总结了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阐
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

径，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
确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
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
和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为什
么要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
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新时代新征
程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建设
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
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
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从建成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到县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全面实现，
再到教育改革开放持续深入……
新 时 代 教 育 事 业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效更
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更
加充实，教育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更加有力，教育综合改革更加深
入，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

显，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
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
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
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述，明确了教育强国的性质和
方向，揭示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质、
科学内涵，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
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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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
存”到“求生态”，生态文明建设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启美
丽中国建设征程。

作为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云
南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持续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打
造国际治理典范，为全省人民谋福祉、
为高质量发展增后劲、为美丽中国建
设筑屏障，努力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洱海涟漪间，簇簇海菜花摇曳生

姿。20多年前，曾因水质下降暴发大
规模蓝藻，已难觅踪迹的海菜花如今
重现洱海。从打响精准治污攻坚战，
到溯源扩域系统治理，历经多年，当地
将洱海水质稳定保持在优良水平，实
现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和“生
态之治”转变。

山峦层林尽染，湖泊一碧万顷，城
乡鸟语花香，带给人们的不止愉悦享
受，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底。云南是
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地处长江经
济带上游区域，是“植物王国”“动物王
国”“世界花园”，承担着维护区域、国
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任务和重大职责。扛牢生态保护
的重任，全省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为方针，部署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抓实九大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等 8 件事，集中力量攻坚
10个标志性战役，攻克群众身边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

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成为标配，
全省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多年稳
定在 98%左右，1/3 的县（市、区）被
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数量位
居全国首位。一江清水出云南，全
省持之以恒推动劣Ⅴ类水质断面脱

劣攻坚，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94.1%、创历史最
好，每年为长江、珠江输送超过 1000
亿立方米的优质水源。守护好良田
沃土，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 91.7%，让饭碗端得更稳当，让老
百姓吃得更放心。

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生态安全体
系，经过努力，全省森林质量大幅提
升，“两王国一花园”生态底色持续向
好，森林面积 3.18 亿亩，森林蓄积量
21.44亿立方米，均居全国前列。森林
固碳能力持续增强，林木植被碳储量
11.7亿吨，占全国的 10.9%，位居全国
第一。云南以仅占全国 4%的国土面
积，有效保育了 48.01%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和 56.27%的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全面筑牢国家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 下转第2版

以绿为底描画美丽云南新图景

雪域高原上，有一个“桃花村”。
“桃花村”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真巴

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名唤“嘎拉”。每年春天，遍布嘎
拉村的上千株野生桃树竞相开花、灿若云霞，故又得名

“桃花村”。
嘎拉村不大，常住人口仅149人。小小“桃花村”，因

每年春天桃花绚烂，办起桃花节，吸引各地游客来此赏
花打卡，年接待游客量 10 多万人次。仅今年桃花节期
间，全村的旅游收入就达370万余元。

繁花似锦，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巴宜区是
青藏高原海拔最低的区域之一，山水秀美，气候宜人。
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左右。在
这里，尼洋河穿城而过，湿地、森林、草场绿意盎然，全区
森林覆盖率达54.21%。

因花致富，归功于当地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巴宜
区立足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积极推动
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嘎拉村村民次仁旺杰隔三差五就要到附近的318国
道转转，看到垃圾就主动捡拾，拿回村里的“绿色银行”
赚取积分。为引导村民保护环境、分类回收垃圾，嘎拉
村设立了“绿色银行”积分兑换超市。“积分可以兑换日
用品，还能作为惠农贷款授信额度的重要参考。尝到改
善环境卫生带来的甜头，村民们热情很高，保护生态更
自觉了。”真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
吉说。

截至今年 8月底，嘎拉村已有 13户村民获批惠农贷
款 350万元，用来发展生产和庭院经济、丰富旅游业态。
次仁旺杰用“绿色银行”贷出的 20万元升级了自家的运
输车辆，今年上半年就赚到了去年整年的收入。

“表面看，是桃花节带动我们致富；往深了想，是好
生态、好环境带给我们机遇。”这些年的变化，让尼玛多
吉深有感触。村党支部带领村民们一边植树造林，建绿
色篱笆、瓜果庭院，一边推动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村容
村貌越扮越靓，才引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嘎拉村，完成
了从美丽“桃花村”到致富“桃花源”的蝶变。

好风光不止于此。嘎拉村外20多公里，雅鲁藏布江
与尼洋河交汇处，正是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所在地。初
秋，雅尼湿地碧波荡漾，沙洲绿树，满目青翠。

作为湿地公园的管护员，林芝镇立定村村民尼玛平
措每天进行3次巡逻管护，风雨不误。监测动植物、清理
污染物，他与 44名同事一起，守护着这片 8000多公顷的
美丽湿地。

“如果早来几年，则是另一番景象。”巴宜区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姜文涛说，尼洋河水量季节变化大，洪水期
水流湍急、冲刷力强，而枯水期水位较低，导致部分滩涂
裸露，给湿地保护带来不小挑战。

“为防止湿地萎缩，我们栽植柳树、高山松、光核桃
等岸坡原生植被，采用生态护岸的方式，实施湿地植被
恢复、水域治理等生态持续修复工程，并实行科研生态
监测，有效改善了湿地生态环境。”姜文涛说。

如今的雅尼湿地，草木葱茏、生机勃勃。利用独特
的自然风光，巴宜区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湿地
资源，建设了观景平台、木栈道等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
亲近自然的机会，也为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2023年，
雅尼湿地游客接待量超过27万人次。

巴宜区的宜人生态，随处可寻。
依地势而建的高原城市公园——工布公园，处于秀

丽的比日神山和尼洋河之间。青山下、碧水间，微风沁
凉舒爽，沿步道慢行欣赏音乐喷泉，在夜市徜徉品尝各
地美味，带给当地居民和游客惬意体验。

雅尼河谷面山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全面竣工，米瑞乡
宗觉顶生态修复工程如火如荼，现代绿色生态循环产业
园等项目陆续实施……越来越多生态工程落地，绿水青
山成色更足，民生福祉气象更新。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有数不尽
的生灵草木、赏不完的万水千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
宜区最大的发展优势。”林芝市生态环境局巴宜区分局
局长格桑扎西说，巴宜区深入推进生态修复、环境保护，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优势。2023年，巴宜区接待游客363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近34亿元。

进入白露时节，彝良县 100 余万
亩竹林陆续进入竹笋采收季，各种竹
乡镇竹笋采收、销售如火如荼。

近年来，彝良县把竹产业作为
“4+N”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支撑进行
培育，采取系列措施鼓励、支持发展
竹产业并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成笋用竹基地101.15万亩，
投产面积达75.48万亩。

当前，彝良秋笋陆续进入采收
季。在彝良县小草坝、龙海、牛街、两
河等种竹乡镇，随处可见笋农采笋、
客商收购竹笋的热闹景象。位于小
草坝镇大桥村的彝良县嵩源山野菜
食品有限公司竹笋加工车间，工人正
忙着对竹笋进行切片、装袋、封口、装
运等，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全
县秋笋已进入采收期，预计11月初采
收完毕。 通讯员 彭 洪 摄

彝良：

秋笋新鲜上市

◆云南日报记者 王丹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积极推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幸福长
◆人民日报记者 纪雅林 赵帅杰 张佳莹

本报讯 近日，永善 500千伏网架加强工程在永兴街
道明子村举行N111号塔首基基础浇制试点启动仪式，
标志着该工程全面开工。

永善 500 千伏网架加强工程项目已纳入国家和省
“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被列入省级重点电网项目。该
项目的建设将新增一条溪洛渡电厂至云南电网主网架
的电力通道，对改善牛寨换流站运行条件和提升溪洛渡
电厂对昭通市和云南省的电力支撑保障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该工程途经永善县和大关县，线路全长 55.18千
米，动态总投资3.57亿元，主要包括500千伏甘顶变间隔
扩建工程及溪洛渡水电站至甘顶 500千伏线路工程，工
程计划于2025年4月30日前建成投运。（昭通市能源局）

永善

500千伏网架加强工程开工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