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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行走在乌蒙大地，一股火热而
充满活力的发展热潮扑面而来。四

通八达的道路，串联起城市的
发展脉络，脱贫群众持
续增收，教育医疗硬件
软件提档升级，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
老百姓生活有保障、日
子有奔头、条件更优
越，越来越多的人脸上
洋溢着激情与喜悦，幸
福指数节节攀升，这份
幸福感稳稳托起了昭通
这座魅力之城。

鼓 起“ 钱 袋 子 ”
过上“好日子”
“在家门口就可以务

工，老板每天用车接我们到地里
干活，下班后还用车送我们回家，并

且下班就能领到工钱，一个月有3500元。”
永善县永安村殷家沟村民陆大爷笑呵呵地说。

2024年，永善县茂林镇集中流转土
地 2.6 万亩，连片种植中药材 2 万亩、冷

凉蔬菜2万亩、贡椒6000亩，吸引群
众就近就地务工 40余万人次，

年产值达7.5亿元。
抓实产业就业支

撑，鼓起脱贫人口“钱袋
子 ”。 昭 通 始 终 把
185.07万脱贫人口增收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头等大事，聚焦
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
收，大力发展昭通最有优
势的苹果、竹子、马铃薯、
花椒、天麻和特色养殖等

“六大高原特色产业”，有
效促进了群众增收。今
年，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全市1.8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与 44.4万户有条件的脱贫户和

监测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
现户均增收1020元，同比增长6.7%。

群众增收有路子、发展迈步子、过上好日
子。昭通不断强化产业就业支撑，通过盘活扶

贫车间等资产、招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力发展乡村实

体经济、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
施，促进群众在家门口就
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

社会的温度取决于
“底线”的刻度。昭通紧
盯重病、重学、重灾等特
殊群体，常态化开展入户
走访、动态监测、精准帮
扶工作，充分利用兴昭富
民卡、惠民一卡通、
惠民保、防贫
保“ 两

卡两保”等政策措施，已兑付保险赔付资金 1.13亿元，
有效防止 3.86万户农户返贫致贫，牢牢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全市经济增长稳中有进，特别是城
乡居民收入和脱贫群众收入分别增长6.8%和18.2%，增
速均列全省第1位。今年上半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各项工作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脱贫人口人均纯收
入达8311元，与全省差距进一步缩小，脱贫群众的腰包越
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就业有岗 创业有路
切肉、穿肉、烤肉……滋滋冒油，蘸酱料，上下翻

转，撒上辣椒面和芝麻，肉香四溢，让人赞不绝口。
火光映照在董恩才专注的脸庞上，每一次翻转、每

一个烤制动作都那么得心应手。2023年8月，董恩才参
加了由昭阳区守望回族乡政府免费组织的昭通小肉串
烤制技能培训后，他的烧烤店生意火爆，现在正打算寻
找新的店面扩大规模。

说起打工与创业，董恩才满脸笑容地说：“政府的
政策好，现在每月的收入有两万多元，比以前打工强多
了，还能照顾老人和小孩。”董恩才是昭通万千返乡创
业者代表之一，他的经历是昔日“打工仔”逐渐成长为
创业能手的缩影。

不让任何一个能就业的人无业，不让任何一个想
就业的人失业，不让任何一个敢创业的人歇业。这些
年，昭通着力营造良好环境和发展舞台，为每一位有志
之士提供机会，让他们在这片热土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和价值。立足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需求，紧盯外
头、里头，“两头齐抓”；同步推进外出就业、回乡创业、
就近就业，“三业并举”；全面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
2023年以来，发放银行创业贷款 55.22亿元，政府补贴
性创业贷款 12.06亿元，成功引导 6.59万人返乡创业，
进而带动 18.64万人就业。昭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追梦人。他们，也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新活力。

办好群众所盼之事，昭通从未止步。围绕就地就
近就业方面，构建了“四级联动、内外一体、覆盖城乡”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强化就业岗位归集推送，实施精准
的就业帮扶措施。同时，倾力打造“幸福里”社区，建成
就业服务综合体4个、零工市场13个、就业“连锁超市”
18个、“就在身边”就业服务平台 108个，带动全市 92.2
万人在家门口既赚了钱又顾了家。

写好答卷 不负期待
说到民生，就不能不提医疗和教育，这两者，一者

是民生之需，另一者是民生之基，是老百姓感受最深、
关切最重之所在。昭通致力于书写好“教育”和“医疗”
这两张答卷，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
提升民生领域资金支出占比。2023年，全市民生支出
476.8亿元，大手笔的民生保障投入连接着千家万户，受
益芸芸众生。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找国内知名专家看病，省去了
去大医院看病排队的辛苦，真是太方便了。”家住昭阳
区母鹿社区的孙继成说出了昭通广大老百姓的心声，
在家门口就医既省事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近年来，昭通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投入真金白银，从政策、财力、人力等方面
予以倾斜，基础设施不断加强，就医环境不断改善。云

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肿瘤、心血管两大专科建成投入
运营，开展高难度诊疗技术50余项、区域新技术

项目 10 项，填补了昭通相关领域技术空
白；全市组建县域医共体 12 个，共有

成员单位 182个，通过推进医共
体建设，县级医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患者吸引力逐
步增强，“头痛脑热不出
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
县、疑难重症再转诊”的

就医格局基本形成，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干净整洁的校园、标准化的体育场、拔地而起的教
学楼……9月 1日，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中心幼儿
园最后一面施工围挡被拆除，一所亮眼的“家门口好学
校”正式启用。这也标志着昭阳区12个中小学、幼儿园
建设项目中的第7个项目投入使用，5000余名学生圆了

“家门口”的上学梦。
改善教育环境，昭通一步一个脚印。数据显

示，2023 年以来，昭通实施教育项目 192 个，新增学
位 7.2 万个，全市 3287 所学校全部实现校校有“编外
校长”。昭通深入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通过推广云师大附属镇雄中学办学模式，大力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办学，通过合作办学、师资交流、
课程共享等多种方式，有效提升了本地学校的办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这些努力，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昭
通教育的每一寸土地，全市教育教学质量取得明显
突破。今年的高考成绩，无疑是昭通推进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最好见证，一本上线人数首次突破 7000
人，上线率达 17.6%，比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尤为
可喜的是，26 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

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昭通已渐成
现实。这不仅是无数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更是昭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夕阳更美 朝阳更红
走进永善县永兴街道小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温馨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老人们或在棋盘上斗智
斗勇，或随着音乐节奏舞动，或观看法律宣传片……
悠闲的老人，脸上写满幸福，该中心处处呈现出和谐
又热闹的场面。

“针对社区的老年人，我们积极发挥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作用，联合社区社工、志愿者做好服务工作。
同时，每周都到小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看望大家，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思想状态。今年以来，我们积极
探索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在小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感受到家的温暖。”小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宛燕说道。

昭通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
体系，力求让每位老人都能享受到贴心的关怀。截至
目前，全市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619个，除此之
外，建成11个县级失能照护机构、90个乡镇级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以及38个“幸福食堂”。这些设施不仅拓宽了
养老服务的覆盖范围，还提升了服务质量，为老年人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昭通坚持把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放在突出位置，
以真心暖人心，让关爱“不打烊”，大力实施“惠老阳光
工程”，高位推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落实“全覆盖
排查、全周期管理、全方位关爱、全过程保护”举措，实
现“管护有人、学业有教、困难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
护、活动有家”的目标。目前，15138名“受托管理人”成
为护花使者，并与90749名留守儿童结对。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成为这些孩子生活
的知心人、学习的引路人、成长的保护人，给这些孩子
带去家庭的温暖，使这些孩子在远离父母的日子里也
不感到孤单，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在这里，每个孩子
都能在爱的目光中，自信地迈出人生的步伐。老有所
养，是昭通对老年群体的庄重承诺；幼有所育，则是对
未来希望的精心呵护。夕阳更加绚烂，朝阳更加火红，
昭通用实际行动让“一老一小”群体的笑容更加灿烂。

一幅幅温暖的民生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一个个
热切的民生期盼在百姓的心坎里如花绽放，一件件实
事直指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热点，老百姓道出的一句
句话语里，是浓得化不开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幸福乌蒙”是一砖一瓦的民生福祉筑建，是百姓
心中幸福感的点滴积累。昭通锚定“最大
民生”，用实干解锁老百姓的“幸
福密码”。

解 锁“ 幸 福 乌 蒙 ”发 展 密 码
莫 娟 文/图

技能培训。

家门口就业。

苹果变身致富果。

就业有岗就业有岗。。

半城苹果满城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