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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关河（盐

津县豆沙镇林家渡段）河道治

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横

江（盐津县马岭岩段）河道治理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予

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通过网络查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

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2XSrpbOArNYsk ⁃
KkjASK-pw?pwd=5moc ；

提取码：5moc；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KlL3_ifAwFvyLFn ⁃
qpS8cnw?pwd=5exs ；

提取码：5exs。
2.公众可前往盐津县水务

局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云南春

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查阅纸质

报告书。

建设单位：盐津县水务局；

通信地址：昭通市盐津县

黄葛社区津民路101号；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13638854997；
环评单位：云南春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312553133；
邮 箱 ：2501653784@qq.

com；

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区公园壹号3栋702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

是项目区评价范围内的居民、

企业和其他组织等，也欢迎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宝贵意

见。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在征求意见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www.mee.
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通过网络链接

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填

写后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也可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相关联系人的邮箱。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2024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24日。

盐津县水务局
2024年10月15日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老约翰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昭通省耕支行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 账 号 ：

53050163614000000332；核 准

号：J7340001564002；公章 1枚，

字样：昭通市昭阳区老约翰文

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特

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永善县铭延劳务部（个体

工商户）不慎遗失预留在永

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公

章 1 枚，字样：永善县铭延劳

务 部 （ 个 体 工 商 户 ）

5306002055943；私章1枚，字样：

艾成坤印 5306002055944。 特

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朝升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预留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

通团结支行的财务专用章 1
枚，字样：昭通市昭阳区朝升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专用

章。特登报作废。

种植不符合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要求作物的，会受到哪些处罚？

◆通讯员 姜连聪 张云萍 文/图

采摘、挑拣、搬运……眼下，在巧
家县马树镇老箐村长海蔬菜种植基
地，3000 多亩红菜薹已进入采摘期，
众多务工群众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
红菜薹，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红菜薹的亩产量在 2 吨左右，市
场价为每市斤 3 元，平均亩产值能达
12000元。因为红菜薹的种植、采摘、
包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参
与，所以马树镇发展红菜薹产业，直接
为附近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有效带
动了周边劳动力就近就业，让村民们
感受到留在村里同样拥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我家在曲靖市会泽县，离马树
很近。我在这个蔬菜基地务工已经 3
年了，月工资是 3600 元，在这里务工
感觉挺好，这个工作不需要什么技术，
很适合我。”工人蒋洪能开心地说。

近年来，马树镇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紧盯高原冷凉蔬菜和百合等特色
农产品，通过扩规模、延链条、提品质
等措施，打造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优势特色产业。

冷凉蔬菜，是指在冷凉地区的夏
季种植的蔬菜，种植期一般为每年的
5月至 10月，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 15
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之间，很多低纬
度、高海拔地区适合发展冷凉蔬菜产
业。马树镇老箐村由于纬度低、海拔
高、温差大、日照足、无污染等得天独
厚的气候和生态优势，成为发展冷凉
蔬菜的理想地区。

高产量的有机蔬菜在老箐村展现
出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当地因地制宜，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
过流转土地建设种植基地，提供种苗
及技术指导，带动农户种植红菜薹、甘
蓝、西蓝花等有机蔬菜，实现蔬菜种植
多样化，一年四季不断茬。公司与种
植农户签订蔬菜保底收购协议，保障
种植农户的利益，并统一将蔬菜销往
全国一、二线城市，切实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我们基地的用工需求量很大，近
段时间每天都需要 100多名工人采摘
菜薹。我们种植冷凉蔬菜已经有3年

了，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争取明
年达到 1 万亩左右，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云南坛调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谭大调如是说。

和冷凉蔬菜一样，百合种植也是
马树的一张亮丽名片。在马树镇孔家
营村百合种植基地，成片的百合绿意
葱翠，工人正忙着采摘、修剪、打包、装
车，一株株百合花含苞待放，装点着田
园风光，承载着村民的增收希望。

百合是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喜
阴耐寒，适宜在地势高的区域且排水
好的土壤中栽种。百合生长迅速，3
个月便能收获鲜花，其花朵可供观赏，

根茎则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孔家营村利用自然优势，流转土

地 80 余亩种植百合，每年 7 月至 10
月，鲜花采摘后都会运往昆明斗南鲜
花市场进行交易，也可于当天运抵上
海、广州等城市。如今，作为马树最大
的百合花生产基地，孔家营村年产百
合花96万枝，年产值可达50万元。

每年2月至10月，百合的栽种、日
常管护和采收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基地平均每天的用工量在10人
左右，采摘时的用工量达 30 人，每年
支出工钱 30 余万元。百合种植不仅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还为周
边群众架起了一座家门口的“增收
桥”，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我长期在这里做工，这里离家
近，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能照管。在
这里务工不仅工作轻松，工资待遇也
不错，每天的工钱是100元。”工人胡发
莲一边分拣百合花，一边乐呵呵地说。

从销售火热的冷凉蔬菜到“花开
富贵”的百合种植，从“点上开花”到

“面上结果”，在马树镇这片沃土上，高
原特色农业持续发展壮大，正以蓬勃
之姿，绽放出璀璨光芒，为巧家加快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活力。

马树镇：高原特色农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民政部启动“乡村著名行动”以
来，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规范命名
乡村地名43 万条，设置乡村地名标
志33 万块，大大提升了地名的数量
密度和标准化程度，让“无名”的“有
名”，让“有名”的“扬名”。

无论走到哪里，故乡的羊肠小
道、蜿蜒小河永远回荡在记忆深处。
对很多人来说，地名不仅仅是经纬线
交织的地理符号，更是伴其成长的印
记。地名兼具指称性与历史性，是一
方水土、一片地域的“名片”，也是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生产生活的基础
信息。我国有数十万个行政村、数百
万个自然村和居民点，使用超过千年
的古村落名数以万计。一个个地名，
承载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
关系。一名历史地理学家指出：“地
名是人类历史的一块‘活化石’，是一
种看得见的乡愁。”正因如此，对乡村
居民点、道路街巷等进行规范命名，

当怀有对历史的敬畏，充分关照人文
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沿革以及社会
观念，推动乡村“著名”工作与乡村文
化建设有机融合。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
温暖的名字”，诗人诗句中的愿景，
正在广袤乡村成为现实。时下，为
乡村“著名”已取得显著成效，与此
同时，防止命名简单化、随意性、盲
目性，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此
前，针对一些地方热衷于改老地名、
喜欢起洋地名的现象，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不仅群众看得一头雾水、
莫名其妙，而且也割断了地名文脉、
不利于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这
也提示我们：为乡村“著名”，不能

只靠闷头冥想，而要与历史展开
“深情对话”，向当地居民征集建
议，提高地名文化内涵，彰显乡村
和美气韵，让地名成为承载乡愁记
忆的特色符号。

如今，人们对乡村空间精细定
位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乡村全
面振兴的深入实施以及乡村旅游
的蓬勃兴起，规范地名既有助于指
路辨向，也能助力完善乡村治理。
在湖南泸溪县五果溜村，农田旁一
条乡道立起了“五果路”的路牌，为
游客指引方向；在浙江等地，一些
乡村安装的“数字门牌”，成为当地
村民享受便民服务的“入口”……
为乡村“著名”并完善相关设施，解

决有地无名、多地重名、命名不规
范等问题，有利于畅通城乡资源要
素、活跃乡村文化，让地名焕发出
新的价值。

“著名”也是助发展。让地名承
载的文化内涵，连接人们的精神追
求；挖掘乡村地名文化，助力打造精
品旅游示范带；推出带有地名标志的

“乡字号”农产品……让地名在传承
发展中彰显新光彩，本身就是一种文
化吸引力、发展助推器。

让 乡 村“ 有 名 ”更“ 扬 名 ”
周 磊

大家谈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亚莉 王 颖 文/
图 ）近日，永善县溪洛渡街道新华社
区老年幸福食堂开业，让社区老人在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幸福“食”光。

开业当天，老人们或三五成群，或
携伴而来，还未到晚餐时间，食堂内已
座无虚席。干净整洁的用餐环境，崭
新的烹饪设备，齐备的餐具，让人心情
愉悦。不一会儿，莴笋炒肉丝、鸡肉炖
土豆、回锅肉、排骨莲藕汤等美味的菜
品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68 岁的李兴凤和老伴是老年幸
福食堂的首批顾客。“我家离这里很
近，食堂里的厨师做菜做得非常好，味
道很好。我们老年人做饭、买菜都不
方便，以后就可以来这里吃，很实惠。”
李兴凤满意地说道。

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食堂的饭菜很好
吃，我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以后

我就来这里吃，既卫生，又干净。”市民
蒋贵华说道。

据了解，作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
助餐点，食堂按照“减盐、减油、减糖”
的健康理念，科学搭配，确保膳食营养
均衡，根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群体实
行餐费优惠服务，辖区其他居民也可
来此就餐。新华社区老年幸福食堂每
天都提供午餐和晚餐，后续会推出订
餐等服务，以满足更多老年人的需求。

“我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菜，买
新鲜的蔬菜和肉，荤素搭配，根据老
年人的饮食习惯做菜，都很清淡，少
油少盐，让这些老年人吃得健康，让
年轻人在外挣钱更放心、更安心。”新
华社区老年幸福食堂负责人李关秀
介绍道。

新华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开业，是
永善县持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积极
探索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的生动体现，
有效解决了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买菜
难、吃饭难的问题，增强了老年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

永善新华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开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顺富）“这不仅仅是一场竞赛，更
是一次政务服务能力的深度锤炼。”玉屏街道代表队选手
陈荣昌在赛后感慨地说。近日，巧家县总工会、巧家县政
务服务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政务服务技能竞赛，巧家县
政务服务中心和乡级便民服务中心示范点的窗口工作人
员组成13支政务服务队同台竞技。

据了解，本次技能竞赛以“展风采、优服务、提效能、
树品牌”为主题，紧扣“金沙江畔 水韵巧家”形象定位，通
过技能竞赛，营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优”的浓
厚氛围，不断强化政务服务队伍的业务素质提升，着力锻
造一支作风优良、服务优质的政务服务干部队伍，为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为巧家经济社会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政务力量。

本次技能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 2 个阶段，共设置
部门（综合窗口）特色亮点展示和情景模拟展演 2 个项
目进行竞技，检验和提升政务服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等综合素质，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
能力的提升，打造专业化、标准化的政务服务队伍。
通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
等奖 3名。

政务服务办事员身处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窗口一线，
服务质量决定着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在竞技现场，
各代表队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把在政务服务工作中
的创新做法、成功经验等展示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

“高效为民”的政务服务情怀和“便企利民”的政务服务体
系，强化了“暖民心”的服务理念，擦亮了“容宜办”的政务
服务品牌。

“巧家政务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践行‘巧
手通办，服务万家’的理念，坚定不移持续推动政务服务
提档升级，推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
事’，进一步提升企业及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巧家县
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人如是说。

巧家13支政务服务队同台竞技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继冬）近日，以“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为主题的 2024年全国科普日盐
津县主场宣传活动在庙坝镇政法广场开展。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科普摊
位、进行科技表演等方式展示了丰富多样的科学知识，吸
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在各个科普摊位，工作人员结
合自身职责，积极发放宣传资料，向广大市民普及科学知
识，热心解答群众疑问，营造了轻松愉快的科普氛围。在
科技表演环节，智能机器人为大家表演了生动形象的舞
蹈，动作敏捷的机器狗精准地完成了后空翻等一系列复
杂指令，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丰富有趣的科技表演，使广大
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魅力。

据介绍，开展此次科普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围绕民
生科技、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农业生产、低碳生活、防灾
避险、科学文化等公众关注的热点，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
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据了解，盐津县将联合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继续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创新宣传形式，
着力推动科普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一步加强科学素养学习培训，促进全民共建共享数字
化发展成果。

盐津开展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

【有事要问】种植不符合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要
求作物的，会受到哪些处罚？

【身边案例】王某外出务工，想着地荒着也是浪
费，遂在自家耕地上种植树木，经镇政府批评教育
后仍不改正。请问，王某的行为会受到哪些处罚？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
障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种植不符合耕地种植用
途管控要求作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
仍不改正的，可以不予发放粮食生产相关补贴；对
有关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处以罚款。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宏梦 杨 桦）近日，乔璐博士专家
团队成员、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盐肤木—五
倍子中药材项目负责人刘平博士一行5人到彝良县开展
五倍子产业帮扶指导。

在彝良县牛街镇南厂村五倍子种植基地，专家团队实
地查看五倍子长势以及种虫培育苔藓种植情况，与当地五
倍子种植大户共同探讨五倍子种植中的病虫害防控技术、
种虫培育技术和五倍子产业的发展方向，为彝良中药材产
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支撑，助力种植农户增收。
种植大户李成强说：“我们在种植五倍子的过程中存在病
虫害严重、种虫培育成活率偏低等问题，通过专家的技术
指导，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五倍子的产量和种
虫培育成活率都得到了提高。”

据悉，乔璐博士专家团队是2023年初由彝良县委、县
政府引进的，主要在牛街镇开展工作，重点围绕生态农业
进行系统研究，着力把彝良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

专家团队服务彝良产业发展

“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在
一个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1949
年出生于镇雄县的许光美感慨地说。

初见许光美，她正坐在家中的
院子里和邻居聊天。活泼、开朗、
热 情 、大 方 ，是 她 给 人 的 第 一 印
象。与她交谈，会被她的阳光和自
信所吸引。“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
语文教师，带过很多届学生，那段时
光很令人怀念。”许光美说，1972 年，
23 岁的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为
镇雄县中屯镇头屯村小学的一名语
文教师。

那段青葱岁月留下的印迹，深

深地刻在许光美的记忆中：石头作
桌脚，在上面搭上木板就是课桌，1
所学校 1 名教师，4 个年级的学生挤
在狭窄的土坯房内。这就是许光美
初入教育之门时的真实写照。

1988 年，许光美因教学成绩优
异而被调入镇雄县第一小学工作，
崭 新 的 课 桌 椅 、宽 敞 明 亮 的 教 室
……明显变好的教学环境让她对未
来充满了憧憬。她说：“当时，学生
们积极性很高，劲头很足，学习上不
甘示弱，积极参加各类课外活动，我
必须尽全力教好他们。”

在之后几十年的时光里，许光
美在三尺讲台上，看着教室里老旧
的木桌和板凳被单人桌椅取代，看

着教学设备的种类越来越多、科技
含量越来越高，教学内容也越来越
全面。许光美感叹：“这一晃，我都
已经退休十几年了。现在，孩子们都能
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感到很欣慰。”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许光美的
3 个孩子均从事教育工作，接过了她
手中的接力棒，这不仅是一次职业的
传承，更是一次责任与使命的接力。

“我庆幸自己挺过了曾经的艰
苦岁月，有幸目睹今天的盛世。”75
个春秋，许光美不仅仅见证了新中
国教育环境的变迁，也见证了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
的路不好，下雨天路上全是稀泥，出
去走一圈，裤脚全脏了。现在，道路

全都硬化了，环境非常好。”许光美
乐呵呵地讲着家乡的变化。75 年，
镇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
人车混行的泥泞小路变成了人车分
离的宽阔大道，简陋的土坯房被高
楼大厦所取代，一个个新建的公园、
一辆辆驶往乡下的公交车、一条条
通向远方的高速公路，无一不是家
乡发展的生动注脚。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一
句耳熟能详的话从 75 岁的许光美口
中说出，似乎更具说服力。这些与
共和国同龄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在历
史的长卷中镌刻下独有的印记，激
励着后来者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
新篇章。

许光美：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
◆通讯员 李万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