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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世雄 秦晓
宏）近年来，昭通市紧密围绕“六大
行动”要求，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聚焦短板、注重民生，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积
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5620 万元，引
导社会投资 6.1亿元，全力支持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

提质农村消费。新建或改造县
级商贸服务中心3个、乡镇商贸中心
23个和农村集贸市场 11个、村级便
民商店55个。积极推动县城大型连
锁商超和综合商贸服务中心向乡镇
及农村拓展延伸，极大地丰富了消
费内容，有效提高了农村消费水平。

提升农产品上行能力。聚焦打
造“绿色食品牌”，改造提升农产品
批发市场3个，实施优化县域消费渠
道和农产品上行项目12个。对昭通
苹果、昭通小肉串、彝良乌天麻、绥
江“半边红”李等地方优势特色农产
品进行品牌培育，不断提升产品质
量，全力拓展市场份额。

培育商贸流通主体。新培育县
域商贸流通龙头企业9家，支持企业
开展供应链赋能和数字化转型，推
动县乡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
开展电商、网络直播等技能培训
1520人，切实提升返乡农民工、大学
生、退役军人、合作社社员等重点群

体的就业创业能力。
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渠道。升

级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4 个、乡
镇物流配送中心 19 个、行政村快递
物流站点 96 个，实施完善县乡村三
级物流配送体系项目 6 个。进一步
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加
快补齐冷链设施短板，减少农产品
流通损耗，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
通成本。

扩展农村电子商务范围。支持
改造和升级县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乡镇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行
政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点，打造农
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不断

扩大电子商务区域覆盖面和从业人
员数量，促进农村居民网络消费更
加便利化。

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开展公路
旁、收费站、车站等重点区域的市场
整治，坚决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加强质
量监管，规范经营秩序，优化市场环
境，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氛围。

截至9月底，全市商贸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批零住餐四行业分别增
长6.6%、10.1%、10.5%、17.2%，增速位
列全省前茅；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99
亿元，同比增长 20%；网上零售额 33
亿元，同比增长 19%。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自 2021
年以来，镇雄县立足人力资源等优
势，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措施，大抓产业、大抓园区、大抓就
业。通过“四个一批”路径，积极为
农村劳动力创造有利条件，不断扩
大县域就业容量，提升承载能力，助
力返乡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
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
才支撑。

聚焦资源，招引一批。镇雄县
有10.2万五金工和9.8万纺织工在外
务工，这为镇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以及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奠定了坚
实的人力基础。镇雄县组建了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
组团式回引专班，先后率队前往浙
江、福建、广东等地，并成功招引浙
江金华昭通商会等12家五金企业以
及宝涛、蓝贝等一批纺织服装企业
入驻镇雄发展。

大众创业，孵化一批。创建省
级电商物流创业孵化园，持续推进

“古邦归雁”行动，制定出台返乡创
业贷款政策，大力推动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落实。组织召开座谈会 168
场，回引 240 名镇雄籍优秀人才，吸
引140人返乡创业，带回创业项目10
个，带动190人实现就业。

围绕园区，集聚一批。镇雄县

抢抓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加快
推进以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呢噜
坪纺织服装产业园为代表的产业园
区建设，着力构建“1+3+N”返乡创
业就业承载平台体系，承接五金、纺
织等产业转移。在用地、厂房租赁、
物流、设备、用工等方面出台了一揽
子扶持政策。在园区设立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积极帮助群众找工作、协
助企业招工人，助力群众就近就
业。目前，入驻园区的企业已达 22
家，直接吸纳就业3800余人，间接带
动就业10000余人。

壮大产业，吸纳一批。镇雄县
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1+5”产业

体系，以产业发展带动回引创业
就业。引进四川铁骑力士、希望
德康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全
链条发展以百万亩竹子、百万头
生 猪 为 重 点 的 高 原 特 色 农 业 产
业，承载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
宜布局实施一批纺织服装、五金、
农特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持续
做大规模、扩大总量、壮大实体，
不断扩大返乡创业就业容量。加
快推进赤水源（镇雄）西南大通道
供应链中心、赤水源森林湖运动
公园、镇雄花开文旅等项目建设，
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带动更多
群体返乡创业就业。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新中国成立 75 年
来，全省三次产业发展逐渐趋于均衡，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省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部署要求，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彰显，工业转型发展步伐加快，
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调查数据，系统梳理全省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的探索历程和发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充分发挥高原特色农业、绿色
能源、矿产、文旅、生物等资源优势，推动优势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资源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高原特
色农业发展持续深入，总产值达 6834.5亿元。茶叶、花
卉、坚果、咖啡、烟草、天然橡胶等特色产业种植面积和产
量稳居全国第1位；绿色能源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实现产
值 3993.78亿元。全国规模排名前 10的水电站 6座在云
南，规模以上工业水力发电量较2012年增长1.8倍，稳居
全国第二位。新能源新增投产并网装机2086万千瓦时，
其中集中式光伏并网装机 1441万千瓦，均居全国前列；
矿产资源领域实现产值 7479.1亿元。其中，绿色铝产业
产值1184亿元，稀贵金属产业实现聚链成群，产值超500
亿元；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全年接待游客 10.4亿人次，旅
游总收入1.4万亿元，分别增长24%、52.3%。

1992年，随着昆明、曲靖等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落成，云南园区发展正式扬帆起航，
30多年来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蓬勃发展局面。党
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坚持把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推动重点产业向园区集聚发展，加快园区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园区经济稳步发展，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园区工业快速发展，2023年，8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14647.77亿元，占全省的比重
达76.5%，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快于全省增速
2.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107.2%。园区聚集效应增强，截
至 2023年末，全省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787户，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4.7%。园区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快速增长，2023年全省园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1%，其中工业投资增长34.9%。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把壮大口岸经济作为扩大开放
的重要出路，统筹推进28个口岸和自贸试验区、沿边产业
园区建设，优化监管流程，探索沿边开放开发新模式，创新
实行昆明市托管磨憨边境口岸新模式，以口岸经济发展促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年，全省口岸进出口货值2242
亿元、同比增长 8.7%；进出口货运量 3903.6万吨、同比增
长32.2%；出入境人员1428.4万人次、同比增长890%；出入
境交通工具248.1万辆（架、列、艘）次，同比增长168.1%；边
境贸易进出口额增长 51.5%、边民互市贸易增长 55.3%。
智慧口岸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全省进出口整体通关时效持
续在全国领先，磨憨铁路口岸成为我国对东盟的第一大铁
路口岸。

为加强福利彩票宣传，营造福彩
发展良好氛围，助推民政系统精神文
明建设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10月
18日至22日，昭通市民政局成功举办
昭通市民政系统第一届“福彩杯”运
动会，局机关和11个县（市、区）共12
支代表队260余名运动员参加。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共设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象棋4个比赛项目。
此次运动会的举办，极大地增强了民
政系统内部的凝聚力，充分展示了民
政系统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激励民政系统干部职工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昭通市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记者 聂孝美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提升
公众社会科学素质，推动社会文明素养不断提高，10月
22 日，由昭通市文明办与昭通市社科联共同编辑出版的
云南省“一州市一品牌”社科普及活动电子书《新时代“昭
通印象”》正式面世。该书将通过网络及各类媒体进行推
送，以供读者阅读。

《新时代“昭通印象”》全书古色古香、图文并茂，文字
简洁大气，图片精美绝伦。内页共分为6个板块，涵盖昭
通市简介、新时代“昭通印象”六种良好风尚、新时代“昭
通印象”宣传普及活动、新时代“昭通印象”理论研究、新
时代“昭通印象”大美昭通以及新时代“昭通印象”视频。
其采用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形式，对电子书内容进行了
充分的诠释与说明。全书共计 70页，有 1.6万余字以及
100余幅精美图片。该书摒弃传统纸质书籍形式，运用多
媒体元素进行展示，更好满足当今网络时代的宣传与推
广需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感受
昭通的魅力，易于记忆和传播。

《新时代“昭通印象”》堪称云南省社科类的佳作，对
于塑造城市文明形象、传播文化、提升公众认知、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
影响。通过阅读这本电子书，公众能够提高对昭通文化、
新时代“昭通印象”以及昭通社科工作的认识和了解，进
一步提升昭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眼下，巧家县马树镇食用菌种植
基地的赤松茸正值采摘期。步入赤
松茸种植大棚，一垄垄密密麻麻的赤
松茸纷纷“崭露头角”，红褐色的“小
脑袋”和白色的菌柄探出地面，工人
们在大棚内来回穿梭，轻轻地将成熟
的赤松茸摘下，而后整齐地摆放在篮
子里，一筐筐鲜嫩的赤松茸从棚内运
出，送往工厂进行分拣和装箱。

为拓展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开发
林下经济，巧家县充分发挥林地资源
优势，以巧家县国有林场为基地，以
西南林业大学专家工作团队为技术
支撑，以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纽带，积极探索以玉米芯、谷壳、木
屑、桑枝条等不同基质配方培育的方
式，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仿野生种
植，突出科技致富与产业振兴。

赤松茸，又名大球盖菇，色泽艳
丽，生长周期短、产出周期长、产量
高。其口感相比其他菌类更加味鲜、
嫩滑、爽脆，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
食用价值。加之巧家种植的食用菌
均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方式，种植区
域无重工业生产基地，产出的食用菌

属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的有机
食品，因而深受消费者青睐，市场前
景极为广阔。

“马树镇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
种植羊肚菌、大球盖菇等食用菌。去
年，我们的羊肚菌产值达到了 300 多
万元。今年，我们采用轮作方式，大
球盖菇采收结束后，轮作羊肚菌，确
保林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这一轮
我们种植的大球盖菇有 300 多亩，其
中200多亩为林地种植，100多亩在大
棚内种植，亩产值5万元，收入颇为可
观。目前，大球盖菇供不应求，市场
前景非常好，后续我们打算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种
植。”巧家县丛林现代农业种植有限
公司负责人汤凌光信心满满地说。

巧家县发展林下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优势，森林资源丰富，拥
有林地面积 318.57万亩，林下菌产业
发展空间巨大、潜力十足、条件优
越。马树镇森林覆盖率达 47%，坐拥
昭通市最大的国有林场，是林下经济
产业发展的天然“温床”。林下食用
菌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短平快、风
险相对可控的优势，且具有不与人争
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

争时、不与其他作物争资源的特点，
是循环农业、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实
现废弃物资源化的朝阳产业，便于规
模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

“听说食用菌种植周期短、见效
快、产量高，我今年6月中旬从公司租
了5亩地来种植大球盖菇。通过公司
的技术指导及培训，大球盖菇长势喜
人。种植50天后开始采菇，可连续采
收 6个月，每天产量有 300斤左右，预
计这一轮的收入有7万元。”马树镇马
树社区居民卜正国正小心翼翼地采
摘着新鲜的大球盖菇，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巧家县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开展规模
化培育探索。2023年，全县累计完成
林下仿野生食用菌种植1720亩，品种
主要为大球盖菇，产量 1739 吨，实现
产值 2250.1万元。2024年，通过招商
引资，贵州黔创山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进驻巧家，并成立了巧家县丛林现
代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承接运营巧家
县林下食用菌 5000 亩种植基地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和大棚330亩食用菌种
植项目。公司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从品种研发、培育菌

种、基质加工、种植技术指导、订单回
收，商品菌分拣、加工、包装、销售等
方面开展运营合作，初步走出了一条

“产供销”一体化的食用菌产业发展
之路。

食用菌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种植到采收、运输、分拣、打包销
售，每亩用工 50 人左右。截至目前，
已累计带动当地群众临时务工 68000
余人。该项目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当
地富余劳动力临时务工问题，还解决
了周边群众的就业问题，有效增加了
群众的经济来源。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分拣菌
子，由大到小分为4个等级，工作比较
轻松，工资按计件算，每天不低于 100
元。我们社区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林下食用菌产
业，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实现了
就业。我们每天既能在这里上班赚
钱，也不耽误照顾家庭，实在是太方
便了。”马树社区居民赵香春如是说。

林下食用菌种植不仅提高了林
下闲置土地利用率，还拓宽了群众
增收渠道。林下食用菌种出了好

“钱”景，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
的活力。

昭通聚焦“六大行动”支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镇雄“四个一批”助力返乡群众创业就业

市民政系统“福彩杯”

运动会圆满落幕

巧家：赤松茸产业“茸”光焕发 林下菌种植“钱”景广阔
◆通讯员 姜连聪 张云萍

着力构建具有

云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昭通“一州市一品牌”社科普及电子书

《新时代“昭通印象”》出版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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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一根竹笋“三头甜”

——见第2版

发挥“大统战”优势 构筑“大交融”格局

——见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