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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侮辱、辱骂老人的，
能否起诉请求停止辱骂？

【有事要问】家庭成员侮辱、辱骂老人的，能否起
诉请求停止辱骂？

【身边案例】70周岁的马某早年丧偶，独自将一
双儿女拉扯大，女儿远嫁，马某与儿子儿媳共同生
活。儿子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留下马某和儿媳
在家，儿媳经常辱骂马某，导致马某血压升高多次住
院治疗。那么，面对儿媳的做法，马某该怎么办？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国家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禁
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本案中马某儿
媳侮辱、辱骂马某，使马某遭受了精神折磨，是法律
所禁止的，马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遮哈社区芒团自然
村盛产“白棉纸”，素有“中华傣家造纸第一村”的美
誉。近日，在芒团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玉孟嘎家，一张纯手工制造、长 4.2米、宽 2.2米的巨
型白棉纸再次展示了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傣族造纸妇女艾丙说，纯手工制造巨型白棉纸
极为复杂且耗时，需要经过浸泡、蒸煮、捣浆、浇纸、
晒纸5步流程11道工序。这张巨型白棉纸不仅尺寸
巨大，而且纸质坚韧、洁白如雪、柔软光滑，具有良好
的吸墨性、防腐性、防蛀性和防潮性，是书写、绘画、
包装及装饰的绝佳材料。按照以往的市场行情，这
张白棉纸能卖到150元。

芒团傣族民间手工造纸技艺秉承东汉蔡伦造纸
的完整工序，堪称中国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随
着时代的发展，傣族纯手工造纸技艺也面临着传承
和发展的挑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并学习这项技艺。
与此同时，芒团自然村与其他傣族造纸村寨一道，将
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出了手提包、台
灯、扇子等各种文创产品，不仅拓宽了市场销路，也
提高了傣族纯手工造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6年，芒团手工造纸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芒团村被评为全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5 年入选国家传统村落名
录。如今，芒团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1
人、省级1人、市级1人。

云南日报记者 李春林 见习记者 李彤
通讯员 贺海俊

耿马：傣家妇女

手工造出巨型白棉纸

◆通讯员 李文静

近年来，昭通市充分发挥林长制
作用，强化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保护和
发展，推进林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生
态美、经济强、百姓富。

2023年，昭通市林草产业总产值
达230.39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其
中，林草产业覆盖区户均竹产业收入
1.2 万元、花椒产业收入 1 万元、核桃
产业收入 2700 元，为增加林农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绿色富民产业提质增效。全市上
下认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着力抓
实竹子、花椒、核桃等林草产业，推动
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
力谱写好“产、城、人”三篇文章。昭通
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昭通市林草
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3－
2025年）》《昭通市加快竹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系列文件，为全市林草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竹产业蓬
勃发展、成绩斐然。通过持续不断努
力，竹产业面积从 257.8 万亩增加到
680万亩，覆盖8个县（市）94个乡（镇）
625个村53万户210余万人，实现产值
135.7亿元。花椒产业高质高效、奋楫
争先。昭通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小
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的殷殷嘱托，
全市上下合力攻坚，花椒种植面积稳
定在165万亩，花椒应用在大健康领域
的产品研发实现突破，精深加工不断
拓展，预计今年总产值将实现 150 亿
元。核桃产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
今年，预计全市核桃产量12.6万吨，总
产值约19亿元。其他林下经济层出不
穷、多点开花。积极探索推进林下经
济，大力发展林下天麻、林药、林菌、林
下养殖、林下采摘，今年预计收入可达
130亿元。做特做强林果产业，昭通苹
果、永善枇杷、绥江“半边红”李子等最
具代表性的特色优势产业，带动了“生

态颜值”和“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林长制持续推深做实。昭通市以

“林”为抓手，聚焦“扩绿、兴绿、护绿”，
制定出台全面推行林长制系列政策措
施，因地制宜，统筹做好林与山、林与
水、林与草大生态文章。以“长”为关
键，建立完善四级林长体系，全市共设
立林长 2881 人，划定管护网格 34408
个；以“制”为保障，建立林长巡林等 6
项制度，建立健全“林长+森林警长”
等机制，创新建立“民间林长”管理制
度，形成“以 1个文件为主题+N项制
度”的制度体系。以“常”为要求，常态
化落实好工作要求。以“责”为督考，
强化作风建设，压紧压实林长责任，持
续强化各级林长履职尽责，全面形成
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的
林长制责任体系。

林草资源管护更加有力。全市涉
林违法案件持续下降，自然保护地保
护成效明显。昭通市自然保护地总面
积16.59万公顷，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
22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实

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受保护
率达 90%以上的目标，赤水河珍稀特
有鱼类种群得到有效保护，监测发现
鱼的种类从 2020年的 36种增加到目
前的43种。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明显。赤水河
流域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和第一批
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全面完成，流域内森林覆盖率稳步提
升，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十大专项行
动”“十大示范项目”多领域推进城乡
绿美，村庄面貌大幅提升。

能力建设明显增强，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管护道、防火道、产业道“三道
合一”，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
全市建设林区管护道777.5公里，建设
森林防火应急道路 1908 公里。防灾
减灾能力不断提升，2022 年，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按期撤销水富市松材线虫
病疫区；2023 年，昭通市林业和草原
局被评选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
行动先进单位，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书面通报表扬。

竹产业助力昭通高质量发展系列访谈之四

种好一方竹 带富一方人
——访盐津县委书记杨仕翰

盐津县立足资源优势，把竹产业
作为全县“3+N”富民重点产业之一大
力推动，竹产业现已成为助力盐津群
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漫山的笋用
竹真正成了百姓的“摇钱竹”。今天
的“竹产业助力昭通高质量发展系列
访谈”走进盐津，让我们一同探寻盐
津县大力发展竹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的“绿色密码”。

记者：我们知道，盐津县是“ 中
国方竹之乡”，竹产业是盐津县三大
富民产业之一，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
盐津县竹产业发展的情况？

杨仕翰：盐津的独特地理环境和
气候造就了丰富的竹林资源。2019
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省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市委深入推进
“ 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城、人”三
篇文章要求，把竹产业纳入县委“125”
发展规划，作为“3+N”富民重点产业
之一来大力推动，通过新建笋用竹基
地、加快低效林改造、落实好管护机
制，竹种植面积由2019年的48万亩提
高到目前的 102万亩（其中笋用竹 94
万亩，材用竹 8万亩），亩均竹笋产量
由200斤提高到300斤，面积翻了一番
多，产量提高了近1倍，竹产业综合产
值突破 10亿元。2022年，盐津获“ 中
国方竹之乡”荣誉称号。

记者：盐津近年竹产业发展迅速、
成效显著，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杨仕翰：好的 ，主持人，我用 4个
“实”来概括主要措施：一是在布局上
“下实功”。根据不同竹类植物生长

规律和地理要求，按照新植一批、改
造一批、更换一批、选种一批的“ 四个
一批”思路，对 1200 米以上的高寒山
区重点布局筇竹、方竹产业，对800米
至 1200 米的二半山区重点布局方竹
产业，对800米以下江边河谷地区，鼓
励群众在房前屋后自主发展楠竹、甜
竹等材用竹，让每一种竹子都长在该
长的地方。 二是在建基础上“用实
劲”。坚持把建设和完善配套基础设
施作为推动竹产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持续加大对道路交通、仓储冷藏等环
节的扶持力度，累计建成产业路 105
千米、营林生产管护道202千米，配套
冷链运输车 6辆，正在规划建设容量
为18000吨的冷库1个，有效解决竹笋
采收难、运输难、储存难等问题。三
是在管理上“ 出实招”。在投产竹林
达 1000 亩以上的 46 个行政村，全覆
盖成立竹产业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吸
纳笋山周边群众为社员，运用“ 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公司+农
户”的经营发展模式，在笋山养护期
组织人员疏林育肥，在采收季统一进
山采笋，实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
一采笋、统一销售，逐步提高笋山产
出效益，提高群众整体收入。四是在
延链上“求实效”。围绕竹产业从“原
料供应型”向“精深加工型”转变的目
标，建设集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品牌
创优、商贸物流为一体的现代竹产业
园区1个，成功引进百年传奇、纤多多
2 家食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盐津，竹
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

我们不断健全完善竹产业联农带农
利益联结机制，竹产业覆盖群众3.7万
余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中和竹产
业园区吸纳务工群众 400 余人，人均
月工资达4000元以上，笋用竹已真正
成为老百姓的“摇钱竹”。

记者：全国很多县都在发展竹产
业，盐津在发展竹产业方面有哪些特
色优势？

杨仕翰：盐津竹产业发展总结下
来，主要有4大比较优势：一是品质优
势。盐津现有笋用竹资源中，以筇竹
和方竹为主，所产竹笋质地细腻、脆
嫩鲜美，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
氨基酸以及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
元素，对追求健康饮食的大众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餐桌佳品。二是种类
优势。在 102万亩笋山中，有方竹 81
万亩、筇竹 13 万亩，采笋季节分别在
每年的 10 月、4 月左右，持续 2 个月。
三是绿色优势。盐津森林覆盖率达
64.62%，空气优良率达 98.9%，是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具备良好的生
态基础，同时我们积极与省林科院、
西南林大开展技术合作，突破竹笋保
鲜加工技术瓶颈，“硫磺笋”“盐渍笋”
成为过去。四是区位优势。盐津位
于昆明、成都、重庆、贵阳的中心地
带，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且银
昆、串佛高速公路贯穿全境，渝昆高
铁县内设站，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相
互叠加。

记者：盐津县对发展竹产业有哪
些政策支持？

杨仕翰：我们每年投入 7000万元
衔接资金用于支持竹产业发展，先后
制定并出台了《盐津县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试行）》《盐津县扶持壮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实施方案》《盐津县
加强衔接补助资金支持笋用竹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等扶
持奖补政策，对重大合作事项，还可
根据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实行“一
事一议、一企一策”，持续推动育龙
头、建基地、扩规模、创品牌，政策不
可谓不优、力度不可谓不大。

记者：您对未来盐津县竹产业发
展有怎样的期许？

杨仕翰：回顾以往，“方竹之乡”
亮点纷呈，让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认
识盐津、了解盐津。着眼今朝，“方竹
之乡”诚意满满，深山里的“小笋”、刺
激你的“味蕾”，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步伐正在加快，老百姓在发展中尝到
了甜头、增强了信心。展望未来，“方
竹之乡”值得期待，我们将持之以恒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在竹产业发展
中宣传盐津的美食美景、历史文化。
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有志之士关注盐
津、扎根盐津，到盐津兴业，共同收获
一份新的惊喜和希望！

（盐津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通讯员 罗 洪 何秀萍 文/图

“村集体经济公司 5%、合作社
45%、农户 50%，一根翠竹绿荒山，一
根竹笋‘三头甜’。”眼下正是秋笋采
收季，在绥江县海拔 1200 米以上的
深山里，薄雾笼罩，翠竹成海。几场
秋雨过后，一根根方竹笋破土而出、
拔节生长。

“咔嚓、咔嚓……”一大早，绥江县

益农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工人抢
抓时节采摘竹笋，人们在竹林中来回
穿梭，伴随着一声声脆响，一根根竹笋
被熟练地掰下并装进口袋里。“80后”
小伙吴辉琴是采笋队伍中的一员，
2018年，他以30亩林地入股绥江县益
农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罗坪村一
个叫茶叶坳的山坡上种下了一大片方
竹。如今，吴辉琴既是合作社社员，又
是采笋工人，双重身份让他有了双重

收入。
“现在处于初产期，竹笋产量还不

高，我家每年大约分红 7000 元，在合
作社采笋的务工工资大约有5000元，
2项加起来有 1万多元的收入。”吴辉
琴一边麻利地采笋，一边告诉笔者，

“以前，这些荒山上全是杂木；如今，荒
山已变成村民的‘绿色银行’。”

在绥江县益农竹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像吴辉琴一样的社员有 120 多

户。在奖补政策的支持下，大家合力
种下了 12000 亩方竹，由合作社统一
管护、统一采笋、统一销售。今年约有
3000亩方竹进入初产期，尽管只是抚
育性采笋，但依然让村集体经济公司、
合作社、农户3方都尝到了甜头。

“我们今年的总产值在35万元左
右，除去采笋工人的工资 11 万元，剩
下的合作社分 11 万元、农户分 12 万
元、村集体经济公司分 1万元。”合作
社理事杨红表示，方竹的寿命长达几
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竹林逐步进入
丰产期，村集体经济公司、合作社、农
户分红的金额还将成倍增加。

“有了集体经济收入的支撑，我们
村‘两委’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就增
强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将集体经济
的收入用于全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
样一来，就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看着漫山遍野的竹林，罗坪村
党支部书记杨天杰对未来充满期待。

近年来，绥江县在海拔 1200米以
上的深山大兴竹产业，全县竹林面积
达60万亩，通过“村集体经济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壮大村集
体经济、培育合作社，让群众获得土地
流转金、入股分红、务工报酬 3 项收
入。2023年，全县共采笋 2.8万吨、生
产竹材3万吨，竹产业综合产值达3亿
元，惠及全县32个村1.2万户群众。

绥 江 ：一 根 竹 笋“ 三 头 甜 ”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昭通以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经济强百姓富

本报讯（记者 杜恩亮）10月23日，市农业农村局在
昭阳区源成农贸市场开展以“诚信尚俭，共享食安”为主
题的2024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暨诚信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判断食品安全的方法。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
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判断能力，增强
了大家对食品安全的防范意识，还
让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工作
人员还倡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治理，使“诚信尚俭”真正成
为全民共识和行动自觉，共筑食品
安全防线，共建美好家园。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建之康药

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

安居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

账 号 ：2504026709200041066；
编号：J7340001907601。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瀚辰装饰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

通昭阳分理处的公章 1 枚，字

样：昭通市昭阳区瀚辰装饰有

限公司；法人章 1枚，字样：王

明聪印。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东冉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60030960497XT）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环东

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7340001164202；账 号 ：

24031301040002482。 特 登 报

作废。

登报作废
罗开明不慎遗失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营权证流

水号：000163；农村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证 代 码 ：

530602101208120019；承 包 地

块总数：4块；承包地确权总面

积：2.78亩。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佳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安居

支行的财务专用章1枚，字样：

昭通佳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财

务专用章；私章 1枚，字样：李

煜。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威信县龙华绿色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

云南威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公章1枚，字样：威

信县龙华绿色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水富市云富街道兴化路

社区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在

云南水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办理的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7352000190401； 账 号 ：

7600024220016012。 特 登 报

作废。

登报声明
马璇不慎遗失机动车驾

驶 证 ， 证 号 ：

532101199606074812。特登报

声明。

登报作废
颜艳不慎遗失云 CT1396

（准：230）号出租车的道路运

输证正、副本，证号：滇交运管

许 可 城 客 字 530606000230。
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永善县社会工作协会不

慎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善县支行办理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6000393501； 账 号 ：

24039301040011048；编 号 ：

7310-01367120。特登报作废。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记者 苏 秀）10月 22日，“学习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 深化沪滇学校文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在昭阳
召开。昭通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唐源，上海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顾红亮出席会议
并讲话，昭通市委常委、副市长葛钧主持会议。

唐源介绍了昭通文化底蕴、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经
济发展等情况以及近年来教育综合改革取得的系列成
效。他指出，昭通正处在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
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最好时期，希望上海市继续在人才帮扶、心理健康、
高校提质等方面给予支持，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教育事
业共同发展。

顾红亮表示，希望两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
挥两地丰富思政资源，优化合作机制，共同推进思政课
建设，打造一批特色品牌项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与昭通学院签订了马克思主义
学院共建合作协议。

顾红亮一行还到北闸中学等地调研，并参加了“青
春放歌 情系昭通—上海大学生文化志愿者赴云南交流
活动”。

上海市相关部门及院校负责人、云南省教育厅、昭
通市相关领导等参加相关活动。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深化沪滇学校文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