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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2024年以来，为深入推进公安行政管
理服务改革，昭通公安立足实际系统
谋划，严格标准、强化统筹、拓展网
点，全面推动政务服务“一窗通办”改
革工作落实。

昭通市公安局强化系统谋划，制
定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条措
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对内对外“五
个一”协调联动机制，引导全市公安
机关建立健全窗口建设和窗口服务

“两个规范”，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分
别制定任务清单和工作措施，推动形
成警种专项推进、市县两级协同联动
的良好工作格局。

按照“五级十九同”事项管理模
式，昭通公安统一规范政务事项清
单，最大化将公安政务服务事项进驻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基本目录、权责
清单，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实现事项
集中、同标准办理。市级和 9 个县
（市、区）公安便民服务进驻政务服
务中心，分设 14 个公安分中心，便
捷办理政务服务事项，高效落实户
口迁移、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机动
车驾驶证补（换）证等 16 个跨省通
办事项，全力做好企业开办、新生儿
落户、义务教育、退休等 17 个“高效
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不断延伸公
安服务内涵。

今年 1 至 9 月，昭通公安受理跨

省异地居民身份证业务1800余条，同
比增长 2.6%；受理高频户籍业务 1.73
万条，同比增长 45.11%；办理异地车
驾管业务7300余笔，同比增长1.55%。

除此之外，昭通公安推动公安政
务不断拓展网点建设和布局，进一步
促进服务群众工作提质增效。分别
在市区、县城主要街道和商业中心等
设置14个身份证自助便民服务点，在
全市驾校、车驾管社会服务站等投放
驾驶人自助体检机 76台；全市 160个
乡镇派出所、64 个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54个机动车检测站、52个警邮便

民窗口可办理高频车驾管业务，实现
124个乡镇卫生院备案开展驾驶人体
检服务，方便群众自助办、就近办。

今年前三季度，该市14个自助便
民服务超市受理居民身份证 6900 余
笔；医疗机构、自助体检机受理机动
车驾驶人体检业务 26.5万笔；派出所
受理驾驶证业务3700余笔，同比增长
93.86%；便民服务点受理机动车驾驶
证业务460余笔，同比增长100%。

截至目前，该市公安窗口有序推
进“一窗通办”，市区整合启用 5个综
窗，分级受理第一批高频事项共 36
项，同时提供多警种“一窗解答”服
务。今年 1 至 9 月，昭通市营商环境
投诉平台接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投诉
同比下降 42.85%；12345 热线无涉及
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有效投诉。

昭通公安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一窗通办”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 文/图）10月24日，威信县中医
医院联合威信旧城中心卫生院到旧城镇旧城社区开展义
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健康为民”的服务理念，将优
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在旧城社区义诊活动现场，一支由威信县中医医院
内外科、针灸科、口腔科、急诊科医护人员以及昭通市中
医医院帮扶医生组成的医疗团队齐聚一堂，为前来咨询
的群众提供了全面的健康检查服务，服务内容包括血压
测量、心肺听诊、中医体质辨识以及常见疾病的咨询与
初步诊断。此外，医护人员还耐心地向群众传授日常生
活中的疾病预防知识、合理用药方法，讲解保持良好生
活习惯的重要性，并为部分群众进行了针灸治疗，使健
康理念深入人心。

“医生，我最近一段时间晚上总是睡不着，麻烦您帮
我看一看。”“右边这只手干活有点使不上劲，总是酸痛，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围坐在医生就诊台周围，争先
恐后地向医生介绍自己身体不适的地方。坐诊医生耐
心细致地为居民提供检查及咨询服务，并根据群众的身
体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治疗建议。

“听说威信县中医医院的专家要来旧城开展义诊活
动，我特意请假来这里看病。为我看病的医生特别耐
心，询问病情很细致，不仅帮我开了药方，还让我现场体
验了针灸，后续的治疗我还能继续联系这些专家，特别
感谢他们！”参加义诊活动的旧城社区居民龚安贵对医
护人员不辞辛苦到旧城社区开展义诊活动表示感谢。

据统计，此次义诊活动为100余名群众测量了血压、
开展了针灸治疗及其他中医特色治疗，开出了30张中药
方，免费发放了50余份对症药品。

据介绍，自今年以来，威信县中医医院已多次组织
院内专家前往全县各乡镇开展巡回义诊活动。这一举
措不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
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推动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通讯员 吕文 杨娇

近年来，水富市秉持“人才是第
一资源”的理念，聚焦乡村振兴、文旅
产业、教育事业以及“港园城”一体化
建设等领域，将人才工作置于重要位
置加以推进，力求人尽其才，为各项
工作提质增效注入新活力。

为培育壮大本土企业，发展本土
旅游业，水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20 名人才成立水富青云发展有限公
司，专门负责挖掘和开发本土旅游资
源。目前，已开发一家五星级酒店、
一家联合民宿、一个新兴景点、两条
本土旅游线路以及一个农产品销售
平台。各村（社区）成立了 30 个村集
体经济公司，培育了60名“领头雁”和
6 名乡村 CEO。截至今年 9 月底，已

实现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1131 万
元，村均 44.36 万元，其中 1 名乡村
CEO荣获云南省“创业之星”称号，2
名入选云南省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支持项目。

为夯实教育事业的人才支撑，水
富市近 5年来引进了 144名紧缺学科
教师，并鼓励支持 46 名教师提升学
历。通过深入实施师德师风“六个严
禁”和“五个一工程”，全面开展教学
科研，推进学区制改革，建强师资队
伍。同时，组建了“一套教育常规管
理制度”“一个远程巡课系统”“三个
同城教研联盟”以及“四级教研管理
网格”，并开设了“微留学”、特色课堂

等项目，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水富市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为契机，围绕实施“扩能升级、内培外
引、互促共融、通江达海”四大工程，助
推水富港“四个一流”建设。组织专家
学者和高技能人才研究制定了《水富
港总体规划》，目前已实现“一港三区”
5个1000吨级（洪水期兼顾3000吨级）
泊位、进港专用公路、物流园区后方陆
域堆场、铁路专用线的建成投运。

同时，依托传统产业升级，水富
市不断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
性，持续做好“双招双引”、要素保障、
项目投资以及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已集聚各类人才3800余人，创建了10

个产业创新载体，聚集了19家规上工
业企业，其中包括 1 家国家级“小巨
人”企业、3家高新企业、2家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以及 22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截至今年 9月底，全市规上企
业已实现工业产值71.46亿元，工业经
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

新寿“天梯”上，游客络绎不绝，登
顶俯瞰金沙江美景；教室课堂中，学生
们正通过远程课堂聆听省外教师的精
彩讲解；水富港中嘴作业区，货轮刚刚
靠岸准备卸货；云南水富经济技术开
发区，专家们正在实验室里进行新品
研发的最后验证……人才正为水富市
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增添新动能。

水 富 ：人 尽 其 才 为 发 展 赋 能

昭 通“ 昭 阳 红 ”苹 果 开 园 上 市
本报讯（通讯员 王秋静 余汝毅

孔繁瑞 文/图）近日，昭通“昭阳红”
苹果开园上市仪式在昭通超越农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公司”）的
10 万亩高标准苹果种植示范园举
行。开园仪式现场，红苹果挂满枝
头，果香扑鼻，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共享丰收的
喜悦。

该示范园由超越公司于2018 年
建成，配备了每小时分选20吨的法国
迈夫诺达苹果智能分选线和库容达4
万吨的苹果储存气调库，形成集苹果
种植、采收、储存、分选、销售于一体
的现代化苹果产业链。为提升“昭阳
红”苹果品牌的影响力，2020年，超越

公司与云南千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千柔公司”）达成合作，共
同推动“昭阳红”苹果走向全国。

湖南绿叶水果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去年参加了“昭阳红”苹果开园
上市活动后，与千柔公司签订了购销
合同，成为2023年“昭阳红”苹果的销
售冠军。今年他再次来到现场，对销
售苹果充满信心，预计销量将比去年
增长20%。

当天，16辆卡车满载200吨“昭阳
红”苹果运往全国各地。此次活动，
170多家经销商与千柔公司签订苹果
销售合作协议，预计销售“昭阳红”苹
果近 5万吨、销售额约 5亿元。“昭阳
红”苹果正逐步走向全国市场。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成元 黄春燕 邱 琴）金秋时节，在
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种植户李佳才的50亩猕猴桃进
入丰收季。如今有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很多游客直接到
果园里采摘猕猴桃。

李佳才告诉笔者，以前交通条件还不完善，猕猴桃
运输困难，使得市场价格偏高，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还
硬化了产业路，生产及运输成本都降低了，价格随之下
降，市场销路也打开了。

近年来，盐津县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发
展、促进群众致富的先导性工程，以“断头路、盲肠路、梗
阻路”为重点，全力构建立体化的公路网络体系。

曾经的盐津县兴隆乡大坪村，山高路远，交通闭
塞。群众上街赶集要用 1天的时间往返。现在，4条水
泥硬化路直通大坪村。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坪村
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据了解，盐津县累计建成通乡柏油路 62.9公里，硬
化建制村道路 908公里，新建跨河大桥 12座，改造完成
大中小危桥及新建桥梁 34座。目前，全县 10个乡镇的
100个村（社区）实现行政村100%通硬化路。

在道路管护方面，盐津县制定农村公路管理年活动
实施方案等，全面推行“路长制”，将护林员、村庄保洁员
等纳入道路管护队伍，构筑起了“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
员、村有护路员”的道路管理网格，对道路进行常态化巡
查、维护、保洁。

近年来，盐津县先后建成乡镇客运站7个、农村客运
招呼站47个，开通农村客运班线34条，城乡客运通达率
已达到100%，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加快推进快递服
务网点一体化建设，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物流快递综合服务站，实现物流快递“村村通”。

下一步，盐津县将持续以交通建设为抓手，畅通群
众出行“便捷路”“安心路”“和谐路”。

盐津：交通先行惠民生

老年人与配偶是否有相互扶
养的义务？

【有事要问】老年人与配偶是否有相互扶养的
义务？

【身边案例】年近 60的老王经人介绍后认识了
与其同龄的老朱，后双方登记结婚。刚结婚时双方
感情尚好，后来老王因长期患病，加上没有收入来
源，夫妻之间开始出现矛盾，老朱便搬去跟自己的
子女生活。老王便以老朱不照顾自己为由提起诉
讼，要求老朱支付扶养费。老朱咨询，自己是否应
向老王支付扶养费？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再婚的老年夫妻中，没
有固定收入的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承担扶养责任。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威信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服务

神十九近日
择机发射

据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船与长征二号F遥十九运载火

箭组合体已于 22 日转运至发

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

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

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

发射。

“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

放心不下的工作态度，做到心

无旁骛、凝神聚力、全力以赴，

为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誓师动员大会上，参试各方纷

纷表示，将以实干担当、决胜

之势冲锋在前，牢记使命、不

负重托，以顽强的斗志和过硬

的作风，以百倍的努力做好各

项测试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到

后续任务中去。

“动员大会催人奋进，让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神舟任务关键岗位

指挥李鹏冲坚定地说，“我要

尽我所能，为任务圆满成功贡

献力量！”

（来源于新华网）

登报作废
永善县务基镇白胜村四方

扶贫互助社不慎遗失在永善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务基分社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6000075202； 账 号 ：

0300060628437012； 编 号 ：

7310-00923532。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绥江县华通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船舶经营许可

证，船名：行行4号；编号：滇昭

通SN（2023）004。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徐海军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530602025809；车牌

号：云C42870。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成品油流通行业协

会不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南大街分理处

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7340000805301； 账 号 ：

53001636140051004145；编号：

7310-01190226。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唐方荣不慎遗失农村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530602108203030062；承 包 地

块总数：10 块；承包地确权总

面积：6.72亩。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中华精武馆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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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人 章 一 枚 ，字 样 ：张 荣

平。特登报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的相关规定，昭通市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拟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昭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注销后，由昭通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承接其资产和

债权债务，并负责处理各项遗

留问题。

请有异议的相关债权人

和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反馈。

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昭通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

权利义务承接单位：昭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杨勇

联系电话：13638892886
2024年10月27日

广 告

竹产业助力昭通高质量发展系列访谈之五

立“竹”优势 描绘产业新图景
——访永善县委副书记李大捷

近年来，永善县聚焦省委“3815”
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
三篇文章，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竹产
业，扎实抓好竹产业提质扩面强基、
龙头企业培育、品牌示范创建、延链
补链强链等工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路，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走进这场
访谈，聆听永善在发展竹产业中的奋
进足音。

记者：省、市竹产业发展大会相
继召开，对竹产业发展提出了系列要
求，能否请您简要介绍永善竹产业的
发展情况？

李大捷：永善县位于中国竹子分
布的混合竹林带区，竹类资源富集，
有竹类植物 10 属 55 种，从最低海拔
381米的江边河谷到2400米以上的高
寒山区均有分布。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
发展竹产业，让竹林成为美丽乡村的
一道风景线。省、市竹产业发展大会
相继召开，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做好竹产业发展文章提
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永善县
坚持以国家和省、市竹产业发展方向
为指导，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
戏”，现有竹林 94 万亩，占国土面积
的 22.58%，笋用竹面积达 49.5 万亩，
投产 32 万亩，每年产鲜笋 3.5 万吨，
产值达 4.2 亿元。

记者：永善县在竹产业发展上有
什么优势？

李大捷：永善发展竹产业主要有
三大优势和特色：一是种植空间大。
全县有林地面积 251 万亩，占国土面
积的 57.64%，可用于发展笋用竹的林
地有 80万亩，还有 30万亩发展空间，
遍布团结、桧溪、细沙、青胜、溪洛渡、
永兴、马楠、水竹、墨翰 9 个乡镇（街

道），为竹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二是政策拉动强。我们充分发
挥了政策资金对竹产业发展的引擎
带动作用，出台了《永善县加强衔接补
助资金支持竹产业收购加工奖补办法
（试行）》，实施高山笋用小径竹高效培
育和绿色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应
用项目，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各类奖补
资金 5000 余万元。三是龙头带动
好。我们县有2家竹笋精深加工规上
企业，其中云南菜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是全市首家竹笋加工省级龙头企业，
获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贸易洽谈会“优质产品”称号。我们充
分发挥2家企业的龙头效应，让农户入
股分红有股金、产业收入有现金、就近
就业有薪金，辐射带动2万余人实现年
人均创收1.45 万元以上。

记者：永善有发展竹产业得天独
厚的优势，你们在竹产业发展上有哪
些做法？

李大捷：在发展竹产业上，我们
的主要做法是践行一个理念、夯实三
个基础、紧盯四个重点，推动竹产业
高质量发展。

践行一个理念。金沙江流经永
善的距离长达 175.45 公里，永善是长
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全县上
下扛牢扛实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发挥好竹子保水固土的作
用，大力发展竹产业。

夯实三个基础。一是夯实种植
基础。根据我县土地资源、自然气候
等条件，采取阔叶林下种植、低效林
改造、荒山补植相结合，加大抚育管
理力度，提高种植水平，建设高产出
种植基地，不断提质扩面。近年来，
发放竹苗 1500 余万株，建设竹基地

3.3 万亩，打造美丽竹园 7400 亩，推
动建成人工笋用竹林 24.4 万亩。二
是夯实设施基础。盘活资源资产，加
大资金投入，修建产业路112公里、采
笋道50公里、消防通道168公里，年内
将建成 2个竹笋初制所，2025年还将
建设4个，为竹笋品质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夯实增收基础。永善县正大力推
进甜蜜事业、麻辣事业、清香事业“三
个事业”发展，竹产业是清香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采取“企业+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生产、加工、销售一
体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夯实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基础。

紧盯四个重点。一是紧盯主体培
育。紧盯竹产业种植、加工、销售、餐
饮等各环节经营主体的兴起和发展壮
大，培育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的新
型经营主体 8 家，竹笋精深加工企业
2家、竹材加工企业 1 家（纸厂）、竹制
品加工企业 1 家（纸碗、纸杯、竹筷），
建设竹子特色产业村 10 个。二是紧
盯精深加工。县级领导挂联企业，当
好暖心“店小二”，全方位做好服务保
障。加强与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国际竹藤中心合作（该
中心高健研究员作为科技特派团成
员，在永善开展研究），系统推进“产、
学、研、用”多元化发展，强化科技支
撑，开发竹制新品，做实精深加工，促
进全竹利用。三是紧盯品牌创建。走
品牌化发展之路，集中永善筇竹、永善
方竹等优势资源，创立“傲野”“云乡人
家”两大品牌，现有全国合作经销商
260 余户，年产能达 1.2 万吨，加工产
值达 2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500 余
个。四是紧盯三产融合。充分利用竹
林资源，围绕方竹人工林培植和筇竹
抚育，竹笋和竹制品精深加工，推进

“竹产业+乡村旅游”“竹产业+康养”
“竹产业+特色美食”等模式，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记者：请您谈一下永善县对推动
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哪些谋划？

李大捷：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立足现有的资源禀赋，
深入推进“六大战略”、扎实做好“产、
城、人”三篇文章，在竹产业全链条贯
通上下足绣花功夫，通过科技育竹做
强一产，以全竹开发壮大二产，依托
文旅康养拓展三产，构建集群发展的
新格局。首先，培育主体扩规模。以
七彩食品和云南菜人家为龙头，带动
竹产业种植、加工、销售、餐饮等各环
节、各行业经营主体持续发展壮大，
计划 3 年内培育竹产业经营主体 30
家以上，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
省级龙头企业 3 家。其次，打造品牌
提质量。集中筇竹、方竹等优势资
源，打造具有永善特色的竹产品特色
品牌，推动永善竹笋和竹制品走向全
国市场。再次，创新产品增效益。我
们将加大对科技类、文创类企业的招
商引资力度，在“以竹代塑”产品上深
度探索，逐步制作出竹制桌椅家具、
竹扇、书签、毛笔架等精美产品，促进
全竹利用。最后，融合发展延链条。
持续推进“竹产业+竹体验+竹林康
养”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竹荪、
林药、林禽等产业，推动竹观光、康
养、乡村体验等生态文化产业融合发
展，切实把竹产业打造成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产业。

（永善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关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