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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新华网记者 杨桢宇 范芳钰

11月，绥江县板栗镇罗坪村的竹
子采摘工作进入尾声，置身翠海之间，
很难想象，7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山。竹农周发书算了算，今年售卖竹
笋的毛收入可达20万元，又是喜人的
丰年。

据统计，昭通市竹产量占云南省
总量的 70%。截至 2023年，昭通市竹
产业基地面积达628.8万亩，覆盖9个
县（市、区）96个乡镇 53余万户 210余
万人。2023年，昭通市竹笋产量达 40
万吨、竹材间伐销售 22.93万吨，综合
产值达137亿元。

绿了荒山 富了山村 美了家园
2017 年，罗坪村人均年收入约

1500 元；2023 年，人均年收入达 1.5
万元。

方竹种植后 5年至 8年进入丰产
期，可采收竹笋约60年。绥江县友元
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永元介
绍，合作社成立于 2016 年，种植竹子
1000余亩，目前已有400余亩成林。

2019 年，绥江县制定印发了《绥
江县竹产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实施
意见》，以“扩基地、育龙头、促融合”为

抓手，做“特”林区经济为目标，竹基地
建设为主线，竹产品开发为重点，大力
发展壮大竹产业，并确定了“一带两廊
两园三基地”的空间布局，规划在全县
海拔 1200 米以上适宜区域应种尽
种。2019年至今，绥江县集中规划建
成竹基地20万亩，通过生态修复等项
目种竹20万亩，全县竹林面积达到60
万亩。

被整体规划好的不仅是竹林，罗
坪村也在绥江县的统一安排下整体搬
迁，村民住进了全新规划的蝴蝶苗寨。

草房变新房，山村变景区，蝴蝶苗
寨不仅是罗坪村村民新的家园，也是
绥江县着力打造的特色农文旅景区，
以苗族文化为核心，以苗族蝴蝶文化
为主线，按照“三道”“四居”“十二景”
空间布局，休闲农庄、亲子乐园、农产
品集散地和展销中心一应俱全，每年
吸引游客3万人次以上。

在绥江县发展竹产业的顶层规划
之下，罗坪村的竹产业发展迅速。
2019年至2023年，罗坪村规划建设罗
坪竹基地面积 5 万亩，其中集中连片
规范种植并统一抚育管护方竹1万余
亩，同时配套建设竹产业道路 13.5公
里，新建采笋步行道 16.2公里。“原来
这里根本没有路，山上都是杂草、灌

木。”张永元说，目前罗坪村的竹产业
尚在起步阶段，很多竹子未到丰产期，
未来产量还会增加。

培育主体 合作发展 三方共赢
“村集体公司占 5%、合作社占

45%、农户占 50%。”张永元介绍，合作
社的收益按比例由三方分成，同时村
民还可在合作社务工，从采收竹笋到
日常修剪、管护，每天可获 120 元至
150元收入，“基本上一年都有活干。”

绥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瞿建
峰介绍，除了在合作社的收入，村民流
转土地本身就有收入，所以最终村民
可获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报
酬”三重收入。

镇雄县杉树乡细沙河村位于昭通
市镇雄县、彝良县两县交界处，地理位
置“偏远”。在昭通市各级党委、政府
指导下，该村从2004年开始种植方竹
6000余亩。

2020年，杉树乡引进镇雄县众兴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细沙河村
建成占地 20 余亩的竹笋加工厂房 1
个、竹笋深加工生产线 1 条，实现种
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同时，该公司
建立起“公司+农户+基地”的发展模
式，前期为农户提供科学种植管护专

业知识，采笋期间以最低保护价收购
农户竹笋，带动 2600 多户农民增收
致富。

2022 年，细沙河村被评为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竹产业发展步入
快车道。截至目前，细沙河村有竹产
业基地 3.8 万亩，年产鲜笋近 1 万吨，
户均有笋用竹林 25.4亩，户均收入超
3 万余元。此外，细沙河村培育竹笋
精深加工企业 2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
业1家、创新型企业1家。

近年来，昭通市持续强化产业支
撑，围绕打造高原特色农业“千亿元
级”产业集群，设立规模 1.8亿元的贴
息资金和9000万元的奖补资金，壮大
市场主体，带动脱贫群众增收。2024
年，昭通市净增农业企业 28 家，累计
达5989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
省级龙头企业80家，包括竹笋在内的

“六大高原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预计将
突破1000亿元。

昭通：深耕竹产业 撬动振兴路

发现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时怎么办？
【有事要问】发现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转让财产时怎么办？
【身边案例】老王因生意周转需要向老刘借款50

万元，后老王因生意亏损没有能力偿还老刘的借
款。老刘发现老王将名下价值40余万元的唯一的一
套住房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老王的妹妹，所得的
15万元也不知去向，老刘很着急，于是咨询，发现债
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时怎么办？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
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通讯员 申丽琴 文/图

时下，正是种植芍药的黄金时
节。11月12日，笔者走进威信县凤兴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芍药种植基
地，只见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松土、起
垄、撒粪等，开展各项前期作业。合作
社负责人李甫文在一旁耐心地进行指
导：“线不要歪哦，要直着拉。大家要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李甫文是土生土长的威信县麟凤
镇人，多年来一直在昆明做鲜花生
意。2018年，他萌生了返乡种植花类
中药材的想法。从事鲜花生意的他，
深知芍药的价值，于是，种植芍药成为
他创业的第一步。“芍药全身都是宝，
它的根可入药，花朵的观赏价值也非
常高。”李甫文说道。

2019 年 10 月，李甫文返乡，开始
在麟凤镇麟凤社区木鱼包村民小组试
种芍药。麟凤镇海拔适中，气候适宜，
土壤疏松肥沃，为芍药的种植提供了
天然的生长条件，李甫文试种的芍药
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种植初

期，遇到荒地，李甫文要自费请挖掘机
开荒；遇到不愿意出租土地的农户，要
亲自上门商量租地事宜，用实际行动
消除大家的顾虑。慢慢地，他获得越
来越多农户的支持。“我们1亩地撒13
吨肥料，大家看到我们真干实干，土地
越来越肥沃，便主动出租土地给我
们。”李甫文笑着说。

如何控制采花率？选择什么种植
方法？株距多少最合适……经过探
索，积累了足够的种植经验后，2023
年，李甫文正式发展芍药产业。截至
目前，李甫文的芍药种植基地已覆盖
麟凤镇金竹村、金凤村、木鱼包村，共
700余亩。

然而，在李甫文看来，一花独放不

是春，以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让大
家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他发展花类
中药材种植业的初衷。2024 年 2 月，
李甫文带头成立了威信县凤兴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7 月又成立了云南
聚益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
芍药产业。

“有些农户没钱，我们可以先提供
种苗，不懂技术，我们就把技术送到地
里。”李甫文说道，“我的理想是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把外出打工的人都吸引
回来。”

种植规模扩大后，李甫文的基地
可长期吸纳100余名群众务工，今年61
岁的李大渊便是受益者之一。“芍药花
栽在家门口，环境变美了，我每个月还
可以挣3000多元钱，钱包鼓了，日子越
来越红火了。”李大渊高兴地说道。

不仅如此，在壮大产业的同时，李
甫文还在麟凤镇东凤小区（易地搬迁安
置点）设置了工作车间，就近为群众提
供分样、测苗、分苗等工作岗位。2024
年，该车间被威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评为“威信县就业帮扶车间”。

李甫文：让芍药花成为“致富花”

近日，昭通市消防救援支队携手“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依托火灾烟气流动模拟装置开展现场实验，着重向昭
阳区大山包镇师生介绍了常见家庭火灾的起因原理、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应急办法。 通讯员 李梦菲 摄

“科普大篷车”助力消防安全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胡 晏）近日，2024中国国际竹产业
交易博览会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国际竹产业展览中
心开幕。会议以“竹子联通世界 竹塑美好未来”为主题，
境内外政务嘉宾、专家学者、协会商会负责人、专业采购
商、投资商和参展商等900余人参会。

本次竹博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展
品。其中，线下展区集中展示了竹家具、竹非遗、竹工艺
品、竹食品等 7大类上万件全竹产业链产品。全国 260
余个优质竹品牌参展。

大关企业——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荣膺
“最佳参展企业”；其用筇竹为主要原材料打制的“悦雅
茶桌”，在参展产品中脱颖而出，斩获“特等奖”。

大关筇竹产品获奖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勇）为让老年
人享受到更加丰富、便捷的文化生活，
今年9月以来，中国广电云南网络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电”）昭通市分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号
召，第一时间启动了“重温经典”频道
进养老机构专项工作，通过引入高质
量的文化节目，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
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广电鲁甸县分公司经理周凤
伟平常话很少，“重温经典”频道进养
老机构专项工作启动后，他朴实的话
语打动了县民政局的领导，于是，鲁甸
县民政局帮助该县6家养老机构安装
了162台有线电视机顶盒，为600多名
老人送去了“重温经典”频道。

通过多次和永善县民政局沟通，
中国广电永善县分公司争取到了 2.8
万元补贴资金，为 6 家养老院安装了
有线电视机顶盒。该公司工作人员小
李帮助桧溪镇养老院安装好机顶盒
后，不仅陪伴老人看电视节目，耐心为
老人讲解剧情，还与老人聊天。这样
的故事，在昭通的养老机构中不断上
演，温暖了老人，鼓励了工作人员，成
为这项工作的亮点。

昭阳区康态老年公寓是一家民营
养老院，当中国广电昭阳区分公司工
作人员说明来意后，院长一次性支付
线路改造和收视费 7820 元。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在观看《红楼梦》时，激动
得热泪盈眶。她告诉工作人员，这是
她年轻时最爱看的一部电视剧，但因
为条件限制，一直没能完整地看完。
如今，通过“重温经典”频道，她终于圆
了自己的心愿。

“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项
目，不仅让老人欣赏到了高质量的文
化节目，还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提
升了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目前，全
市 26 家养老机构全部开通“重温经
典”频道，共接入有线电视终端 1182
台，受益老人达2600人。

昭通“重温经典”

频道温暖老年人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云萍 姜连聪）
11月 12日，巧家县举行“网聚金沙江
畔 点赞水韵巧家”2024年摄影大赛颁
奖仪式。

自 8月 31日开赛以来，本次大赛
共收到照片投稿 421幅、视频投稿 42
件，评审人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按照照片组和视频组分开评
审，分别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

三等奖 5名和优秀奖 10名，共评选出
38 件获奖作品。摄影爱好者用手中
的摄影器材记录了巧家高质量发展
带来的变化，创作出反映巧家城镇发
展、秀美山水等人文生态之美的优秀
作品，既体现思想性又兼顾艺术性。

活动现场公布了摄影大赛获奖
名单并颁发证书，还通过大屏幕播放
了部分获奖作品，这些作品主题鲜

明、视野开阔、构图精美、手法各异，
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本次摄影大赛不仅是一次摄影
艺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城市文化的发
展与创新，通过创作更多丰富多彩的
摄影作品，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共同讲好巧家故事，传播巧家好声
音，为推动巧家文化繁荣和发展贡献
新的力量。

巧家举办摄影大赛

登报作废
鲁甸县民政局不慎遗失在

鲁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

的开户许可证，账户名称：鲁甸

县民政局儿童福利院；核 准

号 ：Z7342000105701；账 号 ：

7400022336133012 ；编 号 ：

7310-00484925。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镇雄方祥广告经营部不

慎 遗 失 在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镇 雄 南 广 路 支

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7348000600301； 账 号:

24038601040008493。 特 登 报

作废。

登报作废
威信县红城红运出租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

牌号云 CD96602 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530607000769。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彝良县悦恒种植专业合作

社不慎遗失在彝良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小 草 坝 信 用 社 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7349000228301 ；账 号 ：

7700020791589012 ；编 号 ：

7310-00320934。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威信县出租汽车管理协会

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1530629309593967N；有

效期：2020年 7月 17日至 2025

年7月16日。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彩云宏通路桥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项目章1枚，字样：

云南彩云宏通路桥有限公司威

信县 2019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一标段金鸡片区项目

部。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铁建林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530602018982，车 牌 号 ：云

C34861。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永善县怡景园艺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永善支行的公章

1枚，字样：永善县怡景园艺有

限公司；私章 1 枚，字样：谭海

燕印。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水富金江房地产开发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

水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家

坝信用社的公章1枚，字样：水

富金江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特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昭 阳 颜 芳 来 医 疗 美 容

诊 所 不 慎 遗 失 诊 所 备 案 凭

证 ，备 案 编 号 ：MACFNG⁃

WH-453060215D2212。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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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中，劳动教育是关键一环，也
是推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根据教
育部安排，自2022年秋季开学起，劳动课正式成为
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从这两年多的实践来看，
各地学校对劳动课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也应看到，劳动教育存在重“教”轻“劳”、重“晒”
轻“做”的现象。比如，有的学校的劳动课多由其他科
目老师兼职教学，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有的学校只
管布置作业，学生的劳动作业最终成了“家长作业”。

劳动教育不应止于“教”。现实中，有的学校的
劳动课以在课堂上讲解教材、教授知识为主要方
式，重学习、轻劳动。剖析背后原因，有的是对劳动
教育不够重视，有的是受到师资、场地、器材等客观
条件的限制，有的则是出于安全考虑，不敢让学生
放开手脚去劳动。事实上，让学生有更多锻炼机
会，才能提升劳动课的吸引力。

劳动作业宜“做”不宜“晒”。劳动作业，涵盖叠
衣服、整理书包、浇花种菜、扫地拖地、洗衣服等日
常生活技能，也包括制作各种小工具、手工艺品等
创新内容。有的学校要求家长配合将作业完成情
况拍照记录。实际操作过程中，劳动作业往往变成
父母的“才艺展示”。学生、家长疲于应对，久而久
之，劳动教育就会变了味。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以及科技的进
步，体力劳动需求已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何
要强调劳动教育？这是因为，劳动教育的意义并不局
限于劳动成果。适当的劳动有益身心健康，能让孩子
体验生活的不易，学会感恩、掌握技能、磨炼意志，进
而积累责任感与成就感，提升信心、耐心和毅力。

劳动教育不仅是学校和家庭的事情，也需要全
社会参与。课堂之外，是更加广阔的实践育人天
地。整合社会资源，做好融合加法，与时俱进创新
劳动教育形式，有助于破解学校劳动教育资源不
足、家长时间精力有限等难题。期待各方携起手
来，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收获快乐、不断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东升）“我手里拿的生姜香辣味
纯正，喜欢的朋友请点击链接下单购买。”近日，在绥江县
板栗镇清水村，该村党总支书记助理石林洪变身公益主
播，通过线上直播向网友推介当地土特产。

近年来，清水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特色农
产品，做好“土特产”文章，“稻花香”大米、稻田鱼、竹笋、
土鸡蛋等农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为了让更多的优质农
产品走上消费者的餐桌，今年 10月，清水村积极探索电
商助农新路径，开设“清水村助农优选”抖音账号，通过公
益直播带货的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结合季节时令、实际情况和群众诉求，认真准
备品种丰富的土特产，让本地甚至天南海北的粉丝深入
了解清水村的特色农产品，了解我们清水村。”清水村党
总支书记彭著国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探索网络助力乡村
振兴的新路子，让农特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乡村，进
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力。

据了解，截至目前，清水村已累计开展助农直播 3
次，销售额达7000余元。

清水村公益直播

助力乡村振兴

劳动教育莫要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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