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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 江）11月15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到昭阳区调
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有力有序有效
推进城市更新，打造更加美丽宜居的
城市环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在邓家营盘“千万工程”示范点，
杨承新详细了解示范村规划设计情
况，强调要找准定位，坚持高品质规

划、高标准建设，着力打造环境优美、
宜居宜旅、富有特色的精品示范点。
要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
项目、道路、基础设施和周边配套建
设，让群众早日住上满意的好房子。

随后，杨承新一行来到小李子
园片区，走街串巷、听取介绍，了解
该片区城市更新示范点规划相关情
况。杨承新强调，要坚持民生优先、
坚持规划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完善城市功能

布局。要结合周边实际情况，科学
确定更新内容，聚焦区域交通堵点，
认真研究，精准实施道路畅通改造
工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畅通。同时，要举一反三，全面梳理
全市同类型问题，进一步探索城市
更新的推进机制。

来到利济河美丽河道治理工程
现场，杨承新一行沿着河两岸步行察
看橡胶坝建设、景观提升、桥梁改造、
设施配套等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叮嘱

施工负责人要加强现场管理，注重生
态保护，统筹推进各标段作业。杨承
新要求，要加快推进利济河水系、步
道、骑行道互联互通，进一步细化区
域内功能布局，完善停车场、驿站等
配套设施建设，为群众出行休闲提供
便利。要从项目各环节细微处入手，
再精细、再优化、再提升，努力把利济
河建设成为昭通城市水系公园的新
亮点、新名片。

王东锋、夏维勇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游 考 孙贵波）1月
13日至15日，市委书记苏永忠率队到
北京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在东方雨虹砂粉科技集团考察
期间，苏永忠一行实地了解企业产品
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在与企业
座谈中，苏永忠说，昭通历史文化厚
重，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宜居宜游；
昭通绿色能源丰富、矿产资源富集，
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作为云南
融入长江经济带、对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连接点，
随着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
昭通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当前，

昭通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聚焦云南省委“3815”战
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
篇文章；聚焦省委发展壮大“三大经
济”，加快构建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
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
料、现代服务业“5 个千亿元级”产业
集群；聚焦省委做实“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着力打造新时代“昭通印
象”，推进“在云南样样好、在昭通越
来越好”。现在的昭通有着广阔的投
资空间和宝贵的发展机遇。

苏永忠强调，东方雨虹砂粉科技
集团作为行业领军企业，拥有国内、国

际领先的建筑材料研发生产能力。在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23年，昭通东方
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位
于绥江的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制造及销
售项目建成投产，发展势头良好。希
望双方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大合作力度，拓展合作空间，更好地
把企业在材料领域的技术优势、市场
优势与昭通的绿色能源优势、矿产资
源优势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在推动昭通资源优势向产
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过程中，实现合
作共赢。昭通将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

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强有力的支持。
东方雨虹控股集团董事兼东方

雨虹砂粉科技集团总裁吴良凯对昭
通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
示，集团将在深化双方当前合作的基
础上，积极谋划、拓展合作领域，进一
步加强与昭通的产业合作。

苏永忠一行还见证了绥江县人民
政府与东方雨虹控股集团绿色环保建
材产业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其间，受苏永忠委托，副市长马
洪旗到伟光汇通集团考察，并代表市
人民政府与该集团董事长陆学伟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记者 陈忠华 马礼琼）11 月 15 日，昭
通市幼儿园的 350 多名幼儿在老师与家长的带领
下，走进昭通市档案馆和市博物馆，开展红色教育
活动。

在昭通市档案馆，孩子们先后参观了红军长征
过昭通、罗炳辉将军档案史料展、“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主题档案文献展等展厅。他们一边观看陈列物
品，一边聆听讲解，一路思考，一路追寻。在昭通市
博物馆，家长和孩子们穿梭于各个展厅，热烈地交
流、讨论着昭通的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民俗文化
等。精美的文物、珍贵的照片以及生动的场景再现，
既增长了孩子们的知识，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家长高兴文说：“感谢市幼儿园的组织和带领，
让孩子参观博物馆，见证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机会。孩子感触特别深。”

据昭通市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文萍介绍，市幼
儿园每学期都会利用周边的资源组织亲子活动，让
家长陪同孩子参观历史博物馆、文化古迹遗址、红色
教育基地等。此外，还组织参加传统节日庆典、民间
艺术体验等活动，通过实地观察、讲解员讲解、亲身
体验、动手操作、互动交流等方式，培养孩子们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孩子们心中不断生根发芽。王文萍说：

“开展这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了解昭通的历史文
化，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与对家乡的热爱。这也是
我们幼儿园课程的一个延伸活动。”

初冬时节，云雾缭绕下的“筇竹
之乡”大关，百万亩竹林依旧绿意盎
然。经过多年努力，筇竹产业已然成
为大关县绿色经济的新引擎。近日，
记者来到大关县，记录下筇竹全产业
链的发展历程。

雨后清晨，空气冷凉。11月8日，
海拔 1400 多米的大关县木杆镇大罗
汉坝，细沙村村民谢泽波穿过薄薄的
云雾走向山林。此时正值笋林管护
的最佳时期，村民们一头钻进绿色林
海，为来年能采到优质笋做准备。

“我们主要是砍掉老竹、劣质竹，
通过伐密留稀，尽量留下更多空地，
以便其他筇竹更好生长。”为了延续

大自然的馈赠，谢泽波总结出了管理
筇竹的经验。

“种有 100 多亩筇竹，今年仅竹
笋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谢泽波笑着
说，“筇竹就是我的命根子。”

对57岁的谢泽波而言，筇竹不仅
是全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更承载着他
童年的美好回忆。“小时候，每年春
天，我总是跟着父亲上山去采筇竹
笋，采笋时的‘咔嚓’声，仿佛是大自
然最动听的旋律，这时候父亲总夸我
是采竹笋的小能手。”谢泽波说。

谢泽波不只是采笋能手，同样也
是剥笋的一把好手。今年 4月 21日，
在大关县第二届剥笋技能大赛上，谢
泽波 5 分钟剥了 10.8 斤筇竹笋，荣获
个人赛第一名。“每年筇竹笋要采五
六吨，手脚不快一点根本不行。”谢泽
波说。

几公里外，由木杆镇 9 个村（社
区）合资成立的云南竹一无二食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里，谢泽波和村民们
采的2000多吨鲜笋，在公司5000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内，经过近 200 名工人
清洗、杀青、分拣、蒸煮、包装，一包包
清水笋、泡椒笋被生产出来，随后迅
速被送往湖南、湖北、上海等地商超
的货架上。

2019年，大关县将筇竹产业作为
“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开启
“100万亩筇竹+50万亩黄柏”产业征
程。按照一体两翼、多元发展、全竹
利用的思路，整合资源要素，集中打
造一批现代竹科技示范园、竹生态经
济园、特色竹产业园，实现“园区引
领、多点聚集、抱团发展”，吸引了加
工企业聚集，让笋材主产区的原料能
够向就近园区输送。5 年时间里，加
工企业发展势如破竹。

筇竹八仙桌、圈椅、小茶台、团
扇、刀叉、毛笔、登山杖……大关旭红
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件
件选用天然筇竹、匠心打造的筇竹产
品既简约大方又复古典雅，展示出筇
竹独特的姿态和竹质本色之美。

“筇竹韧性好、硬度强、竹节鼓

凸，极具文化、观赏和工艺价值。我
们公司流转了 3500 亩土地种植筇
竹，利用筇竹的特点和优势，将竹子
加工为工艺品和家具进行销售，有
的家具一套售价就上万元。”大关旭
红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欧贤
进说。

2023 年，全县筇竹面积发展到
102 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达 20.8 亿
元，受益群众17.3万人，占全县农村人
口的 72.5%。全县培育发展笋材加工
企业 19家、涉竹集体经济组织 21个、
家庭农场及农民专业合作社82个，形
成了龙头带动、其他企业补充的笋材
及延伸产品加工格局。

目前，大关县着力构建“竹林氧
吧+绿色筇竹笋食品+大宗交易+工
业旅游+休闲娱乐”的绿色产业体系，
通过“企业+集体公司+农户”发展模
式，经营权责明晰、利益联结紧密，群
众参与受益，筇竹产业正发挥新质生
产力引擎作用，成为绿色经济核心增
长极。

本报讯（记者 唐龙泉飞）文化铸就校园气质，艺
术凝聚治学精神。11月16日，昭通市实验中学第三
届文化体育艺术节开幕。据悉，本届校园文体艺术
节将持续至本月20日。

开幕式上，29个演出节目围绕展现校园文化、
传承历史文化、传递奥运精神、科技创新未来、民族
大团结、奋力赶超圆梦等主题精彩呈现。高亢的歌
声、欢快的舞蹈充分展现了昭通市实验中学守正创
新、踔厉奋发的青春风采。此外，学校还将组织开
展趣味运动会，旨在通过此次活动达到凝聚人心、
形成合力的目的，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德、智、体、
美、劳各方面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近年来，昭通市
实验中学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凭借高效务实的教学
和管理，有力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与往届相比，文化科技元素成为本届校园文体
艺术节最大的亮点。《科技之翼 创新飞翔》《未来我
们不一Young》《飞向 2035》等节目展示了同学们勇
立潮头、敢于追梦，用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报国”的
崇高理想。此外，本届校园文体艺术节还将开展科
技活动，学校将展示大型实验器材以及一些科技前
沿成果，让科技的种子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

“学校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
我们的青春活力充分地展现，也让我们在繁忙的学
习中拥有了放松的时间。”市实验中学高419班学生
赵顺宝激情洋溢地说道。

苏永忠率队到北京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杨承新到昭阳区调研时强调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 打造更加美丽宜居的城市环境

为进一步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
序，11 月 15 日，永善县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检
查行动。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
各出版物销售经营单位是否持证，是
否存在销售非法出版物、盗版书籍、有
害出版物等情况，对出版物进货渠道、
销售台账等进行认真核实，并向经营
业主宣传出版物市场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增强守法经营意识，自觉抵制
各类非法出版物，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执法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
令限期整改。

通讯员 黄 桦 摄

永善开展出版物市场

专项检查行动

从山林到园区——

大关打造绿色经济增长极
◆记者 文泽梅

市实验中学第三届

校园文体艺术节开幕

市幼儿园组织开展
红色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起瑞）近日，盐津县政府在成都
举行盐津乌骨鸡品牌推介活动，为更多人了解盐津乌骨
鸡特色品牌搭建了平台，也进一步提升了盐津乌骨鸡的
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此次推介活动承办方四川神农
佰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邀请了成都餐饮商家、成都
农庄企业主和合作商等500余人共同参与。

盐津乌骨鸡曾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点赞 2023、2024 我喜爱的中国品牌”等称
号。近年来，盐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盐津乌骨鸡产
业的发展，将其作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来抓。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培育龙头企业等措施，盐津乌骨
鸡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23年末，全县乌骨鸡存栏量
达 139.6万只，年出栏量达 291.7万只，产值达 5.05亿元。
盐津县委、县政府积极推动盐津乌骨鸡的产业链条延
伸，加快盐津乌骨鸡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全产
业链建设步伐。同时，还开发了盐津乌骨鸡系列产品，
如鸡汤、麻辣食品等，提高了盐津乌骨鸡的附加值。

在推介活动现场，主办方设置了乌骨鸡产品展区，
详细介绍盐津乌骨鸡的历史渊源、品种特点以及养殖环
境。以盐津乌骨鸡为原材料制作的美食，让嘉宾品尝到
了盐津乌骨鸡的鲜美。“盐津乌骨鸡的味道很好，肉质很
紧实，比之前买过的土鸡还好吃。”品尝了乌骨鸡的嘉宾
们赞不绝口，现场询问的人络绎不绝。

据悉，本次推介活动，四川神农佰味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与 4家公司签订了年提供 1950万元的产品供销合
作协议。

盐津乌骨鸡品牌宣传推介活动
在成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