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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赤水河，流经云贵川，汇入万
里长江。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敌军
围追堵截中四渡赤水，谱写了中国革
命战争史上的一段传奇。

89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的赤
水河流域，赓续红色血脉，保护绿色生
态、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沿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古

镇老街，穿过女红军街的小巷继续前
行，便到了红军一渡赤水河的土城渡
口。雨后的赤水河，微微泛着红光。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爷爷的故
事。”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何莉对着一群游客说。何莉的爷爷何
木林是红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何
木林在习水县宣讲红军的故事，一讲
就是25年。何莉说：“作为红军后代，

我有责任传承红色基因，把红军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土城渡口 100 多公里外的遵义
城，前来瞻仰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的
游客络绎不绝。9 年多来，陈列馆新
馆年均接待观众超过 400 万人次，成
为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的重
要阵地。

新时代新征程上，红色文化滋养
出赤水河流域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
动力。

云南威信县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的决策地。坐落在这里的云南扎西干
部学院，开办以来承接各类培训班1343
期，培训党员干部7.5万人次，促进党员
干部赓续红色血脉、锤炼党性修养。

近年来，威信打造红军长征过云
南情景体验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
纵队展陈馆等红色历史展馆，让旧址
遗迹成为“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

“教材”。

“依托红色历史展馆，威信在开展
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中，引导学员追忆
长征峥嵘岁月，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
进力量。”威信县委书记、云南扎西干
部学院第一副院长李沅勇说。

威信县还稳步推进“扎西红色小
镇”扩容提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今
年 1至 10月，全县接待游客 325.73万
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33.66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42%和51%。

四川叙永县是石厢子会议召开的
地方。如今，当地积极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以红色文化赋能产业发展。

“长征中军民团结一心、勇于开拓
的精神，永远刻在革命老区的文化血
脉里。”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黄先荣
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如今革命老
区大力推动赓续红色血脉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三省协同治理，共护一江清水
一手拎着桶、一手拿着夹子，沿

着赤水河捡拾垃圾……初冬时节，在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
村，一名老人戴着草帽如往常一样忙
着巡河。

他是 75 岁的巡河员常吕共。从
清理垃圾到劝导人们不在河边放牛
羊，他十多年如一日守护着赤水河。

作为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
是众多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和
繁殖地。然而，污染和过度捕捞曾导
致赤水河一些鱼类消失。

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说，近年来，
当地推行“河长制”，明确赤水河流域
县、乡、村三级河长109人，组建179人
的巡河员和河道保洁员队伍，常态化
开展全流域巡河。同时，扎实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修复等工作。

守护好赤水河，离不开云南、贵
州、四川三省共同努力。

下转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徐 勇）11月15日，绥江县计划生育
协会、县教育体育局共同邀请昭通学院副教授、心理健
康课程负责人钟琦到城关中学和绥江一中开展主题为

“我心向阳·岁月成长”的情绪管理心理健康讲座，两校
初三年级学生和全县中学心理健康辅导老师 1000余人
到场聆听讲座。

讲座中，钟琦以“抓情绪”游戏导入，将情绪知识与
不同小故事巧妙结合。从“认识情绪”到“调节情绪”，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管理情绪的重要性，引领同学们正确认
识自己的不同情绪，并学会化解不良情绪。同时，通过
生动的案例分析，促使同学们从中获得启发，认识和管
理自己的情绪，更好地掌握情绪管理技巧，培养积极的
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同学们纷纷表示，聆听讲座后，了解了情绪产生的
原因，学会了识别不同的情绪状态，对情绪的管理技巧
和发泄方式有了进一步掌握。

“听完老师的讲座，我明白了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保持健康
良好的心态。”听完讲座后，绥江县城关中学93班学生吴
紫晨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据了解，绥江县还将继续开展心理健康进校园系列
活动，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积极、健康的学习
环境，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再 渡 赤 水 访 传 奇
——云贵川赤水河流域保护发展故事新探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林碧锋 李惊亚

“回家来闲了一个星期，社区干
部就介绍我来蔬菜大棚务工，每天的
收入有 100 元，在家门口上班，既可
以照顾孩子读书，又能挣钱补贴家
用。”近日，大关县靖安安置区西红柿
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正在蔬菜大棚
里采摘西红柿的外出务工返乡群众
屈志鸿说。

屈志鸿家住在靖安安置区康庄社
区。4 年前，她们一家人从大山里搬
迁到安置区新家，经安置区党工委就
业岗位推介，她和丈夫一起到浙江务
工。今年 8 月，为方便照顾在家上学
的孩子，屈志鸿从浙江务工地返回了
安置区。社区了解情况后，及时跟进
开展岗位推介等就业服务，帮助屈志
鸿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

“目前，安置区 429名返乡人员已
实现再就业，部分因回乡看病、参加培

训等原因导致的未就业人员，已‘一对
一’落实帮扶措施。”靖安安置区有关
负责人介绍，安置区在抓实外出务工
人员离岗返乡动态监测和就业帮扶的
同时，配套建设了 340 个蔬菜大棚、
1200亩香葱基地和3万亩马铃薯产业
基地，推动就业岗位扩容，促进群众就
近就业增收。

靖安安置区的务实举措是昭通市
优化就业服务促进就近就业的缩影。
作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市，昭通市坚持
把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增收作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出台 20 条创业就业政策措
施，启动促进就地就近就业专项行动，
建立外出务工人员离岗返乡动态监测
及帮扶预警机制，持续优化创业就业
服务，不断完善返乡就业支持体系，促
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增收。

为优化返乡创业就业环境，昭通
市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劳动力特

点，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抓手，为企业创
新、人才创业、成果转化提供平台，成
功举办第七届“赢在昭通”创新创业大
赛，启动云南省青年企业家昭通行助
力创业兴乡活动，打造省级创业平台5
个、市级乡村返乡创业园9个，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35.22亿元。去年以来，全
市回引6.59万人返乡创业，带动18.64
万人就地就近就业。

今年8月以来，昭通市多部门联动
深入开展促进高质量就地就近就业专
项行动，聚焦就业服务体系、就业岗位
推送、劳动技能培训、落实扶持政策、
重点群体帮扶等，积极整合行业部门
政策及资源，多渠道拓展就业岗位，多
形式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本地企业招
用一批、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工程项目
吸纳一批、灵活就业促进一批、开发岗
位安置一批等举措，全市外出务工返
乡回流人员再就业率达到81.55%。”昭
通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稳增收工作，
昭通市建立外出务工人员离岗返乡动
态监测机制，按照“一月一动态”的原
则，以乡镇（街道）为基本单位、村（居）
民小组为基本单元，对全市所有外出
务工返乡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动态监
测。同时，建立外出务工人员离岗返
乡帮扶工作应急预案，以县（市、区）为
单位，根据劳动力离岗返乡人数占外
出务工人数的比例情况，实行“红黄
绿”三色动态管理。

“截至目前，全市劳动力离岗返乡
情况基本正常，市县两级常态化做好
稳岗服务。”昭通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帮扶工作应急预案及“红黄
绿”动态管理要求，昭通市对占比低于
1%的情况实行绿色管理，常态化开展
稳岗服务；对占比 1%至 2%的启动黄
色预警，开发储备公益性岗位 1 万个
以上；对占比超过 2%的启动红色预
警，开发储备公益性岗位2万个以上。

绥江开展中学生情绪管理

心理健康讲座

为您导读

金瓜村：

7000亩中药材拓宽群众致富路
——详见第2版

邵女坪着力打造

度假区里的“创业社区”
——详见第2版

◆云南日报记者 沈迅

昭通市建立劳动力离岗返乡动态监测及帮扶预警机制——

优化就业服务 促进就近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甘光涛 陈 洪 田 雨）乡村振兴，产
业先行。近年来，永善县大力做好“产”文章，培育“特”

“优”“精”农业产业，打造出了高山冷凉有机蔬菜、枇杷、
柑橘等一系列农业产业新名片，点燃农民增收致富的新
引擎。

晚秋尽，初冬临，永善县高山冷凉蔬菜第二茬采收
正如火如荼进行。走进伍寨彝族苗族乡白云村冷凉有
机蔬菜种植基地，山间薄雾弥漫，翠绿的萝卜垄宛如一
条条绿色绸带绵延铺展。在田间地头，人们忙碌劳作，
熟练地将一个个萝卜从松软的泥土里拔出，整齐排列
后，用刀切去萝卜缨，然后装筐运送到冷库前进行清洗
包装，再通过冷链运输至全国各地。

在冷链车间，工人们正熟练地对采收的娃娃菜进行
分拣、包装。与此同时，作为“圳品”有机蔬菜代表企业
之一的深圳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远千里派出
质量主管来到永善，现场指导分拣包装，力争让更多的
冷凉有机蔬菜进入深圳市场。

“永善伍寨海拔较高，种出来的蔬菜质量过硬。我
们与永善永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合作两年，目前
每天发货10吨至20吨，今年已发货五六百吨。永善蔬菜
质量总体非常好，我们非常愿意与这些高品质的供应商
合作。”深圳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主管鲍玉
说道。

据悉，除深圳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外，还有
上海食安天下、山姆会员超市等国内知名蔬菜市场，纷
纷与永善永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购销协议。

“今年我们主要种植萝卜、水果甘蓝、娃娃菜、西蓝
花等有机蔬菜，每亩收入可达八九千元，发展空间比较
大。”永善永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传松说。

永善高山冷凉蔬菜每年 4月至 11月共出产两季，优
质的农产品在走俏市场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仅 2024年，永善永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带动当地群众就业46000人次，发放务工工资400余万
元。此外，企业还耗资200余万元，在当地收购农家肥作
为有机蔬菜种植的底肥，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为群众
增加了额外收入。

“我们之前在外面务工，一年只能挣两三万元，现在
来管理基地，一个月工资 5000 元，比在外面打工强得
多。”务工群众陈大荣说道。

“我们是今年 7 月份来这里务工的，到现在有 4 个
多月了，每天能获得 200多元的酬劳。”务工群众钟桂芬
说道。

如今的永善，冷凉蔬菜已成为一项富民兴农的大产
业，既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丰富了“菜篮子”，让永
善乡村振兴更有底色、更有成效。

永善云上有机蔬菜

打造农业产业新名片

本报讯（记 者 钱 江 ）11 月 16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到昭阳
区大寨子乡调研耕地保护、产业发
展等工作。

在大寨子乡大寨子村小寨子村
民小组，杨承新实地察看了耕地恢
复、基本农田保护等情况后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
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部署要求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要紧盯耕地面积、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粮食播种面积“三条红线”，守牢
底线、守住定位、守好责任。要建好
管好配套设施，加快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

是，细化措施、加大力度，确保耕地
保护工作取得实效，以“国之大者”
的站位，坚决守好“耕地红线”。

来到大寨子村高家坪子村民小
组，杨承新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养牛
大棚，察看当地“种植+养殖”产业发
展情况。杨承新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立足本地绿水青山的

生态优势，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发展
产业、推广产业、壮大产业，进一步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真正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加强对养
殖户的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坚持
生态养殖，推进肉牛标准化、规模化
养殖，打通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各
环节，促进肉牛产业全环节提升、全
链条增值。

杨承新到昭阳区大寨子乡调研时强调

坚决守好“耕地红线”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1 月 16 日，在昭阳区红路安置
区同心社区广场上，300余名家长和
儿童一起参与了“‘未’爱聚光 自

‘游’成长”儿童保护主题游园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反暴飞行

棋”“儿童防溺水和防高空抛物”“居
家安全、我知道”等知识问答游戏。

举办本次儿童保护主题游园活
动，旨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增强对校园霸凌、居家安全、防
溺水和防高空抛物等的认识，更好
地保护好自身安全。

记者 马礼琼 陈忠华 摄

红路安置区开展

儿童保护主题游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