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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李承韩）
近年来，水富港充分发挥多式联运优
势，进一步把战略资源和“硬核”优势
转化为助推港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
力。今年截至10月31日，水富港完成
货物吞吐量 576.69 万吨，同比增长
63.15%；完成集装箱作业量 55137 标
准箱，同比增长 64.10%，货物吞吐量
明显增加，创历史最高水平。

2022年，水富港成为云南首个集
“水公铁”于一体的国家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并于2023年被确定为长江上游
的骨干港口。今年 5 月，水富港获国
铁集团批复为铁路箱下水站，实现铁
水无缝联运，8月获批为全国 3A级物
流企业。截至目前，水富港中嘴作业
区 3个 1000吨级（洪水期兼顾 3000吨
级）泊位配备 1台多用途门机、2台轨
道式装船机，年设计吞吐量320万吨；

物流园区仓库、堆场、进港专用道路以
及进港铁路已建成投运，并配备 2 台
40吨龙门吊；中心作业区 2个泊位已
完成主体建设并投入运营，配备 2 台
岸桥、2台多用途门机、2台 40吨龙门
吊，年设计吞吐量件杂货 76 万吨、集
装箱6万标箱。

随着中嘴作业区、中心作业区、进
港专用公路、专用铁路线、物流园的相
继建成投运，水富港“水公铁”多式联
运格局全面形成，货物吞吐量相较改
扩建之前成倍数增长，跃升为1000万
吨级枢纽港口。截至目前，水富港依
托专用铁路进港无缝衔接以及港口区
位优势，打造了云南腹地（昆明、大理、
曲靖等地）—水富港—长江中下游、金
沙江库区—水富港—四川（资阳、成都
等地）、金沙江库区—水富港—长江中
下游地区等多条多式联运精品线路，

已实现联运线路定点、定线、定价运
营，本年度已完成170航次，实现多式
联运量18601标准箱（59.52万吨）。

“现阶段，水富港以大宗散货运输
为主，兼顾集装箱和件杂货运输，中远
期将规划发展成为可以满足集装箱、件
杂货、大宗散杂货的装卸储存、中转换
装、水公铁多式联运、翻坝运输，以及具
备临港开发、现代物流、综合服务等功
能的现代化综合型港口。”水富市交通
运输局局长陈雷介绍，聚焦基础市场和
多元市场，水富港坚持多措并举放大水
富港天然优势，支柱货源持续稳定，业
务结构持续优化，业务模式不断丰富。
目前，水富港业务主要为贸易业务、物
流业务、装卸业务三大类，灵活开展货
物“散改集+集改散”，实施散货、件杂
货、集装箱等各种形态的货物发运与到
达；通过集成“散改集+集改散+铁公水

多式联运”全要素打造磷矿全程物流
链，与供应链上下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实现支柱货源基本持续稳定。同
时，水富港积极挖掘新增量业务，拓展
供应链贸易，截至今年10月底，贸易交
易额已突破10亿元。

下一步，水富港将大力推进矿石、
白糖等货源中转接卸，完善货物在港
口接卸、中转、存储的业务功能，进一
步巩固“水公铁”联运枢纽通道；依托
多式联运精品线路优势，拟在湖北荆
州车阳河港以及云南昭通等地建立矿
石、钢材集散中心，并依托国家战略布
局优势，实现铁路运输对西南地区全
覆盖。

发挥多式联运优势 助推港口经济发展

水富港货物吞吐量增速明显

◆云南日报记者 陈晓波

又到一年采笋季，位于乌蒙山北
缘的镇雄县杉树乡万亩竹海郁郁葱
葱，漫山遍野的竹笋破土而出。

瓦桥村的詹本龙、詹本祥兄弟早
上 6时就起床，顾不上吃早点就冒雨
往自家林地赶。和当地村民一样，一
辆摩托车、一双长筒雨靴、一副皮革
手套、一件连体雨衣、一个竹编背篓，
成为他们雨天采笋的标配。

早上 8 时不到，詹家兄弟数十亩
的林地已摘了一遍，运送几趟后，家
门口堆起了小山。看着一堆堆湿漉
漉、散发着清香的鲜嫩竹笋，詹本祥
用手抹去脸上的水珠，一边估算着重
量，一边期盼着卖个好价钱。“虽然我
们一大家的竹子还没有完全成林，但
一季采下来，也可卖三四万元。”詹本
祥高兴地对记者说。

“雨天笋子长得快，不及时采就
长老了，一天都耽误不得。”村民陈
余、常梅夫妇也十分忙碌，由于子女
都在外就业、务工，全家人的农活都
落到了两口子身上，20多亩林地的笋
子一下子采摘不过来，两口子叫来姐
妹支援。笋子采摘回来后，邻居们七

手八脚帮忙把笋子剥了，卖前上秤一
称有400多斤，按今年的收购价，应该
有1800多元的收入。

瓦桥村的万亩连片竹林基地一
眼望不到边。瓦桥村党支部书记林
德祥介绍，全村22个村民小组1153户
村民，共种植竹林 3.5万亩，已经丰产
2.2万亩。“山上的竹笋每年每季都有，
就是村民们的绿色银行。”林德祥说，
这几年随着竹产业的迅猛发展，村民
们的钱袋子一天天鼓了起来，家家户
户盖起了大房子，不少村民还买了名
牌小轿车。“但是，近两年竹笋市场价
格波动较大，去年收购价每斤7元，今
年就降到了 4.5元。只靠卖鲜竹笋的
话，村民的利益很难保障。”林德祥
说，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
村里引进云南旭润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竹笋加工生产线，投产
后每年可加工五六百吨鲜竹笋，不但
可以吸纳部分村民就近务工，还可提
高产品附加值，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当
地。

“我们这里盛产‘笋中之王’筇竹
和‘笋中之冠’方竹，全乡6254户村民
24519人，人均种竹面积达到 5.7亩。”
杉树乡党委书记聂贵勇介绍，近年

来，全乡按照镇雄县“1+1+N”产业发
展布局，规模化种植竹子 13.99 万余
亩，丰产林 8万余亩，竹笋产量在 1万
吨以上，实现产值超过 1亿元。乡上
还集中力量因地制宜打造了4个万亩
连片竹产业基地和2个5000亩连片竹
产业基地，先后引进 2家龙头企业建
成占地 20余亩的厂房 2个、竹产品深
加工生产线 2条，实现了种植、加工、
销售一体化，解决劳动力就近就业
200余人。

与此同时，杉树乡充分发挥村集
体经济公司的纽带作用，全力协助 2
家龙头企业进行品牌打造，成功培育
了“森林众兴”“雨生王冠”等知名商
标，有力破解散户、小企业、合作社竹
产品销售分散、附加值低、抗风险能
力弱等问题。在利益联动方面，全面
实行“双绑”利益联结机制，2 家龙头
企业分别与 6个村集体经济公司，按
照土地入股、资产租赁、资金入股、购
买服务等模式绑定，全乡脱贫户和监
测对象 1844 户 7922 人，按照土地流
转、逐年补偿，随行就市、保底收购，
统采统收、定向分红等模式与集体经
济公司绑定，形成了“党支部+村集体
公司+龙头企业+农户”的利益联结模

式，村民年人均增收4000余元。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打造线上

线下销售平台，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和
宣传促销活动，致力于农文旅深度融
合、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全力把竹产
业打造成为全乡特色支柱产业。”聂
贵勇期待更多有实力、有情怀的农业
加工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完善冷链物
流，建设竹笋加工厂，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手记
地处镇雄县最西端的杉树乡素

有“生态之乡”的美称，森林覆盖率达
78.3%。近年来，该乡树牢“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全县产
业发展布局，紧盯“家家有产业，户户
能致富”目标，充分依托良好的生态
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实施“三动三
化”（即组织发动，种植规模化；龙头
带动，产业品牌化；利益联动，效益最
大化），加快农文旅融合、一二三产联
动发展，着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因
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竹产业名片，
促进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通过
发展竹产业，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杉树乡走出了一条符合
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镇雄杉树乡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竹产业——

乌 蒙 山 乡 采 笋 忙

金沙江畔果飘香，脐橙上市
采摘忙。眼下，永善县务基、桧
溪、黄华、永兴等乡镇（街道）的
3.2 万亩脐橙陆续成熟，黄澄澄、
沉甸甸的脐橙挂满枝头，果农脸
上洋溢着丰收喜悦，正在忙着采
摘，抢“鲜”上市。

近年来，永善县依托得天独
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大
力发展脐橙产业，通过规模化发
展、品牌化运营，构建脐橙产业
链，拓宽销售渠道，促进产业增
效、群众增收。

通讯员 黄 桦 摄

永善

脐橙上市采摘忙

本报讯（通讯员 狄家玉 刘伟 谭兴华）11月 22日至
24日，2024年昭通市老年人羽毛球比赛在水富市举行。
来自11个县（市、区）的14支队伍共80名运动员参赛。

22日上午，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
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场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
此起彼伏，整个赛场洋溢着浓厚的比赛氛围。

此次比赛设男子双打甲组（65岁至72岁）、男子双打
乙组（50岁至64岁）、女子双打甲组（65岁至72岁）、女子
双打乙组（50岁至64岁）4个组别。比赛采用中国羽毛球
协会审定公布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根据参赛对数
分别采用循环赛和淘汰赛的办法决出名次。

经过 3天的角逐，水富市代表队一队获得团体总分
第一，水富市代表队二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威信县代表
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三。

本次比赛由昭通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水富市人民政
府主办，秉承“安全第一、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快乐、
重在交流”的宗旨，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为老年羽毛球爱好者搭建一个沟通交流、切磋球技的平
台，推动昭通市老年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水富市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始终坚持以
服务老年人为宗旨，以基层工作为基础，以各项活动为抓
手，着力打造“银发赛事”水富品牌，不断开创老年人体育
事业新局面，让老年人的生活更有品质和温度。

昭通市老年人羽毛球比赛

在水富举行

本报讯 2024 年一带一路暨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首届
医学实验诊断职业技能赛项总决赛
于2024年11月21日至24日在河南信
阳举办，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医学技术
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22 级学生
陈珍、杨顺鲜团队凭借独到的创新思

维、扎实的专业知识、精湛的实操技
能、过硬的心理素质，在60余支队伍中
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金奖）。

此次获奖，不仅是昭通卫生职业
学院学子在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方
面的重大突破，也是学校在技能教育
和创新教育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学校将继续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改”的理念，不断加强专业
技能培训和创新教育，为学生提供更
多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平
台，为行业和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

下一步工作中，昭通卫生职业学

院将秉承“行己有耻、开物成务”的校
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加
强与高校、企业、行业的合作与交流，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升学校综
合办学实力，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
具 有 影 响 力 和 竞 争 力 的 高 职
院 校 。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供稿）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学子荣获
2024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金奖

近日，笔者在彝良县钟鸣镇木龙村看到，一条条
宽阔平坦的产业道路蜿蜒穿过片片花椒林，连接村
庄农户，成为了群众农业生产的“主动脉”。

木龙村位于钟鸣镇西部，全村种植有花椒 1200
余亩。为了让当地产业得到更好发展，进一步发挥
特色产业优势，今年，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该
村投入资金220万元，在新田、魏家堡等花椒种植区
域建设产业道路5.5千米。在项目施工中，木龙村党
员干部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引导群众以实际行
动支持配合产业路建设，确保产业路建设顺利推
进。目前，项目建设已完成，农户可以直接把农
用车开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难、运
输难的问题。

（张泽香）

寒意袭来，冬韵渐浓。为进一步做好货车司机
入会和服务工作，加强对货车司机群体的关心关爱，
近日，昭阳区总工会开展为货车司机送温暖活动，为
他们送去了冬日里的一缕温暖。

此次送温暖活动，为全区 424名货车司机发放
了价值 4万余元的慰问品，不仅为他们送去了物质
上的关怀，还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让货
车司机在忙碌的工作中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增
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下一步，昭阳区总工会将继续为货车司机提供
更加全面、贴心的服务保障，不断提升他们的归属感
和获得感。

（昭阳区总工会 供稿）

彝良木龙村

修通产业路 致富路更宽

昭阳区总工会开展

为货车司机送温暖活动

新闻点击

大关农村“厕所革命”

让“方便”更方便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明星 朱 睿）近年来，大关县狠抓

农村“厕所革命”，抓实各项举措，将农村厕所改造作为
践行新发展理念、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以小厕所牵动大民
生，以小空间推动大文明。

大关县的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始于 2019年。为使
农村厕改被更多群众所接受，县乡相关部门组织干部进
村入户，“面对面”讲解政策，“点对点”消除疑虑，先后以
每座 800 元和 1600 元的标准对农村卫生户厕改建进行
补助，让越来越多的村庄换了新颜。

在大力改造农村户厕的同时，大关县还加大对农村
公共厕所的改建力度。

走进悦乐镇妥河村的一座座公厕，地面一尘不染，
洗手池洁净如新，整个卫生间无明显异味。据了解，为
加强公厕管理，大关县统一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做到
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督查，确保形成建、管、修、用
并重的长效管护机制。

据悉，自开展农村“厕所革命”以来，大关县累计投
入财政补助资金 4024.64万元，改建卫生户厕 26991座、
卫生公厕79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