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 颖 陈光洪

“你现在吃东西正常吗？给你发
的药按时吃没？”在永善县人民医院
住院部，“组团式”帮扶医疗队成员、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医生张林敏正与 9 岁患者小杨交
谈，仔细询问他的饮食和用药情况。

“现在头不疼了，也不想吐了，我
又能活蹦乱跳了。”小杨开心地说道。

这只是“组团式”帮扶医疗队帮
扶永善的一个缩影。自 2022 年入驻
永善县人民医院开展帮扶以来，帮扶
医疗队围绕医院管理、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医疗质量、医共体建设等进
行指导，帮助制订科室帮扶计划，完
善科室管理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先进
的诊疗技术和设备。截至目前，已成
功开展了神经外科开颅手术、神经介
入手术等10余例大型手术，推广开展
新技术达 90 项，累计完成手术例数
1100余例，开展义诊活动20余场。

“今年主要入驻的 11 位成员是
‘组团式’帮扶永善县医疗队派出的
第三批队员，他们分别来自云南省肿
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些成员
的专业领域广泛，涵盖了心内科、神

经内科、神经外科、儿科、麻醉科、肝
病科、急诊科以及重症医学科和皮肤
科。”“组团式”帮扶医疗队成员、永善
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李晋介绍道。

永善县人民医院紧紧抓住“组团
式”帮扶这一工作机遇，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持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2023 年，该院影像科、麻醉科
成功申报为市级重点专科；2024 年，
新开设了肝病门诊，老年病科、介入
科实现独立开科。

“自从帮扶专家来到我院，我院
的医疗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目前
开展的手术有去骨瓣减压术、硬膜下

血肿清除术、颅骨钻孔引流术等，现
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
医院的医疗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减
轻了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该院外
二科医生罗勇说道。

“输血”与“造血”并重。“经验丰
富的专家通过手术示教、病例研讨等
方式，将先进的临床思维和治疗传授
给我们年轻医生，帮助我们掌握更规
范、更有效的诊疗方法和手术技巧，
提高我们的临床操作水平，我们年轻
医生在‘家’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
指导。”永善县人民医院外二科医生
王秋满怀感激地说道。

盐津：“四个度”让“石榴籽”抱得更紧更密
◆通讯员 彭恒强

近年来，盐津县坚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大力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拓展民族
符号广度、传承民族文化深度、提升民
族和谐程度、升级民族团结温度，精心
呵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族
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凝聚起团结
奋进的强大力量。

拓展民族符号广度

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融入全县
工作大局，牢牢把握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任务。先后打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廊、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广场、红石榴街区、红石榴集
市等固定宣传教育阵地，以浸润式宣
传呵护各族群众共有文化精神家园。
大力开展“线上”宣传教育，“乌蒙石榴
红宣讲团”盐津分团宣讲活动常态推
进，两年来累计开展宣讲 51 场次；利
用村村通大喇叭、户外电子显示屏等

媒介，常态播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宣传资料，不断扩大各民族共有
文化宣传范围，提升群众知晓率。“线
下”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旅游景点、车
站广场等地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宣传
专栏等，并结合“戏曲进乡村”“戏曲进
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纵深开展丰富
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实现了社会宣
传“面上”全覆盖。

传承民族文化深度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把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与传承建
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发
和传承保护力度。先后编撰了《百年
盐津人》《盐津文物古迹》《盐津县脱贫
攻坚大决战实录》《盐津县文史资料》
等书籍和期刊，创作了《背山的女人》

《关河船工号子》《牛灯》《拓荒牛》等一
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充分汲取各民
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舞台艺
术作品。盐津苗族大唢呐、高竿狮舞
成功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持续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
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三年来举
办乡村文化节、美食节等民间文化艺
术节 15 场次，就近依托盐津烈士陵
园、马冰清故居等开展“追寻红色记
忆”等活动。

提升民族和谐程度

坚持以民为本，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运用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方式开展移风
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推进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广
泛宣传文明家庭先进事迹，在重要传
统节日和时间节点组织家庭文明建设
活动，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
引导。以文明家庭、校园、乡镇、单位、
城市创建为抓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志愿服务等工作，推动“六种良好风
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
进企业、进家庭，纳入村规民约重要内
容，引导群众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
惯。大力选树一批先进典型，总结一
批典型经验，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教育

引导干部群众崇德向善、遵规守纪，全
力打造新时代“昭通印象”盐津样板，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和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

升级民族团结温度
以互嵌式社区建设为切入点，依

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先后组织各族群众成立了党员服
务、爱心帮扶、邻里互助、文体服务、便
民服务、环境保护等志愿者服务队，常
态开展健康义诊、矛盾纠纷调解、结对
帮扶、技能培训、科普宣传等爱心活
动，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在润物无声中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发挥村
（社区）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优势，通
过打造“乡愁馆”、党员活动室、文化活
动广场、农家书屋等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的环境，不断筑牢各族群众理想
信念根基。

近日，永善县城南小学开展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诵读
中华经典、做博学少年”国学展演
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吟诵了一篇篇
经典诗文，诵读内容以国学经典、古
典诗词歌赋为主，表现形式多样，新
颖别致，把文化种子植根学生心灵
深处，使孩子们与经典对话，与圣贤
同行，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讯员 黄 桦 杨朝镇 摄

◆云南日报记者 李春林 隋鑫

午后的临沧，细雨淅淅，在这个寂
静城市的一方小小天地里，声音交织
在一起，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记者随车来到临沧市少数民族语
影视译制中心。1 号录音棚里，录音
设备整齐摆放，墙壁使用特殊材质，将
外界的喧嚣隔绝。设备开启，配音演
员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眼前的电视机，
准备开始今天的配音录制工作。

正在录制的是《我的父亲焦裕禄》
节选剧本，负责焦裕禄角色的配音演
员龙大伟正在绘声绘色地进行佤语配
音。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诉说着焦裕
禄对多年未见的母亲的愧疚与思念，

饱满的情绪直抵人心。
“houig gon ex laih? hoig grōx

maix,maix grōx yūh nin o.”（佤语，意
为“俺儿回来了？瘦了，这都没肉
了。”）今年44岁的田翠翠正在为剧中
焦裕禄的母亲配音，声音中饱含着对
儿子的牵挂与担忧。

“mōh nbīoung noh ga maix,yix
rax hreeng ang lai houig di mgāig
maix.”（佤语，意为“他想您了，这么些
年没回来了。”）焦裕禄妻子徐俊雅的
配音演员田秀英，以微微颤抖的语调
展现出对这对母子的深深疼惜之情，
拨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弦。

演罢，掌声雷动，听众们赞叹不已。
“他们的声音和情绪交织在一起，

瞬间把我带入那个充满故事的年代。”
现场的听众说，3 位配音演员的声线

将这段戏表演得活灵活现，佤语独特
的韵律和节奏也为这个经典故事增添
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这是临沧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
中心每一位配音演员的日常，这样的
民族语配音已在临沧回响45年。

1979年，临沧地区少数民族语电
影译制组成立，这便是临沧市少数民
族语影视译制中心的前身。截至2022
年，这个历经岁月依旧饱含活力的团
队，共翻译制作了 1158 部影片，包含
603部佤语电影、494部傣语电影、48部
拉祜语电影、7部布朗语电影、1部俐侎
语电影以及5部缅甸语微电影。这些
民族语电影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观影
的愿望，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在配音室这一方寸之隅，配音演员
以声音为画笔描绘出精彩世界，让更多

的人领略到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
“他们说我们配音演员是‘怪物’，

要将自己拆解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
精准地嵌入不同的角色之中。”从事佤
语译制工作的田翠翠开玩笑地说。

田翠翠从小生活在阿佤山，是个
地道的佤族姑娘。她自幼便听着“班
洪四大嫂”的故事长大，民族文化潜移
默化地在她心里播下了种子。“少数民
族语影视译制工作是文化交流的纽
带，能够从事这份我打心底里热爱的
职业，我很骄傲。我想用自己的母语，
将党的声音传遍阿佤山的每一个角
落，让同胞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温暖。”田翠翠说。

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临沧市少数
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步履铿锵、执着前
行。45载只是一程，未来仍在路上。

永善：让群众“近”享优质医疗资源

临沧：民族语电影“译”路向前

诵读中华经典
做博学少年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古城作为历史的遗产，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保存着大量
的历史建筑。近年来，全国各地对
古城进行修复与开发的热情不断高
涨，古城修缮复建工作开展得如火
如荼，这让大众对古城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与憧憬。

古城既要保护也要发展，这既
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然而，在古城修复
与开发的过程中，既有丽江古城、平
遥古城等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优
秀典型，也存在“拆古建新”“大拆大
建”等损害古城历史遗迹、破坏空间
格局的反面事例。因此，笔者认为，
在古城的修复和开发中，应做到保
护与发展相互协调。

保护古城的历史文化，注重文
明传承。古城中的历史文物古迹，
一旦遭到破坏，便很难恢复，会造成
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在古城修
缮过程中，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搞
大拆大建。要坚守文物安全红线、
底线，提前做好保护规划编制工
作。不仅要保护好国家级、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要尽可能保持
古城的街巷空间格局和历史建筑风
貌特色。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
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古
城留下记忆，让居民记住乡愁。

利用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促
进古城经济发展。古城的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人的支撑。无论
是居住在古城里的人，还是到古城
观光旅游的人，温馨舒适的环境才
能让人愿意留在古城、来到古城。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交易，就能带
来经济效益。而有了经济的支持，
才能更好地保护古城，从而形成保
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城
修复与保护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与
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要将改善古城
人居环境与发展旅游有机结合，在

保障古城居民安居乐业的同时，更
好地满足广大游客的需求。同时，
要挖掘古城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新
场景、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进
一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提升古城
的吸引力，让古城真正“活”起来、

“热”起来。
古城修复与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把准方向，坚持保护与发展
并重原则，做到保护优先、合理利
用。通过传承历史韵味、强力塑造
文旅优势，聚人气促发展，让古城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保护与发展中焕发古城活力
龙 萍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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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宣传工作队伍

集中“蓄能”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继冬）近日，盐津县举办宣传业
务专题培训会，为该县宣传工作队伍“蓄能 ”。

据了解，本次培训由盐津县委宣传部主办，特邀市、县
知名媒体人进行专题授课。各乡镇宣传委员、通讯员，县直
部门通讯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共计110人参加培训。

在新闻稿件撰写业务培训环节，昭通市融媒体中
心授课老师就如何写好新闻报道、如何做好新闻策划、
标题制作、新闻图片拍摄等方面结合自己多年的采访
经验和实际案例进行了生动详细的阐述，并勉励新闻
工作者要下足锤炼文字、标题制作、新闻选题、精品意
识“四个功夫 ”，在日常报道中要抓细、抓小、抓实，做
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新媒体视频拍摄业务培训环
节，盐津县融媒体中心授课老师就手机拍摄的便捷性、
方法技巧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对延时摄影、无人机等新
兴新闻拍摄方法、工具作了介绍 。在新闻摄影业务培
训环节，盐津县摄影家协会专家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详
细介绍了新闻图片的摄影技巧、时政新闻的拍摄要点
与禁忌等内容。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学员们认真做好笔
记的同时，不时与授课老师互动交流 。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培训掌握了很多新闻宣传方面的实用技能，收获颇
丰，今后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新
闻宣传工作贡献力量。

龙街乡：
车间建在家门口
群众增收不用愁
◆通讯员凃润丹 熊正荣

小雪节气过后，走进彝良县龙街苗族彝族乡卓基村
辖区的昭通江游水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有条
不紊地灌装、打码、贴标、封口……一桶桶矿泉水缓缓通
过自动传送生产线，整个生产车间井然有序。

“感谢政府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将闲置的校舍提
供给公司作为生产车间和办公地点。”昭通江游水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廖富银说道。

近年来，龙街乡围绕“村有支柱产业、户有增收渠
道、人有致富技能 ”目标，大力推进就业帮扶工作，鼓励
创建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拓
宽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渠道。

卓基村 3名返乡创业人员把握时机，依托卓基村良
好的水资源优势，把在浙江饮用水公司学习到的生产技
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带回家乡，于 2023年 6月成立了昭通
江游水业有限公司，生产“泷湖山泉 ”。公司总投资 300
余万元，已建成1条桶装饮用水生产线，正在筹建1条瓶
装饮用水生产线，并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及昭通多个县区开设了 81家分销店，每年产量达 54万
桶，产值约 216 万元。通过招收本地群众务工，既保证
工 作人员岗位稳定，又实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在这里上班不仅收入稳定，还可以照顾家庭，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洪加凤一边将水桶放进机器消
毒一边笑着说。自公司成立后，她经过短期培训，熟悉
了具体操作后便上岗了，目前已在公司工作1年多。

目前，该公司已吸纳就业人员 10人，其中有 5人为
脱贫劳动力，月平均工资 3800元以上，拓宽了群众的增
收渠道。

文明旅游志愿服务进公园
本报讯 近日，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到清

官亭廉洁文化主题公园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进
行文明旅游正面宣传引导，倡导游客文明旅游。

活动中，志愿者向市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旅游文明行为手册》等宣传资料，开展了旅游咨
询服务，宣讲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
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云南省旅行社行业及
导游行业文明服务规范》等知识，倡导游客守法文明，遵
守公共秩序，做到有序排队购票、不随意丢弃垃圾、不在
公众场所高声交谈，安全出游 。

（昭通市文旅局供稿）

将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的建筑物进行租赁会受到处罚吗？

【有事要问】将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
进行租赁会受到处罚吗？

【身边案例】外地人张某到某县从事卫浴批发
经营，其发现有人在县城附近搭建临时建筑物作为
仓库对外出租，张某想租一间用作仓库，后张某发
现该建筑物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张某咨询，将不符
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进行租赁会受到处罚吗？

【意衡律师解答】《云南省消防条例》规定，建筑
物所有权人明知建筑物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对外
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责令改正或者停
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
下罚款。

昭 通市 司 法 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我国将于2027年

全面实现5G规模化应用
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十二部门近日联合印发《5G

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升级

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构建

形成“能力普适、应用普及、赋

能普惠”的发展格局，全面实

现5G规模化应用。

5G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万

物互联、数据流通的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以泛在连接促进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各类数字技

术融合创新，已成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一环。根据方

案，到 2027 年底，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达 38个，5G个人用

户普及率超85%，5G网络接入

流量占比超75%，5G物联网终

端连接数超1亿。

方案围绕应用、产业、网

络、生态“四个升级”明确主要

任务，持续增强 5G 规模应用

的产业全链条支撑力、网络全

场景服务力和生态多层次协

同力，全力推进 5G 实现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

多方位赋能。

记者了解到，5G规模化应

用将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

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赋能传

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下一步，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系统推进 5G规模化应用

相关工作，加速实现 5G 应用

量的规模增长和质的有效提

升，支撑新型工业化和信息通

信业现代化。

（来源于新华网）

登报作废
杨成云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530602018142；道路运输证，证

号：530602025152；车牌号：云

C49769。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马仲超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530602016904；车 牌 号 ：云

C39455。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真知培优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在富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乌蒙古镇

支行（原昭通昭阳富滇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7340001363401； 账 号 ：

660011010000514288；编 号 ：

7310-00319831。特登报作废。

减资公告
昭通金香源餐饮服务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代 码 ：

91530602MACA5HYX87），本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经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从

12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公司

已于减资决议发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昭通金香源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日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