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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昭通市高原特色农业
喜讯频传，继昭通苹果成为空间站保
供鲜食水果、中国竹业学术大会走进
昭通之后，昭通天麻、盐津乌骨鸡又入
选农业农村部 2024 年农业品牌精品
培育计划。目前，昭通苹果、竹子、马
铃薯种薯、天麻种植面积均列全省第
一位。

70万吨水电铝项目稳定投产，全
省第一块光伏玻璃在昭通生产下线，
15万吨工业硅项目在盐津投产，电力
装机规模达2455万千瓦、列全省第一
位。1月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2%。

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清凉乌蒙游
客如潮，巧家房车营地火爆出圈，“在
云南样样好、在昭通越来越好”的幸福
走深走实。1月至9月，全市接待国内
外游客 4583.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
费474亿余元。

昭通市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
文章，立足资源禀赋构建高原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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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 效 。 去 年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7.7%，增速全省第一；今年，全市五大
产业产值有望突破3000亿元，比去年
净增500亿元。

高原特色农业风生水起
10月下旬，一场产销对接会再次

掀起昭通“昭阳红”苹果销售热潮，来
自全国各地的170多家经销商云集昭
通，签下5万吨苹果订单，协议销售额
约5亿元。首发仪式上，满载200吨红

苹果的16辆卡车从冷链物流园出发，
驶往全国各地市场。

“昭通苹果复购率很高，去年我们
公司累计销售400吨，今年的销量有望
增加20%。”湖南客商刘贵武认为，昭通

“昭阳红”苹果实现了从种苗、种植、分
选到销售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提升了苹果优果率和市场竞争力。
作为昭通现代苹果产业的示范和标杆，

“昭阳红”10万亩高标准矮砧密植苹果
示范园拥有国际领先的M9-T337自根
砧矮化密植技术，在智能滴灌系统和现
代果园机械设备的加持下，实现节肥
60%、节水70%、节地70%、亩产量提高
30%。2024年，近百万亩昭通苹果预计
实现产量130万吨、综合产值150亿元，
带动52.7万人增收。

小土豆做成大产业。在云南理世
集团噜咪啦鲜切薯片生产车间，经过
清洗、切片、油炸、拌料，从土豆到薯片
只需短短3分钟。“公司年产鲜切薯片

1.5万吨、薯类膨化食品 3000吨，年加
工产值达2.9亿元，直接带动近千人就
业，辐射带动农户3.7万人增收。”公司
副总刘元省说。

昭通高原农业资源丰富，全市现有
10万人种天麻、50万人种苹果、60万人
种花椒、100万人在竹产业中受益，1.8
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44.4万户
脱贫群众增收。特别是以本地小黄牛
为主要食材的昭通小肉串，在全国各地
的门店有8000多家，年产值超过100亿
元，带动上下游近7万人就业。

围绕打造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
产业布局，昭通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全力做强苹果、竹子和马铃薯，做大天
麻和特色养殖，做优花椒，做特小众产
品，实现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发
展。在 2023 年全市实现农业综合产
值1200亿元的基础上，2024年六大高
原特色农业综合产值有望再创新高。

下接第2版

产业提质增效 发展动能增强
——昭通市做好“产城人”文章推进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基层人民教师要以教育家精神
为引领，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的志向和抱负，守初心、铸匠心、传仁
心，涵养教育情怀、弘扬奉献精神，为
昭通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修身立德“守初心”，涵养“心有
大我”的教育情怀。教师是立德树
人的主力军。立德树人的前提是修
教师之身、立教师之德，教师既要以
德为本、以德立身，也要以德立教、
以德执教，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才能持续以教育家精神涵养育人情

怀，更好地培养一代又一代对祖国
有用的人才。

锤炼本领“铸匠心”，坚定“以文
化人”的弘道追求。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和能力，是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
学水平的基础支撑。教师要保持勤
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铸就
科学有效、匠心独运的教学之道，为
广大学子提供知识给养。要夯实专
业功底，紧跟国家教育教学改革和学
科发展的步伐，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提升个人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真正
做到学在日常、练在经常、用在平

常。要深耕课堂教学，学会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赋能日常教学，优化课堂教
学设计和组织形式。要增强教研意
识，课题研究是教师探索教育教学原
理、推动从深层次解决教学问题的有
益实践，要聚焦教学、教法、教材，下
深功夫、实功夫、硬功夫，促进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融合发展。

担当作为“传仁心”，弘扬“乐教
爱生”的奉献精神。弘扬教育家精
神、讲好教育家故事，传播教育好声
音，贡献教育大智慧，需要教师有

“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事事心

中有底”的责任感、“生生关爱在心”
的使命感，挺膺担当、乐教爱生、甘于
奉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要以教育家精神铸师魂、
强师能，着力打造一支明道信道、崇
德修德、乐教善导、能力过硬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

弘扬教育家精神要入心入脑见行动
杜洪银

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今年以来，
盐津县创新思路，采取有力措施破解
农村污水治理难题，并取得显著成效，
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农村污水治理中，盐津县采取
集中财力、整合资源、整体推进的工作
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巧妙地将农村
污水治理与乡村振兴、“厕所革命”、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以及城镇、集镇污水
处理厂建设等融会贯通。今年，盐津
县投入了 5000 万元的乡村振兴衔接
资金以及 450 万元的“厕所革命”资
金，专门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户
厕改造。同时，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
持，获得 2900 万元用于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截污、农村环境整治和兴隆乡蒿
芝村街子村民小组农村污水治理等工
程建设。有了资金保障，盐津县完成
了市级下达的6个新增行政村、5个提
升村的农村污水治理任务，县级自行
确定的新增4个行政村、6个提升村的
治理任务正在加速推进，今年底将完
成所有治理任务。

为切实提升农村污水治理成效，盐
津县组织县、乡、村干部分批次前往威
信县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等地学
习治理经验，并邀请省、市专家亲临现
场进行指导。目前，盐津县已摸索出一
套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成本
低、易维护、效果佳且具有推广价值的
农村污水治理模式。庙坝镇在民政村
率先打造县级治理示范点，为全县农村
污水治理树立了标杆，引领全县农村污
水治理工作向好的态势发展。

盐津县作为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村落分布较为分散，这给污水治理工

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盐津县迎
难而上，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
则，科学合理地选择治理模式和技术
工艺。在人口密集、形成街道的村庄，
采用一体化设备进行污水处理；对位
于集镇边沿的村庄，则将污水纳管引
入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在农户相对
集中居住的区域，采用小三格加大三
格化粪池的处理方式；而在示范点，则
采用大三格加无动力净化罐的处理方
式。对经过处理达到A 标的污水，排
入外环境；达到农灌标准的污水，则进
行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牛寨乡万
和村凭借平坦的地势和集中的人口居
住优势，通过一体化设备处理污水，一
改往昔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现象，再
加上实施“先导工程”建设，如今的万
和村已然成为一个天蓝、地净、水清的
和美乡村。农村环境大变样，村美人
和，万和村摇身一变，成为盐津县的乡
村旅游热门目的地，有效地促进了群

众增收。
牛寨乡河口村地处长江二级支流

宋江河源头，由于河口村处于上游，而
四川省筠连县筠连镇川丰村处于下游，
且河口村集镇临河，这种独特的地理位
置使两村在污水治理上紧密合作。经
过两县商议，决定由河口村敷设农村污
水收集管网，将集镇上几个村民小组的
污水纳管收集至川丰村污水处理厂进
行规范化处理。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
合作模式，双方共同推动川滇两地农村
污水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此外，盐津县
与筠连县还多次携手组织开展跨区域
巡河活动和执法巡查活动，在多方面展
开协同合作，为两县跨流域水生态保护
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

盐津县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坚
持统筹规划、示范引领、因地制宜和区
域协同，不仅实现了生态环境显著改
善，也推动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
推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盐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绘就生态画卷

近日，永善县组织开展辅具适配下乡活动，将
手动轮椅、电动轮椅、手杖、助行器、坐便器等辅助
器具免费送到残疾人手中，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与温暖。图为该县残联工作人员到县中心敬老院
为残疾老人讲解辅助器具使用方法。

通讯员 黄 桦 摄

永善

向残疾人免费适配辅具

本报讯（通讯员 涂睿宸）近日，第七届全国青少年
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昭通学子
在此次大赛中表现出色，共斩获 2 银 1 铜的优异成
绩。其中，昭通市实验中学学生张艺腾获初中组机器
人工程设计专项赛银奖、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学生熊泽麒获初中组机器人工程设计专项赛铜奖、昭
阳区第一中学学生张瀚文获高中组机器人工程设计专
项赛银奖。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是教育部《2022—
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位居
首位的“白名单”赛事。该赛事由团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
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主办，共青团中央少年部、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共同指导。大赛设置了 4
个极具针对性的参赛方向，分别为智能机器人应用、智能
程序及算法设计、智能芯片及开源硬件、人工智能技术综
合创新。

本报讯（通讯员 吴 敏 王 彬）近日，“盐津大厨”烹饪
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盐津大厨”烹饪协会章程》；听取
了《“盐津大厨”烹饪协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
法》；票选出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会长、常务
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及监事会监事长、监事。

“盐津大厨”烹饪协会第一届会长表示，将带领协会
成员在行业自律、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市场空间、协会
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全力以赴为盐津餐饮事业的发展贡
献协会力量。

据悉，盐津县厨师从业者共 6000余人，带动餐饮就
业人员 1.2万余人，关联带动“3+N”富民产业吸纳更多
劳动力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懿珊 刘晓艺）小雪过后，永善县
黄华镇的壮丽金江苗圃基地第一批枇杷苗已培育完成。
走进苗圃基地，只见一排排育苗盘摆放整齐，一株株枇杷
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当地果农正在基地有序领取枇
杷苗，登记、搬运、装车……大家铆足干劲，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2023年初，黄华镇采取“党支部+集体经济+合作社”
模式，联合 12 个村（社区）共同出资建立了黄华镇壮丽
金江苗圃基地，从外地引进砧木苗，嫁接培育更适合本
地种植的“大五星”品种，在保证枇杷苗品质的同时，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更适合本地种植的“大五星”
品种树苗。

据悉，目前，该基地规模达 40亩，共育苗 80余万株，
已出苗近15万株。培育出的枇杷苗除销往黄华镇外，还
将销往码口、大兴、桧溪、莲峰等周边乡镇。

昭通学子
在全国创新大赛中获佳绩

盐津成立烹饪协会

做强餐饮品牌

黄华镇

“大五星”枇杷苗供销两旺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东升）“在赶

集日与镇、村（社区）干部唠唠嗑，问题
就解决了。”在“逢 8 有约——赶集龙
门阵”活动现场，群众感慨地说道。

近期，绥江县新滩镇积极探索基
层治理新路径。每逢农历初八、十
八、二十八赶集之日，镇党政班子成
员和相关站（所）长轮流开展“逢 8有
约——赶集龙门阵”活动，以便更好
地倾听群众心声、收集群众意见、解

决群众难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尽管

提，我们会及时为大家解答。能够
现场解决的就现场解决，不能现场
解决的，我们会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逐一解决。”新滩镇党委相关负责人
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问问乡镇卫生院看病的门
槛费是多少？”“如果缴纳养老保险的
当事人没满 60 岁就去世了，交的钱
能退吗？”“我想修建房屋，需要办什
么手续？”老百姓们急切地围拢过来，
纷纷抛问题。参加活动的干部一边
仔细聆听，一边认真记录 。

就这样，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里，10余名村民先后发言。

余大爷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总
觉得干部离我们很远，现在他们积
极深入基层，与我们面对面交流，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这样的活动
真不错。”

新滩镇“赶集龙门阵”解民忧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燕）近年
来，鲁甸县水磨镇立足发展实际，紧
扣“产业兴镇”目标，着力优化产业
布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全力做优

“一产”、挖掘“二产”、服务“三产”，
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
好局面。

做优一产，为产业发展“固基”。
水磨镇不断提升“中国南方马铃薯种
薯之乡”的美誉度，投资220万元建设
马铃薯高标准示范基地 1 万亩、规模
种薯基地3.3万亩，建成高原冷凉蔬菜

基地 5 个 7000 余亩、中药材基地 4 个
3800 余亩，建成独蒜兰组培、驯化与
育苗生产车间1个。这些举措带动群
众就地就近就业20余万人次，实现务
工增收达2000余万元。

挖 掘 二 产 ，为 产 业 发 展“ 赋
能”。水磨镇争取 48 万千瓦光伏、风
电项目落地，使 700 余户农户每年可
获得流转土地租金达 108 万元，同时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18 万元，还带
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3 万余人
次，实现务工增收 450 万元。同时，
申请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补
助资金 358.09 万元，实施道路硬化
项目 4 个，惠及群众 408 户 1565 人。
目前，已有 1 个项目完工，另外 3 个
正在建设中。

服务三产，为产业发展“提质”。

水磨镇全力推动农文旅事业健康发
展，朱提山文化旅游景区成功申报为
国家 3A级旅游景区。精心打造老鹰
岩、白房子、阿鲁快、吴家村等示范点，
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游。2024年，鲁
甸第十六届樱桃文化旅游节水磨镇分
会场活动如期举办，朱提山文化旅游
景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88428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51.89万元。

水磨镇“三产共兴”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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