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2024年12月8日 星期日

甲辰年十一月初八

中共昭通市委主管主办

昭通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3 第9998期 邮发代号：63-41 昭通新闻网www.ztnews.net 值班编审：周燕 今日4版

昭通发布公众号 扫码投稿昭通发布客户端

◆通讯员 杨东升

绥江县位于云南省东北缘，金沙
江南畔。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产业
富县战略，坚持走“小而精、小而特”的
产业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以李子、
竹子、枇杷、猕猴桃为主的特色农业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眼下，绥江方竹笋进入采收的
季节。在绥江县罗坪村万亩方竹示
范园里，方竹笋破土而出，沐浴着阳
光雨露，不断向上生长。笋农们纷
纷走进茂密的竹林中，抢抓时节采
摘鲜笋。

一大早，罗坪村村民周国和邻居
们便背着背篓、带上麻袋穿梭在竹林

间，他们熟练地抓住竹笋中部左右摇
晃，一声脆响后，竹笋便被从底部折
断，顺势丢进背篓，不一会儿方竹笋便
装满背篓。

“我们一般早上七点进山采笋，竹
笋好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能采200多公
斤，一天能挣差不多2000元。”周国一
边麻利地采笋，一边兴奋地说，“漫山
遍野的方竹林，就好比是‘银行’，钱都
存在山上，只要吃得苦，每年都有几万
元的收入。”

“我们村种有方竹 1.2万亩、筇竹
2.5万亩，今年秋季初产期，方竹笋的
产量达 200 余吨，产值 180 余万元。
春季筇竹笋的产量达 620 吨，产值
800余万元，2季竹笋的产值达 980余

万元。乡亲们通过种植竹子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罗坪村党总支相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绥江县通过“村集体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海拔 1200米以上的深山种植 33万
亩方竹。今年，部分竹林进入竹笋初
产期。采笋季恰逢天气潮湿多雨，方
竹笋长势喜人，加上市场行情较好，收
购价格相对较高。

“今年的收购价在每公斤 9 元
左右。绥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
得出产的方竹笋肉质鲜嫩、口感清
甜，深受消费者喜爱。”竹笋收购商
杨华一边帮助竹农把刚采摘的鲜
笋搬运上车，一边介绍今年的市场

行情。
为了就近加工鲜笋，绥江县建设

了 3个竹笋初加工厂和 1个竹笋精深
加工厂，通过无硫保鲜工艺，将鲜笋加
工成清水笋、调味笋、笋酱、发酵笋干
等多个系列数十种竹笋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此外，绥江县还因地制宜发
展林下经济，大力深挖竹文化内涵，
进一步开发竹工艺品，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

“目前，全县竹林面积达70万亩，
年采笋 1.2 万吨、产竹材 5 万吨，实现
竹产业综合产值 4.2亿元，带动 1.7万
户农户增收。”绥江县林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绥江县将持续做大做强竹产
业，助推乡村振兴“节节高”。

竹产业助推乡村振兴“节节高”

◆通讯员 黄成元 黄春燕 邱 琴

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助力群众就
业增收。在盐津县中和镇产业园区
内，云南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和云南
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携手舞
动着农业产业发展的龙头，为当地群
众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就业致富之路。

云南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是盐津
县农业产业领域的一颗新星。公司专
注于生态食品的研发和生产，以绿色、
健康、美味的产品理念赢得了市场的
青睐。

唐兰燕是一位年轻的创业者，曾
经在外打拼多年。看到家乡的发展机
遇，她毅然决定回到盐津，加入云南纤
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 以前我一直在浙江打工。云南

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以后，我就
选择在这里上班了。在这里，我学到
了很多东西，提升了自己的同时，也
稳定了收入。”唐兰燕高兴地说。

如今，唐兰燕已经成为公司的业
务骨干，带领着团队不断开拓市场，将
云南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推向
更广阔的天地。

为发展壮大企业，该公司注重科
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不断引进先进的
生产设备和技术，进一步扩大生产规
模，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公司从今年7月开始投产运行，
目前我们公司有200多名员工。如果
满负荷生产的话，我们需要 400 多名
工人。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
乡创业，共同为我们盐津的发展贡献

力量。”云南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波这样说。

云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是盐津县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于
2022年9月在该县中和镇产业园区建
成投产。项目概算总投资 3 亿元，分
三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项目已
经建成投产，每年可深加工鲜竹笋
等农特产品 5000 吨，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

张明英是云南百年传奇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的一名老员工，以前她只
能在家种地，收入微薄，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自从来到这里上班后，不仅
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还能学到技
术，现在她感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和张明英一样，徐国荣在云南
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已

有几个月了，现在他不出远门就能
务工挣钱，心里越想越开心。

该公司主要以鲜竹笋等为原料，
研发生产盐渍竹笋、清水笋尖及其他
高山蔬菜制品。根据规划，公司将依
托上海销售团队、全国 800 多个省市
代理商，用 3 年时间把竹笋系列休闲
食品以及黄瓜干、萝卜干等高山泡菜
系列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我们现在正在加快生产订单产
品，然后销往全国各地。”云南百年传
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这
样说。

云南纤多多食品有限公司和云
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不
断发展壮大，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
多就业岗位，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致富的梦想。

舞动产业龙头 做足就业“文章”

◆通讯员 朱 睿 彭明星

大 关 拥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竹 资 源
优 势 ，山 峦 叠 翠 之 间 ，竹 林 绵 延
如 海 。 近 年 来 ，大 关 县 委 、县 政
府 将 竹 产 业 定 位 为 县 域 经 济 支
柱 产 业 ，全 力 打 造 竹 产 业 全 链 条
发 展 格 局 。 从 竹 苗 的 培 育 、竹 林
的 管 护 ，到 竹 子 的 高 效 采 伐 与 精
深 加 工 ，形 成 了 一 条 完 整 的 产 业
链条。

在 竹 产 业 的 带 动 下 ，大 关 县
的 创 业 就 业 局 面 焕 然 一 新 ，一 些
怀 揣 创 业 梦 想 、具 有 奋 斗 精 神 的
年 轻 人 纷 纷 将 眼 光 投 向 乡 村 ，踏
上 返 乡 创 业 之 路 ，向 元 媛 便 是 其
中 一 位 。 在 昆 明 奋 斗 15 年 ，积 累
了 8 年 电 商 工 作 经 验 的 她 ，面 对
电 商 业 务 逐 渐 萎 缩 的 态 势 ，一 度
陷入迷茫。然而，父亲的一句话，
让她看到了家乡竹产业发展的巨
大潜力，于是她毅然决定返乡，和
父亲一起种竹。

回到大关，向元媛首先做的就
是了解当地竹资源状况，跟父亲学
习竹子栽种及管护相关知识，同时
她还将自己以前的工作经验运用
到 实 际 管 理 中 ，通 过 抖 音 、视 频
号 等 短 视 频 平 台 ，大 力 宣 传 大 关
筇竹。

她说：“作为一名返乡青年，返
乡的意义就是运用我们在外所见
所学和接触到的新手段结合家乡
的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企业的
管理和经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让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从 2019 年到 2022 年，向元媛和
父亲先后在大关县木杆镇、靖安镇
等地种植筇竹和方竹 14000 亩，并
成 立 了 昭 通 市 峻 竹 林 业 有 限 公
司。公司采取“企业+农户+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模式发展，今年木
杆镇甘顶村的 3000 亩筇竹基地已
初见成效。

冬季正是竹林管护的好时节，
在 靖 安 镇 的 种 植 基 地 里 ，工 人 们

正 在 忙 碌 地 补 种 方 竹 和 管 护 竹
林。靖安镇五星村村民杨隆开夫
妻俩从今年一月份起就在竹基地
务工，从育苗、栽种到锄草、施肥，
现在收入已有 5 万块左右。据向
元 媛 介 绍 ：“ 种 植 以 及 抚 育 ，包 括
基地拉水管等方面都需要大量工
人 ，最 多 的 时 候 一 天 需 要 七 八 十
人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发 放 工 资 近
130 万元。”

竹 材 加 工 环 节 更 为 就 业 拓 展
了巨大空间。众多加工厂的建立，
吸纳了大量周边村民就业。走进
大关县金竹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断，工
人们忙碌而有序地操作着各种设
备，一根根竹子在这里经过分级、
防 霉 、防 蛀 、调 直 、塑 形 等 多 道 工
序，摇身一变成为高品质的竹材，
进而被加工成款式新颖、环保耐用
的竹家具，畅销省内外市场。随着
公司订单的不断增多，对用工的需
求 也 越 来 越 大 。 据 公 司 总 经 理

胡 金 华 介 绍 ：“ 公 司 现 有 职 工 70
多 人 ，全 都 来 自 大 关 本 地 。 根 据
各 个 岗 位 的 不 同 ，正 式 工 的 工 资
在 4000— 8000 元 之 间 ，有 时 候 会
根 据 订 单 情 况 就 近 寻 找 一 些 临
聘人员。”

今年 22 岁的杨顺毅是从天星
镇搬迁到靖安安置区滨江社区的
大学生，毕业后便来到公司上班。
在数控车间里，她熟练地操作着电
脑制图，切割机器则按照她的设计
将竹板切割成所需的形状。能够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 ，杨 顺 毅 很 满
意。“这个岗位和我大学所学的专
业比较对口，做起来上手比较快。”
杨顺毅笑着说。

据统计，目前大关县已发展笋
材 加 工 企 业 20 家 ，涉 竹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23 个、家 庭 农 场 及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82 个 。 其 中 ，笋 材 加 工 企
业直接带动 1500 余人就业，有效促
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群众
增收致富。

“竹”梦照进现实

努力在事业上成就人才，在情
感上留住人才，在政治激励上吸引
人才，让更多人才返乡入乡，为乡村
全面振兴添砖加瓦，在奋斗人生中
圆梦出彩。

线下打造体验馆，线上直播带
货，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返乡创业青
年普骞成立公司，卖火了以“昭通十
宝”为代表的高原农特产品，直接带
动50余名员工人均年增收5万元，还
通过购销带动1000余户农户增收。

昭通市积极构建“政府引导+平
台推动+政策赋能+管家服务”的返
乡创业模式，推出促进创业就业“二
十条措施”，2023年以来吸引6万余
人返乡创业，带动18.64万人就地就
近就业，实现了从输出劳动力到回
引生产力的华丽转身。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关 键 在 人 。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
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

训基地等建设。”近年来，各部门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各地区改善条件，
优化服务，吸引各类人才不断返乡
入乡、创业就业。2012 年到 2022 年
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
1220 万人，带动乡村就业超过 3400
万人。

也应看到，当前乡村人才现状
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还有一定差
距。新征程上，需要吸引更多人才
返乡入乡。

乡村何以吸引人才？实际工作
中，怎样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

用事业前景成就人才，让各类
人才看到乡村发展光明前景，迈出
返乡入乡的第一步。各地要加大乡
村发展条件和前景、政策和服务支
持的推介，相关扶持政策和服务举
措要不打折扣全程兑现到位，同时
引导构建“返乡入乡人才+村集体+
村民”等利益联结机制，让返乡入乡

人才将个人利益、前途与乡村发展
前景、乡亲切身利益深度联结，在共
赢发展中获取收益、成就彼此，进而
在乡村扎下根、发展好。

用情感联结留住人才，让各类
人才抚慰乡愁、找到乡情，为乡村全
面振兴努力奋斗。乡村是我国传统
文明的发源地，是很多人的老家和
精神故园。要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完善无线网络、充电桩、咖啡厅、
健身房等现代化设施，让返乡入乡
人才在走进田园的同时，也能享受
到丰富多彩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实
现干事创业，找到心灵归属感。要
创造条件，多关心、支持返乡入乡人
才的生产生活，让他们与乡村、乡亲
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愿意为了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大地的丰收、
为了乡亲们的美好生活而全力打拼。

用政治激励吸引人才，将更多
返乡入乡人才“流量”转化为“留

量”，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领头
雁”。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
发现、挖掘一批发展带动能力突出、
为农服务意识强烈的优秀返乡入乡
人才，通过选树典型、表彰奖励、政
策倾斜等举措，增强他们的荣誉感，
引导他们为农兴农、力争上游；要将
他们优先列入当地的村级后备人才
库，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带头人。

农 村 天 地 广 阔 ，农 业 大 有 可
为。要完善机制、强化保障，广招英
才、高效用才，努力在事业上成就人
才，在情感上留住人才，在政治激励
上吸引人才，让更多人才返乡入乡，
为乡村全面振兴添砖加瓦，在奋斗
人生中圆梦出彩。

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入乡
顾仲阳

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今年以来，昭通市黑颈鹤保
护志愿者协会着力发挥黑颈鹤保护志愿者的作用，始
终坚持做到为保护黑颈鹤献计献策，共同推动爱鸟护
鹤和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环
境保护意识。

该协会年内多次组织志愿者深入昭阳区大山包、鲁
甸县转山包、巧家县马树和永善县茂林、白云等黑颈鹤
越冬栖息地，为协会招聘的护鹤员发放护鹤费及鹤粮
款，并对黑颈鹤越冬地进行实地考察；组织 67名志愿者
前往大山包、转山包开展“亲近自然、关爱自然”采风体
验活动，到永善县莲峰镇新店村瓦房村民小组走访慰问
2 个困难大学生家庭，协会理事分别资助 2 个家庭 1 万
元，用实际行动减轻2个困难大学生家庭的压力。

今年，该协会2次深入巧家县马树中学，为马树中学
品学兼优的100名学生发放“妙舍助学基金”捐赠的助学
资金 2万元，2次深入大关县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新
民村举行“妙舍助学基金”发放仪式，为新民村 100名受
助学生发放助学资金 2万元。同时，协会还组织志愿者
为昭阳区和鲁甸县困难家庭的20名学生发放“妙舍助学
基金”捐赠的助学资金 6800元；协会理事带领志愿者深
入鲁甸县梭山镇中心小学，将北京爱心人士捐赠的2200
元资金送到3名学生手中。

据悉，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自 1998 年 12
月 4日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黑颈鹤及自然生态环境的
保护与宣传工作，成为保护黑颈鹤的忠诚卫士，连续 20
年开展“妙舍助学基金”募集发放活动。

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
开展公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鲁丽）连日来，威信县全面组织开
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全县境内地上、地下、水下
222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进一步加强对文物
的保护和管理。

12月5日一大早，第一普查队队员带上四维扫描仪、
激光测距仪、无人机等普查设备，以及镰刀、铁铲、扫帚
等工具，深入罗布镇开始一天的普查工作。

每到一处文物普查点，工作人员都会对文物周边的
杂草、杂木、堆土等进行清理，还原文物本来面目，然后
再进行拍摄、测量、坐标定位、资料登记、简要绘图。

他们用相机记录每一个发现，用测量工具精确地测
量文物的位置和尺寸，用心聆听当地群众对文物线索及
历史的讲述，用文字详细地描述文物的现状和特征。经
过一天的忙碌，普查队完成了孙德龙烈士墓、郭将军墓、
中共郭家坟支部驻地旧址、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
南支队烈士纪念碑、殷禄才故居、水井坎营盘等 10处文
物的普查工作。

普查期间，工作人员还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
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为群众讲
解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群众积极关注文
物，主动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真正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形成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文物保护的浓厚氛围。

威信切实加强文物保护

近日，钟鸣镇充分利用赶集天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

传资料、解答法律咨询等方式进行释法说理，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向群众宣传
防范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方面知识。开展此次活动
旨在增强群众尊法守法的意识，让宪法真正走进群众
心中。

当地群众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纷纷表示，这样
的活动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宪法，增强了他们的法
治观念。 （钟鸣镇党委办供稿）

钟鸣镇多形式普法

近日，永善县以“传承彝家技艺·共享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彝族服饰展示活动在县城工农广场举行。活动
期间，伴随着悠扬动听的彝族音乐，身着彝族盛装的20
余名彝家大叔、大妈、姑娘和小伙依次登场，原汁原味
的彝族赛装、五彩斑斓的彝族手工刺绣、做工精美的银
质饰品，令人目不暇接，让在场的观众沉醉在多姿多彩
的民族风情之中，尽享了一场传统与时尚碰撞的“视觉
盛宴”。

通讯员 黄 桦 摄

永善
上演彝族服饰时装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