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1 月 1 日，大关县
委、县政府在靖安新区举办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题元
旦文艺晚会，旨在通过歌曲、
情景剧、小品、舞蹈等文艺节
目，激励搬迁安置区群众以更
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进新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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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回到
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投
身创新创业大潮。这一趋势不仅
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更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撑。

昭通作为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大
市和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积极构
建“政府引导+平台推动+政策赋
能+管家服务”返乡创业“昭通模
式”，并推出了促进创业就业“二十
条措施”。自 2023 年以来，已回引
6.59 万人返乡创业，带动 18.64 万人
就地就近就业。虽然就业工作取得
了一些成效，但返乡创业者仍面临
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挑战。为

确保他们在家乡安心创业，我们需
在基础设施完善、创业者素质提升、
市场环境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健全
等方面持续发力。

首先，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在政策
层面，继续出台税收减免、贷款贴
息、场地补贴、社保补贴等鼓励返乡
创业的政策，以降低创业门槛和成
本，激发回乡创业者积极性。在资
金方面，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贷款担
保和创业补贴等优惠。在技术方
面，组织专家团队提供技术咨询和
培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
力。在市场方面，搭建创业孵化平
台，提供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等资
源，助力回乡创业者开拓市场。

其次，地方政府需加大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农村交通、
水利、电力条件，提升乡村生活便利
性和舒适度。同时，加强乡村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教育、医疗、文
化等服务水平，为回乡创业者创造
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再次，要注重培养本土青年人
才，激发其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提供多样
化的技能培训课程，涵盖创业知识、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提升回乡创
业者能力。搭建交流平台，成立返
乡创业者协会或联盟，定期组织交
流活动，分享经验，探讨问题。加强
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引进优秀
人才和技术成果，为乡村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建立激励机制，将优秀
返乡创业者纳入村“两委”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后备人选，提高其政治
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总之，为返乡创业者营造良好
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扶持力度，
成为返乡创业者的坚强后盾，为他
们办好实事。惟其如此，才能吸引
更多有志青年回乡创新创业，共同
书写乡村振兴的昭通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王明贵）2024年，昭
通机场深入推进航旅融合发展，优化
航线网络结构，各项运营指标创历史
新高，为推动昭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空中走廊”的重要作用。

2024年，昭通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 43.7 万人次，运输起降 5172 架次，
货运吞吐量 1069 吨，同比分别增长
10.3%、2.78%、43.66%。旅客吞吐量在
全省机场的排名升至第 7位，昭通机
场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
力稳步提升。

2024年，昭通机场按照集团公司

“358”发展战略和“五化”发展格局的
总体工作部署要求，以外联一线城市
内通区域枢纽、以外通华东华南内联
骨干支线、以覆盖省会城市省内优势
互补的战略逐步调整航网结构，不断
优化航线网络结构，各项运营指标创
新高。

通航城市数量最多，航线网络覆
盖范围广。昭通机场紧紧围绕集团
公司“做强昆明枢纽”以及省政府关
于优化省内环飞的战略布局，制定年
度航线计划营销手册，不断拓展新航
线，冬春航班换季时加密昆明航班，

由每天 2班增至 3班；新增文山、普洱
2条省内环飞航线，环飞航线数量由2
条增至4条。昭通机场年度通航城市
数量达 14个，日均航班数量 10班，运
营航空公司由6家增至7家，昭通机场
已架通了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
成渝地区“四大区域”的“空中走廊”。

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航旅融
合发展逐步显效。昭通机场累计完
成旅客吞吐量 43.7万人次，突破机场
通航30年来历史最高。

货运市场迈入千吨行列，持续开
启空中货运快速通道。昭通机场抢

抓机遇，持续拓展航空货运市场和运
输功能，加强与快递公司、货运代理
商的沟通联系，聚焦昭通农特产品，
丰富货运种类，大幅提升货邮运输效
率与服务质量，让航空货运成为助力

“昭品出昭”“昭品入沪”的重要纽带。
同时，昭通机场深入推进航空货运模
式改革，与中国邮政昭通分公司、云南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昭通农投公司等
开展合作，降低航空运费，完善服务保
障流程，凸显航空货运快捷优势，构建

“6小时”生态物流圈，运输昭通优质农
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昭 通 机 场 运 营 创 历 史 新 高

上接第2版《天麻之乡增收忙 将
军故里展新颜》

截至目前，彝良县有村级党组织
领办的专业合作社 301 家，培养致富
带头人 722 人，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脱
贫户和“三类对象”57449户，已实现产
业帮扶全覆盖和经营主体带动全覆
盖。

彝良县采取“六个一批”（推动返
乡创业就业一批、鼓励就近创业就业
一批、发展产业带动就业一批、辖区
企业促进就业一批、在建项目吸纳就
业一批、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就业一
批）促进群众就业，全县 31.86万农村
富余劳动力就业 28.21 万人、13.86 万
脱贫劳动力就业 12.61万人。学习推

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五力齐发”
抓和美乡村建设，建成“云中苗寨”

“红色阿都”“秘境宝藏”“金竹乌葩”
等 6 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型和美村庄，
建成“青椒拖脚”“花海大湾”“和美埂
子”等 42 个产业支撑型和美村庄，建
成“上寨寨头”“钟鸣寨上”“龙安木
坪”等 54 个人居环境提升型和美村

庄。2024年，投入衔接资金 3600多万
元实施小草坝大桥、龙街元宝、钟鸣
庙林、龙海放牛、角奎大河等“千万工
程”，全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将军故里、天麻之乡正凝
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谱写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篇章。

为回乡创业者营造良好环境
刘建忠

本报讯（通讯员 黄 钰）昭通市作为云南省金融
特派员“进农村”3个试点州（市）之一，共选派103名金
融特派员全覆盖驻点服务全市150个乡镇、6个省级园
区，重点聚焦乡村振兴、园区经济等领域，为其提供多
元化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企业融资更
加便利、金融供给更加有效。自2024年10月开展服务
工作以来，累计开展金融宣传 612 次，走访企业 1082
户，落地贷款2.68亿元。

出台一个方案牵头抓总。及时出台《昭通市金融
特派员试点进农村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
作措施，逐一分析乡镇情况，采取“一对一”（一个金融
特派员对一个乡镇）、“一对多”（一个金融特派员对
2—3 个乡镇）、“多对一”（2 个金融特派员对一个乡
镇）的方式将 103 名金融特派员分配到 150 个乡镇、6
个园区，精选 11 名团长总牵头。有效建立工作协调
机制、联席会议机制、组团服务机制推进金融特派员
发挥作用。

召开两次会议调度跟进。在深入调研、了解金
融特派员到岗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先后召开市级联
席会议和全覆盖工作推进会议，“一竿子插到底”剖
析问题、研讨工作，针对金融特派员服务工作中的
难点痛点，明确“纠偏三种倾向、做到四个清楚、发
挥三个作用、落实四件事情、严格三个管理”要求，
为金融特派员开展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

细化三张清单压实责任。聚焦金融特派员“进农
村”进园区试点工作任务，结合昭通实际，制定昭通市
金融特派员“进农村”工作部门任务清单、团长任务
清单和金融特派员任务清单，明确开展金融宣传、
接受金融咨询、推广金融产品、改善信用环境、服
务重点企业等 7 项重点工作，推动建立“部门协
同、各司其职、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
工作机制。

开展四个一活动落地落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发布一则选派信息、印发一份工作提醒、挂联一批重点
企业、谋划一批特色工作，促进社会各界特别是基层
群众了解金融特派员职能、职责和联系方式，压实乡
镇党委政府工作职能职责，不断拓展和释放金融服
务效能，切实推进金融特派员“进农村”试点各项工
作落地落细。

昭通百名金融特派员
“进农村”搞好金融服务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民生实事”

◆通讯员 蒋德玉 李 剑 余汝毅
罗 艳 王 斌 文/图

昭通是中国南方优质苹果生产基
地。作为苹果主产区的昭阳区种植的
73 万亩苹果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
业，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近年来，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昭阳区
按照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部署，以高原特色农业现
代化为目标，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的思路，以苹果产业为重要抓手，积极
创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
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坚持做强一产、做
优二产、发展三产，创新驱动苹果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不断推动苹果产业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位于永丰镇和布嘎回族乡的现代
苹果示范园是全国最大单体连片矮砧
密植苹果示范园，也是国家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目前，该基

地苹果种植规模已达 10 万亩。眼下
虽然处于果树休眠期，但却要在整个
冬季完成土壤改良、整形修剪、病虫害
预防和设施设备维护等工作，以确保
明年产出口感更好、品质更优的苹
果。昭阳区委、区政府出台政策支持
土地流转，整合资金为产业经营主体
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银行贷款贴
息、联农带农奖补等，培育壮大苹果产
销重点企业 81个。目前，全区已形成
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联
动发展新格局，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
股、劳动就业等 7 种方式，带动农户
11.7 万户 45.6 万人增收。2024 年，实
现户均收入达8万元以上，人均收入2
万元以上。

昭阳区重点打造的“昭阳红”10
万亩高标准苹果矮砧密植示范园按
照“一产有生态、有特色、有基地，二
产有规模、有主体、有业态，三产有市
场、有品质、有智慧”的思路，已在永
丰镇建成昭阳红苹果乡村旅游度假
区，在洒渔镇建成洒渔河流域农文旅
乡村振兴示范带 3.8 公里试点试验
段，在继续做强一产的基础上不断做
优二产，重点打造三产，最终实现示
范带动全区苹果一二三产高质量融

合发展。目前，全区共有苹果汁加工
厂 1 个，年加工苹果 4.5 万吨；苹果脆
片加工企业 2个，年加工苹果 500吨；
苹果蒸馏酒加工企业 2 个，年加工苹
果 5000 吨。全区建有苹果现代智能
分选线 7条，合计分选能力 107吨/小
时；共有大小冷库 279座，总库容 7.87
万吨（39.35 万立方米），其中：汽调库
7 座总库容 4.97 万吨（24.85 万立方
米），保鲜库 272 座总库容 2.9 万吨
（14.5万立方米）。

为推动苹果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
之路，昭阳区一是组织统筹，通过对新
型主体的培育，让龙头企业引领示范
带动苹果全产业链发展；二是专业引
领，建立完善的专业技术体系，主要围
绕品种改良、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对
果园进行提质增效，全面提升苹果优
质果率；三是品牌打造，重点围绕宣
传、推荐产品，进一步提升“昭通苹果”
区域公用品牌和“昭阳红”企业高端品
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科技赋能示范引领

昭阳苹果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 晏丹 刘川源）为提升广大山区群
众竹类栽培技能水平，不断促进群众增收，2024年12月26
日，昭通市方竹竹材加工课题研究组到盐津县牛寨乡开展
竹农种植管护技术培训，把农业科技知识送到田间地头。

培训期间，农技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
致地为竹农们讲解竹的品种类别、播种育苗、丰产栽
培、科学管护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知识，并现场指导竹农
修剪、施肥、灌溉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竹农
们不仅掌握了更多的实用技能，还深刻认识到了科学
管理对于提高竹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
大家发展竹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此次培训利用农闲时间，为竹农“补钙充电”，不仅
提升了竹农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还为共谋发展汇
集了信心和力量。

牛寨乡：技能培训到田间

本报讯（通讯员 余正彪）近年来，彝良县充分利用
东西部协作资金援建扶贫车间，坚持从政策、资金、服
务等多方面引导和支持车间发展壮大，有效解决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业难题，走出了一条企业发展与
群众增收双赢的康庄大道。

“以前只能种地，没想到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务
工挣钱了。”在巴食川珍农业发展(彝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巴食川珍”）加工车间内，村民马琼梅正在熟
练地分拣竹笋，说起扶贫车间，她掩饰不住自己喜悦
的心情。

巴食川珍入住发界安置区以来，采用“公司+基
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切实加快农特产
品产业化、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有效破解竹笋种植专
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示范带动能力弱的问题，最大
限度地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吸纳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
就业。据巴食川珍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 1 至 10
月，公司生产竹笋 2936吨，实现产值 4452万元。公司
现有稳定就业人员131人，每月人均工资4300元，部分
熟练工月工资能达到8000元左右。同时，还带动1800
多户笋农增收，户均年收入达2万元以上。

彝良：“小车间”托起“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 王国江 马 娟 实习生 曾雨
坤）2024年12月31日晚8时，一场以P2.5户外裸眼高
清3D大屏显示的“迎新年”活动在昭通中心城市举行。

随着夜色渐浓，大屏幕上播放了以昭通古城、昭
通土特产、昭通美食美景等为主要内容的视频，引得
许多市民驻足观看；规模宏大的灯光秀更是给市民带
来了视觉盛宴，“中共昭通市委、昭通市人民政府祝全
市人民新年快乐”的新年祝福语营造了浓浓的新年氛
围，让群众感受到了惊喜与温暖。

这块裸眼3D大屏是云南首块P2.5户外裸眼高清
大屏，长19.2米，宽7.68米，面积148平方米，工程造价
约为219万元，属于昭通首创，其科技含量在全省首屈
一指。

昭通首个裸眼高清
3D大屏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