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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 考 董建军）1月
19 日上午，出席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昭通市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
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酝酿有关候
选人人选。

苏永忠主持会议。
代表们围绕报告内容，联系自身

工作实际，谈感受、说变化、提建议、谋
发展。代表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站

位高远、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措施有
力，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省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充分
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为民的理念、务实
的作风，是一个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对报告一
致表示赞同。

代表们认为，今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是省委“3815”战略发展
目标“三年上台阶”的实现之年，也是

“十五五”规划谋篇之年。昭通要坚
定信心、干字当头、抢抓机遇、积极作
为，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省发展战
略，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
按照报告明确的重点、细化的路径，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深入
推进农业强市、能源强市、交通强市、

生态强市、教育强市“五大强市”建
设，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昭通篇
章，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更多、更大力量。代表们表示，回到
工作岗位后，将积极主动宣传贯彻好
大会精神，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代表们还围绕产业发展、新型城
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昭通市代表团
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 谭光吉

冰雪覆盖的大地，孕育春天的生机。
山河为证，昭通 2.3 万平方公里土地

上，周而复始的绿意，流淌在金沙江沿岸；
赤水河畔，翠竹在严寒刺骨的当下拔节生
长；大山包上，芳草从萧瑟的枯黄中储藏
能量，鹤舞高原，奏响大自然的和谐舞曲；
药山之巅，动物隐匿于森林，静候绿满高
原的盛景……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鲁
甸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习近平总
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
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
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
云南篇章。

十年来，昭通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
走实“两化路”，以实际行动坚决守好生
态安全底线。如今，昭通的森林覆盖率
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实现从脆弱到宜人
的历史性转变，一幅秀美的生态文明长
卷正徐徐展开。

共此青绿，是昭通最永恒的约定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的总
要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重要
支流赤水河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保护”二
字迅速成为滇、川、黔三省赤水河流域党
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识。

从 2020 年起，滇、川、黔三省着手建

立赤水河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每年
召开一次高层次的协作推进会，就赤水
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进行协商。2021
年 5 月，三省同步出台《赤水河流域保
护条例》，并于同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
将赤水河流域的保护以法规形式固定
下来。

在赤水河两岸，巡河护河、治理面源
污染已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赤水源镇
银厂村的常吕共义务巡河，事迹广为流
传；镇雄县花朗乡车子坝的村民全员化身
义务巡河员，积极参与巡河、禁渔与垃圾
清理；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楠木村的村
级河长杨敏，组织宣传《赤水河流域保护
条例》，带领群众义务护河，获评全国“最
美河湖卫士”。

对赤水河（云南段）的保护，有几组数
据令人侧目。几年来，赤水河流域（云南
段）累计实施易地搬迁 3.61 万人，关闭煤
矿 23 对、砂石料厂 116 个、养殖场 18 个；
拆除并生态恢复小水电站 17 座；治理历
史遗留硫黄矿渣 727.71 万吨，修复矿山
278 座；完成人工造林 5.8 万亩、退耕还林
还草 31.5 万亩；建成 17 个乡镇污水处理
厂及 80 个污水处理站；完成户厕改造
10.6 万座；建设截污管网 400 余公里，在
17 个乡镇 142 个行政村（社区）推行“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公司处理”四级管
理模式。

经过多年的努力，赤水河（昭通段）成
为云南唯一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
河湖的河流，一幅“水清、河畅、鱼游、岸

绿、景美、民富”的美丽画卷正在呈现。
在金沙江畔，企业与群众也在为保护

生态贡献力量。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
司投入上亿元，耗时 3 年建成云南省首个
长江源头废水零排装置，践行了不向长江
排放一滴废水的承诺。绥江环境监测站
站长王会其顶着烈日在浮筒上取样，库区
清漂队的 16 名队员在复杂水域坚守 10
年，打捞水面垃圾上百吨。

最新数据显示，昭通市14个地表水国
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实现历史性突破，达到
100%，19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100%。昭通水环境质量是
云南省唯一连续三年进入全国前 30位的
州（市），且实现排名“三连升”。

山水被守护，生物也得到呵护。近年
来，赤水河（云南段）累计增殖放流 555.8
万尾鱼苗，鱼的种类从 2020 年初的 36 种
恢复到42种，珍稀鱼类的种群和数量明显
回升。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黑颈鹤栖息数量由建区之初200余只
增加到 2342只，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黑
颈鹤之乡”。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成功在野外实施了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巧家五针松 1000余株人工
繁育的三代幼苗移植。

共此青绿，是昭通最鲜明的底色
汽车穿过草木葱郁、流水潺潺的赤水

河源头银厂村，翻过山脊，驶进若隐若现
的竹林，绕过两个村庄，可以抵达银厂村
翁家坪村民小组。

下转第2版

只 此 青 绿 绘 江 山

向“绿”而行，向“新”发力，“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时代的昭通，勇当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

昭通地形地貌独特，生态地位特殊，
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云南省

“三屏两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时指出，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坚决保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
蓝天白云。2021 年 4 月 28 日、29 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昭通现场办公会和赤水
河流域（云南段）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现场会提出，昭通要坚定扛牢赤水河流
域保护治理的政治责任，全力抓好赤水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长江大保
护作出云南应有的贡献；昭通要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努力成为生态保护修复排头兵。

2021年6月，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
会要求各县（市、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抓实生态修复治理，明确各县（市、区）的
发展目标和定位，全面部署和推进生态
保护修复排头兵建设工作。2021 年 9
月，昭通市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把“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拓展深化为“生态优先”战
略，作为全市“六大战略”之一强势推进。

10 年之功，10 年巨变，满目青山绿
水。10年来，昭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态
环境保护作为“市之要事”，学好用好“两

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以实际行动
坚决守好生态安全屏障。全市上下一年
接着一年干，各地争相比着干、抢着干，
勇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市级四套班
子领导专题调研生态文明建设 300 余
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作出批示指示600余次，召开市委
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
等200余次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0年感恩奋进，10年攻坚克难。全
市上下始终切实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政治担当，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生
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主战场”，倾力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以更高标准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走
好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扎实做
好“产、城、人”三篇文章筑牢生态根基。

从“生态优先”战略到“生态强市”建
设。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生
态强市”建设，认真践行“两山论”、走好“两
化路”，加快推进绿色化发展、低碳化转型、
循环式利用，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努力在云南成为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中作出昭通贡献。

2025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昭通10
周年，是脱贫巩固“五年过渡期”和实施“十
四五”规划“两个收官之年”。昭通扎实做
好“产、城、人”三篇文章，深入推进“五大强
市”建设，坚定不移开创昭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局面，身披“绿”装的新昭通又迎来
一个充满生机勃勃的春天。

悠悠保护情，清清赤水河，承载着全
市人民的呵护欢快地流出昭通。

勇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王明贵

牢记嘱托再奋进 凝心聚力谱新篇

◆记者 龚 萍

当东北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无数北方人渴望
逃离严寒，寻找一个温暖如春的避寒胜地。来自黑
龙江大庆的姜凤霞，正是这众多追梦者中的一员。
原本，她和丈夫计划驾驶房车前往云南西双版纳，
享受那里的温暖阳光。然而，在一次直播中，一个
名为“巧家”的地方意外闯入了他们的视线，并迅速
成为了粉丝口中的热门推荐。

“粉丝们都说，巧家的房车营地环境优美，设施
齐全，气候宜人。”姜凤霞回忆道。尽管对巧家一无
所知，但出于对粉丝们推荐的信任，以及对一个拥
有良好空气质量的地方的向往——姜凤霞患有哮
喘，对空气质量尤为敏感——她和丈夫决定改变行
程，驱车前往这个陌生的城市。

位于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因白鹤滩水电站建
设，造就了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这里年平均气温
21℃，被誉为“水上天堂、避寒胜地、西部三亚”。近
年来，巧家县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自然气候资源，大
力发展旅居产业，房车旅居、民宿旅居等新型业态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这座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提到巧家的房车营地，姜凤霞赞不绝口。她
说，营地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洗浴间、卫生间、充
电桩、洗衣房等应有尽有，而且每天都有民警和管
理人员值守，让她感到十分安心。据统计，到 2024
年底，前往巧家房车营地的车辆已达 6000多辆，游
客达1.5万人次。

在巧家的日子里，姜凤霞和丈夫深深地爱上了
这个地方。他们不仅在巧家天生梁子小区短租了
房子，等待女儿女婿前来过年，还成立了两个近700
人的粉丝群，与许多东北的粉丝相约明年再来巧
家。他们游览了白鹤滩水电站，领略了大国重器的
壮丽；攀爬了玉屏山，感受了群山的巍峨；品尝了巧
家卷粉、小锅米线等地道美食，享受了舌尖上的美
味；还参观了巧家小碗红糖的加工过程，了解了当
地的传统工艺。

巧家的物价合理，生活节奏悠闲。他们租住的
房子可以俯瞰金沙江景，闲暇时便去附近的菜市场
和夜市逛逛，购买新鲜的农家蔬菜做饭。在这里，
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烟火气息。元旦节，巧家县组
织放烟火活动，现场人潮涌动，让姜凤霞想起了 10
多年前东北闹元宵的热闹场景。她说，巧家人很热
情，与他们交流时，即使听不懂当地方言，也会有人
主动帮忙解释。

姜凤霞将自己的巧家之旅记录在了抖音平台
上，那些美好的瞬间、好山好水好风景不仅留住了她
的心，也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巧家避寒。来自齐齐
哈尔、重庆等地的粉丝在营地遇到她时，都会主动打
招呼。54岁的姜凤霞性格豪爽，深受粉丝喜爱。看
到粉丝们因她的推荐而来巧家，她感到无比自豪。

冬日的巧家，温暖如春。对于姜凤霞来说，从
“旅游”到“旅居”的目标已经在这里悄然实现。她
深情地说：“爱上巧家，无需理由。这里的巍峨群
山、蓝天白云、烟火气息和无处不在的热情……都
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愿意留在这里，继续感受这
份美好。”

“爱上巧家，无需理由”

◆记者 彭念敏 聂孝美 阮孝芝 高旭东

“这衣服质量真好，穿上暖和极了，
真是太喜欢了。”家住昭阳区太平街道
金江社区 7栋 1单元的王礼会，抚摸着
刚领到的新衣服感慨道，“党委、政府太
贴心了，快过年了还想着给我们发新衣
服，比子女还想得周到。”

近日，在昭阳区太平街道金江社
区，一场洋溢着温暖与关爱的“朝夕守
护・相伴成长”关爱“一老一小”暖冬行
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本次活动聚焦
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旨在为
他们送去冬日里的温暖与慰藉，传递社
会的关怀与爱护。

昭通，这座充满活力的人口大市，
同时也是全省转移就业人口最多的地
级市，每年有超过 260 万农村劳动力
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为家庭的幸福和
城市的发展默默奉献。然而，这些家
庭中的“一老一小”，成为了外出务工
人员心中最深的牵挂，也成了社会关

注的重点。
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安心打拼，

让留守老人和儿童感受到温暖与关
爱，昭通积极作为，全力构建关爱“一
老一小”的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践行
责任与担当。

“以前在农村，每天要忙着喂牲口、
干农活，来了这里，生活丰富了，每天不
是唱歌就是跳舞，我还学会拉二胡了
呢！”活动现场，居民李文亮正和乡亲们
分享着生活的变化。

过去一年，昭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尤其在民生领域成果斐
然。昭通市委、市政府聚焦老有所养，
大力实施“惠老阳光工程”，建成 11个
县级失能照护机构、90 个乡镇（街道）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43个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机构、1172个老年人活动场所、
38个“幸福食堂”。通过开展特殊困难
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留守老人的生活
保障、困难帮扶、健康服务、关心关爱均
已实现“四个到位”。多样化、全方位的

养老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我今年11岁，爸爸妈妈都在外地

打工，今年第一次收到新年礼物，我很
开心！”金江社区的蒲天昊小朋友穿上
了新衣服，快乐地在广场上奔跑。

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市委、市政
府聚焦幼有所育，不断健全完善儿童福
利体系，建成区域性儿童福利院 4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1个、“儿童之
家”734 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实现市
县乡三级全覆盖；全市 1407 个村（社
区）儿童主任全部配齐；创新开展暑期
留守儿童托管服务，招募志愿者 5054
人，开放集中关爱服务点位752个。通
过一系列举措，全市 8.6万名留守儿童
实现管护有人、学业有教、困难有助、健
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家的“六有目
标”，孩子们得以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朝夕守护·相伴成长”关爱“一老
一小”暖冬行动的启动，如同一股暖流，
温暖着每一位老年人和儿童的心灵。
活动中，志愿者们踊跃投身关爱留守儿
童专项行动，定期组织安全教育讲座、
心理健康辅导、兴趣小组等活动，丰富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培养他们的兴趣爱
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为留守儿童捐赠
物资，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此外，昭通还积极推动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创业就业，通过产业发展、就业
培训、创业扶持等措施，吸引更多的人
回到家乡，陪伴在老人和孩子身边。同
时，昭通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完
善关爱服务体系，让“夕阳”更美、让“朝
阳”更红，让每一个留守老人和儿童都
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让“夕阳”更美 让“朝阳”更红

本报讯（记者 马 娟 刘兴刚）1月
18日，以“巾帼筑梦，创享未来”为主题
的昭通妇女创新创业示范中心新春
集市在昭通古城云兴街过街楼开门
迎客。

活动现场，红红的灯笼、缤纷的
纸伞相映成趣，集市上商户众多、门
庭若市、年味正浓。本次新春集市在
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来
自昭通各县（市、区）主营餐饮、副食
的商户及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共 20

余家参展，活动不仅呈现出热闹喜庆
的年货“赶大集”场面，还充分展现了
昭通的农特名优产品，也为昭通女性
创业者提供了全面展示、相互交流的
平台。

集市上年货充足、种类齐全，不仅
有极具烟火气的凉粉、凉面等小吃，也
有包装精美的昭通天麻、巧家红糖、永
善脐橙等农特产品。集市开市后，琳
琅满目的货品吸引过往群众竞相购
买，丰富充足的货品既能够满足群众

购置年货的需求，也能提供走亲访友
的伴手礼，极大激发消费欲望、提振消
费信心。与此同时，参展商与消费者
面对面交流，获得市场反馈，摸准市场
需求的脉搏，找准定位，以满足不同层
级消费主体。

参展商“无名小吃”负责人表示，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提升产品的知
名度、美誉度，丰富老百姓餐桌，让大
家度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

昭通妇女创新创业示范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新春集市是该中心推出
的首个妇创项目，旨在借助昭通古城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网红大咖的影响
力，将昭通名特优产品、女性创业故事
和创业精神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此次
集市不仅为女性创业者提供了展示才
华的机会，更激发了消费欲望，提振了
消费信心。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昭通市妇联、
民建昭通市委主办，昭通妇女创新创
业示范中心承办，将持续至2月13日。

昭通首个新春集市在古城云兴街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