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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
的红太阳……”第一次遇见张明荣
是在彝良县发界街道团结社区的广
场上，她身穿一套苗族服饰，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在人群中格外显
眼。“我想唱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幸
福生活。”热情开朗的张明荣对记
者说。

一时间，悦耳的歌声在广场上
空飘荡，人们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
的氛围中。

5年前，张明荣和小儿子一家搬
迁至彝良县发界街道团结社区。搬
迁之前，张明荣虽然很向往县城里
的生活，但也有一些顾虑：担心自己
适应不了新环境，担心没有了土地，
一家人难以维持生计。搬迁之后，
张明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
她想到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都替
她考虑到了；她还没遇到的困难，社
区工作人员也早已为她想好了解决
办法。

5年来，张明荣看到安置区在不
断变化，生活氛围越来越好，一幅绚
丽多姿的新时代“昭通印象”新画卷
正徐徐展开。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携手攻克难关；孩子们在学校里快
乐地学习，茁壮成长；年轻人通过技
能培训外出务工，追逐梦想；老人们
在社区里安享晚年，岁月静好。

搬迁前，张明荣的家在彝良县
龙海镇红岩村中寨村民小组。那里
山高坡陡、消息闭塞、交通不便，只
能靠人背马驮赚点辛苦钱养家糊
口，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下雨天，
只能穿雨鞋，没有一处干净的地
方。不像现在，住进了窗明几净的
新房子，生活、交通都很便利……”
张明荣感叹道，“如今，我已经习惯
了这里的生活，很少回老家。”

今年 62 岁的张明荣是一名苗
族同胞，平时很喜欢穿苗族服装，

“以前只有重大节日才会穿，现在
我经常穿。”1 月 21 日，张明荣向记
者讲述了苗家人钟爱苗族服饰的
原因。

“今天，街道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游园活动，还邀请我们吃‘杀猪饭’，
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蛇年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张明荣的脸上
乐开了花，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
的 8 个孙子好好读书，以后开创属
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说罢，张明荣走向游园区，开启
了热热闹闹、幸福满满的一天。

站在团结社区的广场上，记者
被眼前整齐的住房、干净的环境、喜
庆的氛围所感染，眼前的一切让人

感到格外舒心。不远处的长椅上，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晒着太阳、摆着
龙门阵，享受着惬意的时光……

安置区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政
府关怀的结果，是无数干部群众共
同努力的成果。它不仅仅是居住环
境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既
是希望的点燃，又是梦想的实现。
在这里，人们告别了过去的贫困与
艰辛，迎来了崭新的生活。他们用
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未来，用
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故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安置
区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美满，成为更
多人向往的美好家园。

吃完晚饭，张明荣在安置区明
亮的灯光下，在洁净的广场上欢快
地跳起了广场舞。灯光下，她脸上
的笑容昭示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又 是 一 个 幸 福 年
记者 莫娟 唐龙泉飞

昭通的年味，
是年俗里说不完

的故事，道不
尽的风情。大
街小巷，人们
沉醉在浓浓的
年味中，大地披

上了盛装，火红
的灯笼高高地挂在门

廊上，璀璨的灯火摇曳出
幸福的剪影。随着蛇年春
节脚步的临近，返乡的村
民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开

始杀年猪，浓浓的新年气息
扑面而来。

高速公路连接幸福年
“妈，收拾下行李，准备回永善过

年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现在回永善

没有那么费劲了。”
在昭通中心城市工作的汪宁，在

春节前一周就请假了，带着父母踏上
了回老家的归程，奔赴那个温暖的小
山村。如今，从昭通到永善的时间缩
短了，从永善县城到乡村的时间也缩
短了。汪宁一家只需两个多小时便能
回到老家与亲人团圆，共度幸福年。
回家的路上，载满年货的汽车行驶在
直达家门口的高速公路上，看着窗外
飞驰而过的风景，汪宁心中感慨万千。

“高速公路就是比国道省心、舒
心。”1月 21日，拉着满满一车年货的
薛师傅告诉记者，他跑货运两年了，以

前去永善，一天只能跑个单程；现在大
永高速公路开通了，一天就能在昭通
和永善之间往返。

2024 年 10 月 18 日，大永高速公
路上高桥至三合段正式开通运营，标
志着大永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结
束了永善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至
此，昭通市 11个县（市、区）全面实现

“县县通高速”，昭通从根本意义上打
破了交通掣肘，“昭鲁彝大永”县域“1
小时交通圈”、市内“2小时交通圈”和
川、滇、黔三省周边城市“4 小时公路
交通圈”基本形成。

交通兴，百业旺。乌蒙大地上，特
色产业发展步伐更加稳健，群众生活
越来越有奔头。

就业创业乐享幸福年
家乡的飞速发展令人欣喜，美好

的发展前景更让人倾心。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宣传与周到

服务，让不少农民工心动，只要条件合
适，他们就立马回乡就业创业，为家乡
建设出力。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
乡就业。

“这些年家乡发展迅速，给了我们
回乡办厂的底气。”云南钜盛电器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国超出生于永善
县，年轻时曾在广东电器制造行业打
拼。在家乡“归雁”行动的号召下，王
国超选择返乡创业，进军电器零部件
生产行业。经过多年经营，产品已热
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年产值达

820 万元，还带动当地 80余名群众实
现“家门口”就业。

桑葚红酒、桑葚白兰地、雄蚕蛾酒
……一件件桑葚酒系列产品令人眼前
一亮。作为入驻镇雄县省级创业孵化
示范园的科技创新型企业，镇雄乌蒙
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了从桑葚
基地、酒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发展格局。“前不久，孵化园举办高原
农特产品推介会，为公司带来了 110
万元的订单。”镇雄乌蒙印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汪天勇介绍，在孵化
园创业服务和资源链的加持下，公司
创业团队实现了巨大转变。成立之
初，团队里没有一名大学生；发展至
今，现有的28名员工全部具备大专以
上学历，并且公司已成功获得12项专
利。产品销售额从 2020年的 50余万
元变为 2023年的 800余万元，2024年
1月至 8月完成 900万元，万亩桑葚基
地带动 600 余人常年就近就业，人均
月工资4000元。

如今，昭通交通便利、产业兴旺，
年轻人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家乡
也能实现理想抱负。从归乡到留乡，
是乡村振兴给农村居民们的“定海神
针”；从留乡到兴乡，是农村居民们给
家乡的“宏伟蓝图”。

近年来，昭通市创新构建“政府引
导+平台推动+政策赋能+管家服务”
返乡创业模式，努力推动产创融合，实
现创业、产业、就业“三业”联动，促进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24年以来，昭
通市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稳就

业、保就业的决策部署，紧盯返乡劳动
力再就业，推动返乡未就业人员动态
清零。2024年，昭通有返乡回流劳动
力 8515人，已促进再就业 7320人，未
就业的 1195 人已通过“一人一策”落
实帮扶措施。

“一老一小”畅谈幸福年
回锅肉、爆炒猪肝、小炒肉、炸酥

肉、石磨豆花、酸菜红豆汤……一道道
热腾腾、香喷喷的菜品摆上了餐桌。
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老人
和孩子们入座。大家围坐在桌旁，开始
享用这顿丰盛的“杀猪饭”。一道道佳
肴让人食指大动，热闹红火的“杀猪饭”
一开席，大家就相互招呼：“敞开吃！”

腊月二十二，彝良县发界街道组
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宴，特意邀请
社区里的“一老一小”共享“杀猪饭”。
活动现场，王梅一边吃一边开心地竖
起了大拇指。这一天，恰好是她15岁
的生日。在宴席上，她与几位小伙伴
共同表演了手语舞《贺新春》和《祝
愿》。王梅说：“社区的姐姐为我扎了
一个漂亮的丸子头，我非常喜欢。”

王梅与奶奶共同生活。初到安置区
时，她还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不善于表达
自己的情感。在社区“儿童之家”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她逐渐放下了心中的防备，
性格变得开朗了，并且积极参与各种活
动。在团结社区这个大家庭里，她感受
到了幸福。她祝愿，2025年，国家更加繁
荣昌盛，家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自己
的学习成绩能够持续提升。

2020年，梁志华搬迁至发
界街道扬帆社区。自搬进安
置区以来，他生活得很幸福。
梁志华酷爱音乐，喜欢唱歌，
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得知社
区计划成立老年协会后，他主
动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筹
备相关组织事宜。如今，由他
担任会长的老年协会办得风
生水起，他和会员们一起享受
着“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生
活。1月 21日，在扬帆社区幸
福食堂的杀猪宴上，梁志华精心准备
了4个节目，安置区的老人、孩子们一
边享受美食，一边感受民俗文化。

梁志华回忆刚搬进安置区的情形，
那时，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难以
找到自己的家，因为这里的建筑外观大
体相似，一些年长者甚至不会操作电
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梁志华
和邻里们逐渐学会了辨识每一栋楼的
特征，例如6号楼的一楼有一家小超市，
22号楼旁边矗立着一棵树，15号楼和
14号楼之间有一块路牌，等等。

春节即将来临，梁志华的儿子、儿
媳、女儿以及孙子、孙女陆续回到家
中。今年的团圆饭，将有14位家庭成
员齐聚一堂，这可把梁志华乐坏了。
当谈及新年愿望，梁志华希望儿子在
新的一年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多挣
些钱，让这个原本就幸福满满的家，生
活品质再上一个台阶。

蛇年春节，欢庆丰收的乌蒙儿女，
又在盘算新的耕耘。

忙碌的社区书记
记者 莫娟 唐龙泉飞 刘兴刚

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开始“忙
年”：大扫除、买年货、贴春联。对于
彝良县发界街道团结社区党委书记
冯莉来说，距离除夕越近，她要忙的
事情就越多。不过，她忙的不是自
己的“小家”，而是社区的“大家”。

1月 21日，记者来到团结社区，
和冯莉一起“忙年”。年关将至，当
然少不了杀年猪、吃“杀猪饭”。团
结社区的居民都是易地搬迁群众，
从山上搬进城里后，杀年猪、吃“杀
猪饭”成了群众心中难以忘却的乡
愁。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发界街道特意邀请社区里
的“一老一小”共享“杀猪饭”。

冯莉带领社区工作人员精心准
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宴，不仅让
搬迁群众重温了传统习俗，还加强
了邻里感情。活动现场，冯莉为一
款款菜品取了一个个具有美好寓意
的名字，如“福满发界”“红运当头”

“团团圆圆”等。大家围坐在一起，
品尝着地道的美食。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搬迁群众
欢聚一堂，自编自演，共同迎接新年
的到来。对发界街道的搬迁群众而
言，今年的“杀猪饭”，不仅仅是大铁
锅里炖煮出来的美食，更是日子越
过越红火的真实写照。

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冯莉意识
到，只有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
事处理得当，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
信任。她始终在细节上下功夫，确
保一项项服务精准到位，让社区居
民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冯莉说：“作为社区干部，我们
与群众接触最为频繁，也最了解他
们的生活需求和遇到的困难。日常
工作中，我们通过‘敲门行动’，深入
居民家中，倾听他们的声音，掌握他

们的基本情况。春节临近，我们精
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居民们在感受传统年味的同时，
也能体会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忙碌了一上午，冯莉回到社区
时已临近下午 2点。她匆匆吃了几
口简单的午餐，稍作休息后，便立刻
投入下午直播的准备工作。她仔细
挑选着社区居民近期编制的竹编产
品，从水果篮、竹刷、猫窝到竹篓和
小背篓，每一件她都认真地筛选。
她希望通过这些精心挑选的竹编工
艺品，在直播中展现出社区居民的
匠心和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吸
引更多网友的关注。

下午 3 点，冯莉准时进入直播
间，向网友们展示箩筐、水果篮等竹
编产品。她一边介绍产品的特点和
制作过程，一边将镜头对准正在编
制竹篓的群众，镜头里是他们朴实
的面庞和手中轻快舞动的半成品。
只见他们指尖翻飞，不一会儿，长长
的竹篾和藤条就成了一个个簸箕或
竹筐。直播间的氛围热烈而温馨，
网友们纷纷点赞、留言，对冯莉推荐
的竹编产品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冯莉微笑着回应每一位网友的
评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她
做直播的时间并不长，没想到短短
时间就有300多人关注，这让她信心
大增。

近年来，针对社区弱劳动力就
业难题，冯莉积极策划。她成功引
进了传统手工艺竹编培训项目，以

“培训+就业”模式为切入点，为辖区
众多居民解决了长期以来因照顾家
庭而无法外出就业的困扰，让他们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这些竹筐不仅
实用，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成
为促进群众增收“宝贝”。在冯莉的
努力下，社区弱劳动力不仅有了稳
定的收入来源，更重拾了对生活的
信心，竹编这一传统手艺也在社区
得以传承和发扬。

60岁的李大刚是从荞山镇田坝
村搬到发界安置区的，闲不住的他，
平常除了照顾孙子，还不辞辛劳地
寻找各种打零工的机会，以此来贴

补家用。冯莉也经常为他介绍各种
工作，最近，通过培训，他掌握了竹
编技艺。“感谢冯书记，我编的竹篓
能挣到钱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李大刚笑着说。

77岁的杨天敬也是个闲不住的
人。自从参加了社区的竹编培训，
他的双手重新焕发了活力。过去在
家里编竹筐是为了自用，搬到安置
区后，冯书记支持他们创业，并为他
们买来了材料。杨天敬已经编了20
多个，挣到了近860元。

在下一步工作中，冯莉表示，他
们将针对大龄劳动力开发适合的岗
位，让他们在轻松工作的同时也能
赚取零花钱。同时，她计划通过网
络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让更
多人了解并购买这些蕴含着传统工
艺和社区故事的竹编产品。冯莉相
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增加社
区居民的收入，还能推广竹编文化。

当天下午，冯莉的日程安排得
满满当当。直播结束后，她便马不
停蹄地走访困难家庭。她和工作人
员拎着食用油和其他礼品来到阮明
祥家中。阮明祥一家 6口人，4个孩
子尚年幼，妻子是个盲人。几年前，
阮明祥因病失去了劳动力，一家人
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全靠政府的低
保政策和社区的关心帮助才得以维
持。冯莉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
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
难，并鼓励他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相
信在社区和政府的帮助下，日子一
定会越过越好。

天色渐晚，冯莉结束了一天的
忙碌，回到了办公室。她整理着工
作笔记，心中充满了满足和欣慰。
尽管工作辛苦，但看到社区居民
们幸福的笑容，她觉得一切都是
值得的。

新春佳节将至，家家都在“忙
年”，像冯莉这样的广大基层干部
却依然坚守岗位，以龙腾虎跃、鱼
跃龙门的干劲，抓紧抓实各项工
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喜庆安康的
节日，并为新一年的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