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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明军 张秀海 李 犇）近日，武警昭
通支队对无人机操作手进行了集训演练，成功提升了无
人机操作手的实战能力，使支队列装的无人机在复杂战
术背景下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新装备不断列
装部队，武警昭通支队积极推行科技练兵举措，全力打造
新型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有效检验前期无人机操作手集
训的成果，此次演练特意选择在丛林地域进行，设置了多
个高难度的课目，并采用随机导调、全程对抗、综合评估
的方式有序组织。

演练结束后，武警昭通支队迅速组织参训官兵进行
复盘总结，深入剖析与无人机协同作战时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旨在进一步提升部
队运用无人机进行实战的能力。

“同志们，无人机具备出色的灵活性、高效性和隐蔽
性，不仅在现代作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还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咱们支队参加的山体滑坡救援、森林火
灾扑灭等任务中，无人机在灾情侦察、信息传递、物资投送
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无人机操作手集训现场，教
练员向参训学员传授无人机基础理论知识和飞行技巧。

为切实让参训学员学好学精，武警昭通支队按照基
础理论学习、户外实操实飞、结业考核验收3个步骤进行
组织。借助“小讲堂”平台深入学习理论，使学员对无人
机理论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有更深入的理解。拆解无人
机以研究其构造，帮助学员清晰认识无人机的基本结构，
为后续维护保养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三互”活动促
进交流，营造积极向上的“比、学、赶、帮、超”学习氛围，有
效推动技能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以阶段性考核为穿插，
检验学员在“高空侦察”和“8”字飞行训练、编队协同飞行
等课目中的学习成效。

武警昭通支队
开展无人机操作手集训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收获
的季节。连日来，威信县各地山葵
种植基地迎来了花薹采收季，一株
株山葵长势喜人、郁郁葱葱，到处呈
现丰收的景象。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双河苗族彝
族乡偏岩村工业园区的金葵农业（云
南）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筐筐
山葵花薹正在过秤。一旁，工人们正
在对山葵花薹进行分拣、腌制。

“今年预计采收 100 余吨，目前
已采收 30 余吨。我们精心采摘下的
花薹，经过加工后将远销至全国各
地，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该公司
生产车间负责人王洪梅说道，公司
对外销售的花薹大部分来自公司自
己的山葵种植基地，其余的来自扎

西、麟凤、高田等山葵种植乡镇。
自 2021年以来，威信县以打造绿

色食品产业示范基地、生态农业观光
旅游基地为目标，积极招商引资，成
功引进了国内山葵加工龙头企业金
葵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金葵农
业（云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偏
岩村杉木坪村民小组建立了 500 亩
标准化山葵种植示范基地，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有效推动了
威信山葵产业发展。“目前，我们公司
已与 25 户种植户签订了种苗合同、
收购合同。无论是叶片、叶柄，还是
花薹、主茎，只要符合质量标准，公司
都会收购。”金葵农业（云南）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曹阜权介绍道。

育苗、管护、加工、销售，威信县
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不仅优
化了产业结构，还增强了种植户发
展山葵产业的信心。

扎西镇长地村纸房沟山葵种植
基地内，30 余名村民正忙着采摘花

薹，谈笑风生间，箩筐便已装满。另
一旁，威信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
心技术人员正指导基地负责人王宗
禄如何通过提升品质和产量让农户
挣更多钱。

2022 年以来 ，该基地以“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试种 20 余亩
山葵，长期吸纳 30 余人在基地务工，
高峰期可超 50 人。得益于较好的管
理，第一轮收成良好，2024 年，基地
共交售山葵叶片、叶柄、花薹、主茎
50 多吨。此外，基地还获得了 5 万
余元的奖补资金。今年，基地又扩
大了种植规模，山葵种植面积发展
到了 100余亩。

山 葵 产 业 属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从种植、管护到采摘都需要大量
劳动力。

麟凤镇斑鸠村三望坪村民小组
山葵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了丰收，50余
亩山葵昂扬生长，20余名村民分散在
基地的各个角落，他们小心地将花薹

摘下，放进旁边的专用箩筐里。
正在采摘花薹的村民张太芝已

在基地务工 5年，今年已有 63岁的她
手脚麻利，她非常满意这份工作，表
示只要有活干，基地负责人就会叫
她，无论是打塘还是施肥，她都能胜
任，去年她的收入在 1.8万元左右。

近年来，威信县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优势，按照合理布局、集中
连片、规模种植的发展思路和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大力发展山葵
产业，通过种、产、销一体化发展，山
葵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还
促进了威信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目前，威信已种植山葵 3000 余亩，
成立了昭通市山葵协会，申报了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威信县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接
下来，威信将围绕产业基地仓储保
鲜、加工、品牌培育等工作，健全产业
链，将山葵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县的
好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威信：山葵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通讯员 白 芯 鲁 丽

农业强市

基层警力不足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如何有效
破解？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义警既不是公安警务辅
助人员，更不是着装授衔的人民警察，其发挥的是

“哨兵哨点哨位”作用，向公安机关举报（提供）违法
犯罪线索，报告重大安全隐患，尽一个公民应尽的
义务。 义警是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一支新生力
量。昭通市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加入义警队伍，积极
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昭通模式，依托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2+5”工作机制，创新推行“一村一义警”警
务运行模式，社区干部、小区物业保安、楼栋长、党
员干部、网格员、治安积极分子、志愿者等纷纷响应
号召加入义警队伍，他们协助民警开展治安巡逻、
纠纷调解、法治宣传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义警已成为平安昭通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
量。自组建以来，昭通义警队伍如雨后春笋般蓬
勃生长，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广大义警队员既
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员，也是矛盾纠纷的
化解员。义警队员与派出所民警密切配合，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与矛盾纠纷当事人拉家常、谈真
心。据了解，1月20 日，“一村一义警”警务运行模
式全面启动以来，义警队伍共制止违法犯罪 400
余起，协助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 60 余人，提供有
价值线索 80 余条，开展普法宣传 9 万余人次，完
成交通劝导 6.3 万余人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1400 余起，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800 余处，救助群众
1700余人。

来自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有力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是义警队伍的鲜明特点。
义警队伍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
有效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的维护者、基层治理的参
与者、平安创建成果的受益者。昭通义警队伍进一
步织密了全市社会治安防控网，助力了全市基层治
理水平有效提升，以实绩
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昭通实践提供了坚强
安全保障。

义警打通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莫娟

大家谈

广 告

本报讯（通讯员 唐 飞 文/图）近
日，彝良县钟鸣镇连续举办了多场农
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成功吸引了超过
130名群众踊跃参与。

在麻窝村，一场以“网络创业”为
主题的技能培训如火如荼地进行，培
训老师围绕当前互联网发展趋势和农
村实际需求，结合真实、生动的案例，
向学员讲解平台运营、直播带货技巧、
农产品品牌打造等内容，指导学员实
操演练。

在庙林村的焊工实操现场，焊花
飞舞、电光闪耀，学员们依次上阵，认
真进行焊接操作。培训老师则在一旁
仔细观察，针对学员的操作手法和焊
接效果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确保每
位学员都能熟练掌握焊接要领，学到
真本事。

近年来，钟鸣镇深入开展技能培
训意愿摸排，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充
电”平台，先后举办电商、叉车、家政、
电工等技能培训班 20余期，1000余名
群众通过技能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
拓宽了就业路径，增强了致富信心，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钟鸣镇开展
技能培训促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全伟 彭明星）
近日，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与大关
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水果栽培与管
护技术培训。大关县各乡镇的农技人
员、合作社代表及果农汇聚一处，以理
论学习与实操紧密结合的方式，深入交
流、学习水果栽培与管护的前沿技术，
为水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在培训当天的专题讲座中，专家
结合科研成果和大关县水果产业发展
实际，深入讲解了枇杷、李子、柑橘等

水果的品种分类、栽培管理技术及病
虫害防治要点等。学员们认真听讲，
不时用手机记录课件内容。

实操培训在翠华镇永康村大园子
果园开展，专家手握修枝剪，为果农示
范枇杷树、桃树、李树等果树的整形修
剪技艺，并一边操作一边细致解说，每
一个步骤、每一处细节均阐述得明白

无误。学员们围成一圈，仔细观察、用
心领会，对基本修剪手法的运用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现场，专家还就
水肥一体化管理、土壤优化、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核心技术进行了深入指导，
耐心解答果农在生产管理中遇到的各
种难题。

据了解，大关县将在科技助力水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持续下足功
夫，不断邀请水果种植方面的专家培
训农技干部和种植大户，通过落实优
选品种、平衡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措施提高水果产量和品质，同时持续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修建田
间产业路、建设水池、铺设管网等，推
动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关举办水果产业技术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张顺富 马 威）近日，巧家县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了首例腹腔镜下的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及盆腔淋
巴结清扫术，这一成就标志着该医院在妇科恶性肿瘤治疗
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将诊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利用腹腔镜进行宫颈癌根治术，是目前国内外治疗宫
颈癌最先进的手术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开腹手术，它具有
视野清、创伤小、恢复快等特点，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痛苦，
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然而，该手术
难度极大，属于四级妇科内镜手术，对手术医生的专业技
能和手术设备要求较高，因此以往该手术局限于在三级医
院开展。

为确保手术安全顺利实施，该院组织医疗团队进行术
前讨论，制定详细的手术方案及术中、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措施，并在上海普陀区利群医院援滇医生的带领下，在妇
科、麻醉科的默契配合下，历时7个小时，成功为病患实施
了手术。

“这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由本地的医生主刀完成。
这标志着巧家县人民医院有能力治疗此类恶性肿瘤，以后
患者在当地就能治疗这类疾病了。”指导完成手术的上海
普陀区利群医院援滇医生蒋立辉说道。

据悉，本次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及家属对手术治疗效
果十分满意。术后第7天，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康复出院，目前身体状况恢复良好。

巧家成功实施
首例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术

公 告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用电户销户的，供
用电双方应当结清电费。经查，
昭通市盐津县部分用电户销户
后，未到供电企业办理退费手
续。请盐津县已经办理了用电
销户但仍有预存电费的单位和
个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当地供电所办理退费手续。

联系电话：
24 小时总经理服务热线：

0870-6632819
盐井供电所：13887047710
水田供电所：19984037245
普洱供电所：14769103208
滩头供电所：13887047308
中和供电所：15974866441
牛寨供电所：15240868320
落雁供电所：18869583126
兴隆供电所：18214242951
庙坝供电所：18388761203
柿子供电所：18214262960
豆沙供电所：13208703209
特此公告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盐津供电局
2025年3月22日

公 告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用电户销户的，供
用电双方应当结清电费。经查，
昭通市彝良县部分用电户销户
后，未到供电企业办理退费手
续。请彝良县已经办理了用电
销户但仍有预存电费的单位和
个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当地供电所办理退费手续。

联系电话：
24 小时总经理服务热线：

0870-5124793、0870-5126699
龙 安 供 电 所 ：0870-

5443005、0870-5443006
角 奎 供 电 所 ：0870-

5121719、0870-5123523
小 草 坝 供 电 所 ：0870-

5444811、0870-5444812
龙 街 供 电 所 ：0870-

5434660、0870-5434661
牛 街 供 电 所 ：0870-

5449922、0870-5449668
毛 坪 供 电 所 ：0870-

5431818、0870-5431451
奎 香 供 电 所 ：0870-

5435335、0870-5435435
海 子 供 电 所 ：0870-

5451618、0870-5451868
城 区 供 电 所 ：0870-

5121819、0870-5122612
特此公告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彝良供电局
2025年3月22日

公 告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用电户销户的，供
用电双方应当结清电费。经查，
昭通市水富市部分用电户销户
后，未到供电企业办理退费手
续。请水富市已经办理了用电
销户但仍有预存电费的单位和
个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当地供电所办理退费手续。

联系电话：
云富供电所：0870-8633116
向 家 坝 供 电 所 ：0870-

8931115
两碗供电所：0870-8933248
太平供电所：0871-8932234
特此公告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水富供电局
2025年3月22日

公 告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用电户销户的，供
用电双方应当结清电费。经查，
昭通市巧家县部分用电户销户
后，未到供电企业办理退费手
续。请巧家县已经办理了用电
销户但仍有预存电费的单位和
个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到当地供电所办理退费手续。

联系电话：
白 鹤 滩 供 电 所 ：0870-

7121068
金塘供电所：0870-7443049
大寨供电所：0870-7445398
东坪供电所：0870-7447096
马树供电所：0870-7444424
药山供电所：0870-7442278
新店供电所：0870-7451155
老店供电所：0870-7456164
崇溪供电所：0870-7432156
特此公告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巧家供电局
2025年3月22日

永善县黄华镇种植柑橘类水果的
历史悠久，早在300多年以前就开始种
植，其中不乏红橘、黄果等优质品种。
黄华镇大力推广种植的白桔则是由从
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和当地红橘嫁接
并不断改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白桔
个大皮薄、甘甜清香、多汁无渣，其肉
质相较于红橘而言更清香甜蜜，故深
受群众喜爱。经过多年发展，截至目
前，整个黄华镇的白桔种植面积已达
到1.5万亩。

作为“白桔之乡”，黄华镇在发展
水果产业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呢？

“黄华镇水果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以前就有各类柑橘类水果共计5000余
亩，但是种植零星散乱，还间种花椒、
砂仁等经济作物，不利于产业规模化、
规范化发展，也不利于科学管理。”该
镇农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为打造示范，引领发展，黄华镇党
委、政府根据黄华镇得天独厚的气候
和土壤条件，认真规划，合理布局，制
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和调整模式。从
2011年开始，主管部门从四川、重庆等
地引进优质的苗木奖补给果农，在组
织当地群众完成土地平整的基础上，
规范化种植柑橘类水果数千亩。

“依托移民后扶项目支持，我们提
出打造‘万亩桔园’产业发展思路，积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柑橘特色
产业发展。最先打造的标杆就是黄华
桔园庄园，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

抓，建设示范园700余亩。当地群众原
本就种植柑橘类水果，所以他们认为
自己才是专家，对新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模式不接受，集中连片打造的难度
更大。镇党委、镇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和政策，及时调解
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协同农业发
展中心等相关部门，成立永善柑橘产
业特派团，对果农的种植及管护技术
进行指导。”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以示范为带动，黄华镇柑橘类水果的
种植与管护逐步走上了高规格、高标
准和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改变
了传统的种植和管护模式，提高了单
产，提升了果品品质，使黄华白桔深受
消费者青睐。

黄华桔园庄园的品种优势、技术
优势很快就体现出来，吸引该镇群众

迅速跟进。据悉，黄华镇现有柑橘类
水果种植面积15000余亩，其中新植白
桔5000余亩。黄华打算以“万亩桔园”
为杠杆，以黄华桔园庄园为示范，以各
类水果、香料以及粮畜产业为支撑，全
面推动产业振兴，为进一步打造山城
湖滨旅游集镇奠定基础。

黄华镇柑橘类水果产业的发展得
到了永善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
持。针对如何统一规格、统一品牌、统
一销售等实际问题，永善县委、县政府
多次邀请省、市相关领导到现场调研，
听取黄华镇白桔产业发展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

当前，从事柑橘类水果种植的合
作社、农户等正逐步摒弃以往的经营
管理思想，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绿色产
品认证、无公害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
证。永善县桔园种植专业合作联社于
2019 年底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为下一步统一品牌、统一定价销售
创造了条件。

“万亩桔园”诞生记◆通讯员 涂睿宸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琳）近年来，
巧家县金塘镇大力实施“水果上山”工
程，按照“一年筑基、三年展叶、五年成
林”的发展目标，向山要地、向地挖金，
走出了一条“以绿为底，借绿生金，向
绿而行”的发展之路。

一步破题，“以绿为底”。金塘镇
坚定地选择了“水果上山”的特色产业
发展道路，依托“杧果+N”的多元化产
业布局，致力于将丰富的山地资源转
化为显著的经济收益与卓越的生态优
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2022年
起，金塘镇积极协调资源，争取项目与
资金支持，让产业路、蓄水池、灌溉管
网从无到有，为生态经济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为切实减轻群众在种植初
期的经济负担，金塘镇精心制定奖补

政策，推行“先种植、先作业、后补贴”
的灵活奖补模式，由村集体经济公司
负责指导采购工作，群众则自主参与
种植，每株果树可获得 3 元补贴。这
一创新举措有效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
情，实现了以“小成本”带动“大产业”
的良性循环。此外，金塘镇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引导群
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带动群众在
荒山荒坡新植杧果8000亩。目前，全
镇共种植杧果1.2万亩。

二步赋能，“借绿生金”。金塘镇
在推进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秉

持创新精神，深耕“产业+生态”模
式，拓荒种植杧果，有效遏制水土流
失。自 2022 年起，依托杧果种植增
加绿地面积超 9000 亩，昔日的荒山
荒坡已变为青山果园。在注重生态
效益的同时，不忘抓好经济效益。新
种植的 8000 余亩杧果进入丰产期
后，预计可带动果农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初步实现生态经济化、经济
生态化的目标，让群众切实享受到生
态特色农业带来的红利。

三步拓展，“向绿而行”。为实现
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金塘
镇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推动多元

融合。杧果经济林投产后，金塘镇将
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果园资源和区
位优势，着力发展周末游和周边游，推
出水果采摘体验项目，研发杧果特色
美食，进一步延伸了绿色产业链。同
时，积极配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完成
140 亩热区水果品种筛选圃建设任
务，引进并储备 70 个优质杧果品种。
以合作社为主导，带动种植户统一管
理、统一种植，提升杧果的产量和品
质。在品牌建设上，筹备注册商标并
开展绿色产品认证，致力于打造更具
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杧果品牌，
将金塘打造成为巧家的杧果主产区。

金塘镇“借绿生金”发展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