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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发布公众号 扫码投稿昭通发布客户端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 研

巍峨圣洁的雪山，激荡奔腾的江
河，静谧清澈的湖泊……祖国大西南
的云贵高原，在高空俯瞰如百褶裙般
的大美图景。

“多彩贵州”“彩云之南”，绚丽斑
斓的土地，曾因久困于贫穷而暗淡，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大山般横
亘。新时代脱贫攻坚史诗般的壮阔
行进，终使春风染山乡，一跃跨千年。

全国两会闭幕后不到一周，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云贵大地考察，四天时
间，辗转两省四个市州，看多彩大地
春潮涌荡、风采无限。

风 采 之 新 ，在 红 红 火 火 的 日
子里。

3月 17 日下午，贵州黎平的肇兴
侗寨，一阵细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
山林翠如碧，梯田泛金波，盛开的油
菜花连绵成海。

淳朴而热情的侗家人，用最隆重
的侗族大歌欢迎总书记的到来。

“春天到，春意浓。千山万树绿

葱葱，布谷鸟儿声声唱，布谷布谷
快播种……”歌名叫《布谷催春》，
跨越千年的天籁，吹响了侗乡新春
的号角。

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蝉鸣秋、
以风鸣冬，四季轮转，传递生生不息
的力量。

唱着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歌谣，
过上日新月异的生活。青山绿水、传
统农耕、民俗风情，“侗乡第一寨”藏
在深山，游人纷至沓来。2024年这里
累计接待游客逾百万人次，侗家人以
田地、山河为舞台，铺展开一幅乡村
全面振兴的美丽图卷。

踏歌之，舞蹈之，畅言之。
村寨主路上，重檐宝塔式的信

团鼓楼内，一场火塘边的座谈会，暖
意融融。“大家都说说，咱们聊聊家
常。”总书记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
坐畅谈。

木横梁上刻着“众志成城”，红红
的火苗映红了乡亲们的脸：驻村书
记、民宿店主、侗族大歌表演队队长、
侗族乐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返

乡创业大学生……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争相讲述着村寨里的变化，兴高
采烈。

幸福的诉说里，每一个人都是生
活的主角，每一束光芒都耀人眼目。

“你们都讲得很好。从你们的讲
述、你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村寨这些
年欣欣向荣。”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

“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离开村寨时，乡亲们纷纷围拢过

来，簇拥着总书记。
深情的《侗歌声声唱给党》，情不

自禁地唱起，现场越来越多人都跟着
唱了起来。大家依依不舍，一边唱一
边用手打着拍子，歌声掌声像波浪一
样从鼓楼涌向整个村寨。总书记频
频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此情此景，令
人动容。

风 采 之 新 ，在 欣 欣 向 荣 的 发
展里。

3月19日，云南丽江，恰逢一场多
年未遇的大雪，天地之间点染成大美
水墨。

春雪白如银，山花红胜火。玉龙

雪山脚下，一座座智能温室大棚连绵
成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江现代花
卉产业园考察。

入得花的海洋，满目花的精彩。
展厅里，“淡妆”“团甜”“雪山”“赤子
之心”“红船”……上百种鲜切花争奇
斗艳。2024 年，云南鲜切花产量 206
亿枝，相当于可以给全球每人发放2.5
枝，中国每10枝鲜切花，就有7枝来自
这里。

温室大棚里，花朵含苞待放，人
面花面相映，纳西儿女正在枝叶间培
育美丽。总书记同大家亲切交流。

花卉工人和月华正抱着一捧刚
摘下的花，她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绽
放：“离家很近，一个月收入 4000 多
元，旺季时能达到7000多元。”

总书记高兴地说：“你们这个事
业搞得很兴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
向。祝你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美！”

“云南十八怪，鲜花四季开不
败。”鲜花产业，是“七彩云南”特色产
业体系中的鲜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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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大地风采无限

近日，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
（绥江专场）在绥江县金江石榴红公
园举行，来自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
沿海城市及绥江县本地20余家企业
现场推出1100多个工作岗位，助力劳
动者求职就业。图为求职者正在忙
着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通讯员 曾三东 摄

绥江东西部劳务协作
招聘会助力群众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尹苑岭）“从在
线提交申请到拎包入住仅需 3 个小
时！”近日，在水富市人才驿站办理
入住的法学硕士余瑞雪感慨道，“原
以为要跑多个部门盖章，没想到通
过‘极速通道’直接入住，连住宿费
都由财政直补，让我们感受到满满
的诚意。”这样的高效体验，正是水
富市以诚求才，推动人才工作从“筑
巢引凤”向“固巢养凤”跨越升级的
生动写照。

针对人才入住流程烦琐、政策兑
现周期长等痛点，水富市创新推出

“单位预审—链式服务—财政直补”
极速响应机制。人才只需在线提交

《驿站入住审批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求职单位将在 1 小时内完成初审；人

才抵达酒店后，持身份证即可办理入
住，住宿费用由财政直补酒店，真正
实现“零跑腿、零付费、零等待”的便
捷服务。

以“极速入住”为起点，水富市精
心构建“30 分钟全周期服务链”。联
合 15 家商户组建“北大门人才服务
联盟”，持“绿色人才卡”的人才可享
受子女入学“优先办”、医疗保健“专
家号”、金融服务“定制包”等 6 类专
属权益。针对短期驻留人才推出“人
才驿站”，为长期定居者配置 691 套
精装人才公寓，配套建设共享办公空
间、书屋、母婴室、健身房等设施，并
举办寒暑假人才子女公益托管班，组
织开展青年人才联谊、区域人才交流
等系列活动，形成“驿站—公寓—园

区”无缝衔接的服务圈。截至目前，
已帮助企业人才解决就医、子女就
学、家属就业等问题 40余个。

依托全链条服务体系，水富经开
区与驿站协商共建“产业链人才需求
库”，做好人才画像和人才服务规划。
与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共建产学
研基地，成立联合实验室，充分发挥院
士团队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攻克行业

“卡脖子”技术难题。与西南交通大学
希望学院签订政校合作协议，探索“订
单班”人才培养新模式。同时，梳理园
区内重点企业高层次人才需求，探索
建立人才数据库，实时匹配企业技术
需求与人才专业特长，实现人才与企
业的精准对接。截至目前，已促成华
东理工大学1名博士、3名硕士研究生

到云南中晟、云南锂宸交流学习，并引
进昆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2 人、本
科生 2 人。在人才的助力下，水富市
已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1 家，规上工业企业人才
创造科技成果 335 项，其中专利技术
28 项，2 家企业入围“创客中国”500
强，人才创新成果转化经济效益超1.2
亿元。

“人才服务的温度决定城市发展
的高度。”水富市委人才办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深化“极速响应”机制，向
政策申领、项目申报等领域延伸，打造

“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让更多人才
“轻装上阵”，为水富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水富“极速通道”贯通人才服务链

◆通讯员 吴 强 陆志秋

仲春时节，盐津县兴隆乡的 2 万
亩茶花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如
霞、白的像雪，层层叠叠的花朵点缀山
间，花香扑鼻，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打卡”。经过10余年的发展，这些
美丽的茶花不仅扮靓了乡村，还成为
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催生出一
条集种植、观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特色产业链，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之一。

在兴隆乡兴隆村的茶花基地里，
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碌着。有
的细心修剪枝丫，有的弯腰除草，还
有的挥动锄头松土。一些村民正在
扦插幼苗，小心翼翼地将茶花嫩枝插
入湿润的土壤中；另一些则忙着挖大
株茶花，动作娴熟地将根系完整地取

出，准备装车运往市场。山坡上欢声
笑语不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兴隆乡地处山区，海拔较高，拥
有温暖湿润的气候和酸性土壤，光
照适宜，排水条件良好，非常适合茶
花生长。自 2009 年起，兴隆乡群众
开始规模化种植茶花，培育优质茶
花苗出售。目前，兴隆村培育的茶
花品种多样，包括十八学士、七彩、
花牡丹等 10 余个热门品种，通过线
上线下同步销售，市场需求旺盛，销
量持续攀升。

为进一步扩大茶花产业的影响
力，兴隆乡定期举办茶花文化节，吸引
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赏花、体验乡村
文化。

村民段德金说：“我们家种了 20
亩茶花，前5年卖小苗，再过三四年就

能卖大株的，一边种一边卖，家里的房
子就是用卖茶花的钱建起来的。”

在鑫鑫花卉基地，网络主播张莉
正对着手机屏幕热情介绍茶花。直播
间里人气高涨，点赞、留言不断，订单
纷至沓来。张莉每天直播两场，日均
销售约 300 株茶花，近半年来均以每
株280元的价格出售。“网友都很喜欢
我们的茶花，品种好、开花美，而且四
季常青。能够帮助乡亲们把产品推向
全国，解决收入问题，是我最开心的
事。”张莉说。

过去，茶花作为观赏性植物，花
期结束后便自然凋零腐烂，未能产生
额外经济价值。2024年，兴隆乡引进
茶花加工企业，将茶花作为原材料萃
取提炼精油，用于食品加工和精细化
工大健康护肤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
加值。

入驻兴隆乡的云南昌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茶花含有
丰富的天然活性物质，经过 5 年研
究，我们发现云南、四川的茶花品质
在国内最优，是食品和护肤品开发的
优质材料。”

随着茶花产业的不断发展，兴隆
乡依托茶花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兴
隆乡相关负责人表示，茶花产业已成
为该乡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兴隆乡有 400 多户农户参
与茶花种植，茶花产业每年带动农户
户均增收5000余元。

盐津2万亩茶花绽放“美丽经济”

税惠添力民宿经济
服务绘就乡村新景

本报讯（通讯员 梁 娟）在乌蒙群山起伏间，一群创业
先锋正以“民宿+”模式激活沉睡的乡土资源。为厚植乡村
旅游资源沃土，昭通市税务部门以政策为力，推行高效服务
举措，充分释放税惠春雨，滋养着这片热土的文旅新业态。

走进昭通市威信县，一座“长”在悬崖上的古寨正焕发
新生。崖上石寨依托壮丽的赤水河峡谷与独特的石砌民
居景观，从昔日闭塞的山村蜕变为网红打卡地，2024年接
待游客近300万人次。为支持乡村文旅产业，当地税务部
门组建税收宣传小分队，动态跟踪企业需求，通过电子税
务局、税企交流群精准推送政策。2024年，崖上石寨民宿
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3.8万元，店主将资金投入
悬崖咖啡屋等设施升级，拓展“民宿+石艺体验+生态餐
饮”业态，往来游客量大幅增加。“税务干部带着政策汇编
上门辅导，连申报表填写都手把手教，省下的税费让我们
更有底气迎接旅游高峰。”民宿店主张掌艳感慨道。

在税惠红利的赋能下，返乡青年的创业故事同样精
彩。在昭通，王丽先后创办的民宿在网络火出了圈。
2023年，王丽创立了昭通随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过
自媒体账号“力力记”推广大山包景区。税务部门为其定
制“开业礼包”，辅导发票开具、农产品免税政策等。王丽
介说：“在税务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半年时间里我们就
开办了‘不晚大院’和‘不晚小院’民宿。开业至今，享受
到 1.18万元的税费减免，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贴心服
务也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推动大山包旅游业的宣传与发
展。”依托税惠红利和区位优势，王丽又在鲁甸安阁村打
造了不晚安阁度假村。

从个体创业到集群发展，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融合，税务
部门持续通过“政策适配体检”“行业服务手册”等举措，为
民宿、农业、文化融合业态厘清政策边界，依托“征纳互动平
台”“电子税务局”等实现各类事项全程网办，为企业节省运
营成本。如今的崖上石寨，村民闲置房屋变身特色民宿；安
阁村的松林间，越野车的轰鸣与果园采摘的笑语交织，绘就
出一幅“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的生动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何桂花 李 娜）近日，南方电网昭通
大关供电局在大关县木杆镇紧锣密鼓地开展电网升级改
造和设备运维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
靠，让群众用电无忧。

为保障电网项目顺利施工，施工团队采用“移动发电
车”模式，对4个变压器进行临时保供。这一贴心举措确
保了改造期间60余户村民用电零中断，最大程度减少了
对村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木杆镇 10 千伏木甘线自 2015 年投运以来，一直承
担着木杆镇丁木、向阳、甘顶村 3个行政村共 3639 户的
供电任务。作为大关县竹产业核心区，这条蜿蜒 72 公
里的“电力动脉”穿越茂密竹林，不仅要应对极端天气
的考验，还需满足日益增长的竹产业加工用电和群众
生活用电需求。

此次改造中，供电部门对木甘线开展了线路绝缘化
改造及老旧金具、绝缘子更换，改造长度达26公里，使线
路绝缘化率提升至80%。这一举措相当于为电力线路穿
上了“防弹衣”，大幅提高了线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大关电网升级改造
“移动发电车”贴心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唐远超）近年来，鲁甸县采取了一系
列创新举措，通过推进学生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以及培育
健康家庭等，有效提升了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据调查，
2024年，该县健康教育服务覆盖率达 97.15%，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形成率达46.66%。

自 2022年以来，鲁甸县动员全社会力量，引导广大
居民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和技能，增强健康意识，积极改善
家庭环境，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该县将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与学校健康教育有机结
合，通过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巡讲、健康主题班会、“健康校
园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学生健康是每个家庭幸福的重要基石，掌握必要的
健康知识和技能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该县教
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此，鲁甸县组织健康教育讲师对
全县中小学生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巡讲，每所学校在春、秋
季学期各组织一次全覆盖宣讲，内容涵盖健康生活方式、
心理健康、青春期性教育等。自2022年以来，全县31所学
校已开展上百场健康教育知识讲座，覆盖师生3万余人。

同时，鲁甸县坚持赋能与提能相结合，积极推动“健
康家庭”示范建设，培育家庭健康明白人。在全县 13个
乡镇（街道）建立家庭教育服务站，定期开展家庭健康指
导员和师资培训。2024 年，该县累计开展家庭骨干培
训、健康知识宣讲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 3000 余场
次，受益群众达40余万人次。“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
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等健康理念逐渐深入
人心。

“自2022年起，我们确立了‘每个村至少有一名家庭
健康指导员，每个家庭有一名健康明白人’的工作目标。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070余名村民担任家庭健康指导员
并加入公共卫生委员会。”该县健康教育工作相关负责人
介绍。

鲁甸小手拉大手
提升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