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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 剑

在昭阳区炎山镇通往昭阳城区的
盘山公路“彪白水”路段，坚守着一名
备受群众信赖的辅警，很多司机习惯
称他为“链条哥”。“链条哥”的真名叫
邓玉奎，他是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
炎山派出所的一名辅警，虽然年仅 30
岁，但已在服务群众的一线坚守了 8
年多。

“彪白水”路段仅有 3 公里长，但
地势险要，路面狭窄，常伴有落石，终
年难见阳光，浓雾现象频现，遇到冰雪
天气还极易结冰。正是这样一段路，
练就了“链条哥”的一身好本领。许多
司机都深知在冰雪中安装防滑链的艰
难，光是下车面对刺骨的寒风就需要
极大的勇气，冻僵的双手根本无法抓
稳防滑链条，更不用说进行安装了。

然而，这正是邓玉奎成长为群众坚实
后盾的“试练场”。8 年间，每逢冰凌
雾雪天气，他总是冲锋在前，练就了一
手快速安装防滑链的绝技，累计为群
众安装了3200余条防滑链。

去年冬季的一个寒夜，四川的张
女士驾车行至“彪白水”路段时，车轮
突然打滑，掉进了沟里。当晚雾气很
浓，张女士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
趴在车里哭了起来。恰巧炎山派出所
巡逻队巡逻至此，邓玉奎走过去敲了
敲车窗并说道：“不要怕，我们是派出
所的。”听到这句话，张女士反而哭得
更大声了。随后，邓玉奎和同事就地
取材，用碎石头垫在车轮下方，慢慢将
车子从沟里移了出来，并从后备箱取
出防滑链给张女士的车子安装好。由
于张女士惊魂未定，不敢再开车，邓玉
奎便开着张女士的车走在前面，同事

们则用警车载着张女士跟在后面，一
路护送至路况较好的大山包集镇。

3月以来，昭阳区先后迎来2次大
范围降温降雪。强冷空气来袭，致使

“彪白水”路段再度被冰封。3月18日
上午，家住永丰镇小闸村的陈家富用
自己的货车载着 4 只山羊途经“彪白
水”，因道路湿滑难以通行，他便下车
自己安装防滑链，但忙了许久都无法
安装成功。这时，邓玉奎及队友恰好
赶到。在简单查看情况后，邓玉奎发
现原来是陈家富准备的防滑链与其货
车的轮胎不匹配，必须去掉 2 扣才能
安装。由于现场没有合适的工具，只
能使用仅有的钳子硬拆。邓玉奎二话
不说，拿起钳子就开始砸。由于太过
着急没稳住，钳子硬生生地砸在了他
的手腕处，顿时鲜血直流，但他却隐忍
不言，坚持完成了作业，最终成功为陈

家富的货车安装了防滑链。直到回到
所里吃饭时，邓玉奎手上的伤口才被
同事发现，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
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

8 年间，邓玉奎始终如一地和队
友们奋战在抗冰保畅的第一线。如
今，他安装链条的手法越发纯熟了，用
时越来越短，为司乘人员的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不仅如此，在他的带领
下，炎山派出所的多名同志也熟练掌
握了安装防滑链的技能，为保一方平
安默默地奉献着。

只要群众有需要，大雾中总会及
时出现那抹温暖的藏蓝色。“看见警灯
闪烁就安心。”这是许多“彪白水”路段
过往司乘人员共同的心里话。当问及
坚守的动力是什么时，邓玉奎说：“链
条扣住的是安全，连起的是民心。这
就是我的初心。”

“链条哥”邓玉奎——

八年坚守抗冰保畅 用防滑链扣住安全与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成元 邱 琴
唐 欢 李昭霞 文/图）人勤春来早，奋
进正当时。当下，盐津县落雁乡到处
呈现出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一
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正徐徐展开。

走进落雁乡，田野间处处是忙
碌的身影。村民们身着朴素的衣
裳，脚踩泥土，手持农具，在田地里
翻耕、播种，脸上洋溢着对新一年丰
收的期盼。在一片宽阔的稻田里，
几名村民正熟练地操作着耕田机，
机器的轰鸣声与村民的欢声笑语交
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欢快的春耕
交响曲。

落雁乡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风
景秀丽，文人雅士迭出，所种水稻取
名为“状元米”，意为“家乡米育状元
郎”。目前，全乡种植有机“状元米”
5000多亩，覆盖龙塘村、落雁村、共和
村种植户1300多户，总产值预计可达
1370万元，种植户人均可增收4900元
以上。

为确保水稻丰收，落雁乡提前谋
划，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
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同时，积极组织
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
种植技能和管理水平。

为推动“状元米”产业的发展，落
雁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加

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
件，提高土地肥力；另一方面，积极探
索“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与农业企业合作，建立稳定的供
销关系，确保农民的粮食有销路。

在落雁乡的一处农田里，几名村
民围坐在田埂上交流着种植经验。
他们纷纷表示，有政府的支持和帮
助，对种植“状元米”充满信心。

据悉，今年，盐津县计划种植水

稻 6.9万亩。眼下，随着春耕生产的
有序推进，盐津县各地的田野里渐渐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村民们的辛勤
劳作，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希望，也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宋春燕 杨 娇）
阳春三月，水富市云富街道新寿村黄桃
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漫山
遍野的桃花竞相绽放，宛如一片花的海
洋，不仅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成为“赏花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新寿村村民陈忠泽于 2015年开
始种植黄桃，现在已发展到了 80
亩。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欣赏桃花，他
在果园里修建了观赏便道，并免费向
公众开放。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踏青赏花，尤其周末更是人气

爆棚。“我们免费对外开放，邻居主动
做好服务，让大家玩得高兴。大家玩
高兴了，才愿意在这里消费，帮助我
们增加收入。”陈忠泽说。

黄桃基地背靠仙鹿山，山上有一
条小道，连接着数座山峰，其地势陡
峭、风景秀丽，被人们誉为“新寿仙鹿
山天梯”，成为旅游爱好者的热门游
玩地。近年来，随着游客逐渐增多，
周边村民嗅到了商机，纷纷在路边摆

起小吃摊，售卖凉粉、炸土豆等农家
美食，生意红火。

为了方便游客停车，村民们还自
发打扫了停车场，仅收取少量管理
费，进一步增加收入。“我们将加强对
人居环境的整治，规范商贩的经营行
为，以干净整洁的面貌迎接更多游客
的到来。”新寿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鼓励村民经营小吃店增加收
入的同时，新寿村还大力发展黄桃产

业，促进村民就业。陈忠泽通过土地
流转的方式，将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
规模化种植黄桃，并聘请村民参与果
园管理，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 20 多
名村民在基地务工。

近年来，“赏花经济”已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新寿村黄桃基地
通过开放免费赏花吸引客流，再结合登
山、农家乐、特色小吃等配套服务，让美
丽风景真正转化为“美丽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白 芯 王 海）人
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连日来，威
信县各地按下了春耕启动键，一幅幅
春耕备耕图在阡陌间渐次展开。

3月26日，笔者走进旧城镇天蓬
村松林坡村民小组，威信县农业农
村局技术人员正在详细指导村民胡
聪秀种植旱地水稻。

“墒面1.5米、边沟30厘米，打塘
6穴，每穴播种4粒……”胡聪秀严格
按照技术规程，将颗粒饱满的“旱优
73”稻种播撒到地里，这种旱稻是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的节水型旱

稻，具有耐旱能力强、苗期生长快、
产量潜力大、抗病性强等显著优势。

胡聪秀告诉笔者，今年她试种
了 3.5亩旱稻。“我相信科学的力量，
县里的技术人员会全程指导种植，
希望能有好收成。”胡聪秀说。

今年，威信县立足实际，积极探
索推行“水稻旱作”新模式，着力让
老百姓的“米袋子”更安全、“钱袋

子”有保障。
“‘水稻上山’改变了传统水稻

的栽培模式。我们根据威信土壤墒
情，选取了‘旱优73’和‘旱优78’2个
品种，在全县范围内示范推广种植
800 余亩。”威信县农业农村局农技
人员黄天领介绍道，“我们推广的是

‘直播种植法’，省去了常规水稻种
植中的育秧、耕田、插秧等烦琐工

序，既达到了节水抗旱的效果，又节
约了人力物力成本，每亩地大约能
节省种植成本300元。”

接下来，威信县农业农村局将
继续派出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全过程跟踪、帮助、指导农户
科学管护旱稻，为秋收“粮满仓”打
下坚实基础，推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杨 娇 宋春燕）近日，水富市生
活垃圾中转站正式投入使用，将大幅提升水富市生
活垃圾处理效率和环保水平。

日前，笔者走进新建成的生活垃圾中转站，看见
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环卫车正依次缓缓驶入卸载
区，在人工引导下将垃圾倒入垃圾容器进行压缩……
和传统垃圾中转站相比，这里几乎闻不到令人不适的
味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居民生活垃
圾产生量不断增加，收集生活垃圾的区域不断扩大，
现有的垃圾中转站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处理工
艺技术已经落后。为满足当前生活垃圾中转处理的
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水富
市在2024年启动了新的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

水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人员介绍，建设新
的生活垃圾中转站，是水富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该生活垃圾中转站采用国内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可
快速完成垃圾压缩，快捷完成垃圾收运，有效分解垃
圾，实现垃圾收运更高效、更环保。

“水富市生活垃圾中转站采用的是三体分离压
缩机，通过全密闭式垃圾压缩机，密闭式污水管对接
箱体，双层闸门配合压缩，达到污水和垃圾零泄漏。
同时，采用负压净化空气系统，等离子分离处理，达
到零异味效果。”长沙普惠环保机械有限公司水富设
备负责人罗灿介绍。

本报讯（通讯员 赵 浚 许 翊）近期，彝良县全面启动
2025 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护航畜牧业健康
发展。

彝良县推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以
科学化、标准化手段织密动物疫病“防护网”。针对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羊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实
施整村推进、逐户落实的全覆盖式免疫注射；针对猪瘟、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鸡新城疫等计划免疫病种，因地制
宜开展动态监测、精准防控。

恰逢春耕生产农忙时节，防疫人员针对农户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特点，开启“追光模式”，主动调
整服务时间，破解“入户不遇人”的难题，确保防疫“乡
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免疫注射牲畜口蹄疫 28.95 万头
（只）、高致病性禽流感 50.52万羽、猪瘟 6.08万头、高致
病性猪蓝耳病 3.22 万头、鸡新城疫 16.75 万羽，补免小
反刍兽疫 3.86万只。

守护畜牧安全，就是守护群众的“钱袋子”和“肉盘
子”。彝良县将持续推进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在3月
底全面完成春季集中免疫注射工作，在 4月中旬完成免
疫效果评估，为畜牧业健康发展夯实根基。

彝良启动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谭昌国）3月 27日，巧家县 8路
公交线路正式延伸至白鹤滩街道水塘村，线路的延
伸将惠及沿线12个村（社区）的居民。

作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重要民生工程，该线路试
运行首日即吸引众多村民体验。“自己开车单程要90元
左右的油费，现在25元就能直达城区，既省钱又省心。”
乘客唐代国在体验首趟客车后表示。

据悉，延伸后的8路公交线路起点为巧家县公交总
站，终点为白鹤滩街道水塘村委会，全程44公里。该线路
经玉屏街道玉屏社区、堂琅社区、花园社区，白鹤滩街道
金沙社区、黎明社区、野鸭村、巧家营社区、旧营村、核桃
村、松梁村等12个村（社区），连接堂琅大道、红卫街、青年
路等城市主干道，中途设人民医院、七里安置区、黎明安
置区、小黄果树村、三家村等20余个站点，实现城乡交通
无缝衔接。该公交线路实行阶梯票价，县城至水塘村25
元，县城至巧家营社区10元，巧家营至水塘村15元，试运
行期间投入3辆新能源公交车，发班间隔约为2个小时。

该公交线路试运行将持续至4月26日，其间，市民
可通过热线电话提出建议。此次公交线路延伸不仅解
决了部分村民的出行难题，更为边远地区农产品流通、
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交通保障，标志着巧家县在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巧家8路公交线路
延伸至水塘村

水富新建生活垃圾
中转站投入使用

盐津人勤春早耕田忙

威信探索推行“水稻旱作”新模式

新寿村“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有事要问】收养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身边案例】李某与何某婚后一直未生育，后到

医院检查，发现李某患有不育症。夫妻商量决定收
养一名子女，于是何某问，收养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
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
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
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
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收养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遗失声明

徐艳不慎遗失高中毕业证，

证 号 ：5316066211042100102，

毕业院校：昭通市鲁甸县第一

中学。特登报声明。

登报作废

冯金强不慎遗失律师执业

证，证号：15306201410533662。

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鑫辕嘉窗

帘布艺店不慎遗失预留在云

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

通分行的公章1枚，字样：昭通

市 昭 阳 区 鑫 辕 嘉 窗 帘 布 艺

店。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余锦泉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证

号 ：532127199103290533。 特

登报作废。

登报声明

产权人吴顺俊将昭通市

昭阳区龙韵雅苑 29 幢 1518 室

租赁给杨雨使用，现经双方协

商一致同意解除之前签订的

租房合同。特此声明。

登报作废

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

龙泉支行的公章1枚，字样：昭

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5321010002258。特登报

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华西博大口腔医疗

有限公司（现公司名称：昭通

西南博大口腔医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市分行的私

章1枚，字样：林火琛印。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刘阳会不慎遗失昭通合

富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款收据3份，摘要：云

瑶水乡Y10-2-301首付款，编

号：2155960，金额：75860 元；

摘要：契税＋维修基金，编号：

2154762，金额：8605 元；摘要：

配套费，编号：2276212，金额：

6260元。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鲁甸县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32122MB1A01338R，有 效

期：自 2019 年 8 月 9 日至 2024

年8月9日。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刘成刚不慎遗失执业药

师注册证（药学与中药学），证

书编号：533221060539。特登

报作废。

广 告

◆通讯员 王艳琼

近年来，鲁甸县在招才引智、人
才培养以及产、学、研融合等方面持
续用力，紧抓苹果、马铃薯、肉牛、生
猪等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创新采用

“人才+项目”模式，加速构建人才链、
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

倾心引才“聚合力”。基于全县
人才工作的实际情况和用人单位的
迫切需求，鲁甸县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施策”的原则，重点聚焦党政机构、
企业、园区等用人主体，实施“一把
手”主抓“第一资源”战略，将人才队
伍建设作为“书记领办人才项目”。
以“朱提人才”品牌为载体，创新开展

“初心伙伴”县外人才项目，建立了

“初心伙伴”人才库，颁发了 35份“初
心伙伴”证书。同时，与上海市普陀
区甘泉外国语中学等学校签订了“校
对校”对口帮扶协议，与 9 家单位建
立了“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合作关系，
帮助培养了 234 名本土人才。通过
公开招聘、以才引才、逆向引才等“全
职+柔性”的引才方式，克服了编制
紧缺的难题，成功引进 657 名各类人
才，其中包括 5名博士、43名硕士，为
全县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悉心育才“提内力”。鲁甸县不
断完善高层次人才培育体系，以“人
才服务月”为平台，采取“抓重点+带
常规”“阵地练+网络学”“专家讲+实
地训”等多种模式，组织开展了高层
次人才沙龙、百名专家进乡村等一系

列活动，及时回应了人才关切的问
题，做好了服务人才的每一件“关键
小事”。依托校地合作建设的高校干
部人才培训基地，选派了45名干部人
才前往上海市普陀区进行培训和锻
炼，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 2期乡村
振兴干部人才培训，共计培训 50 人
次；开展了 1 期暑期教师培训，培训
2026人次。同时，着重培养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具有民
族民俗特色的人才，进一步优化了人
才结构，激发了人才的创新创造活
力。目前，已有 2家企业被认定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5 家企业被认定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培养了2650名农村
实用人才和331名高素质农民。

产才融合“添活力”。鲁甸县不
断拓展校地合作领域，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探索建立了政府主导、
部门参与、社会协同、企业主体的“四
位一体”推进机制，优化了校地合作
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工
作模式。积极组织县域内的企业与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推动了人才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在乡村CEO培训
中，有 3名人才成为乡村CEO培养对
象，尤家湾成为昭通乡村CEO实训基
地。乡村CEO学员创新的“党总支+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动了乡土
人才发展花椒产业。此外，15名专家
围绕苹果、马铃薯、肉牛、生猪四大产
业开展了实地帮扶服务，帮扶了19家
企业、15家合作社和 69户种养大户，
结对帮带了45名本地农业科技人才，
有力推动了鲁甸县苹果、马铃薯、肉
牛、生猪四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鲁甸：锚定“三力”推动人才工作提质增效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