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3 第10102期 邮发代号：63-41 昭通新闻网www.ztnews.net 值班编审：马 燕 今日4版

2025年3月31日 星期一

乙巳年三月初三

中共昭通市委主管主办

昭通日报社出版

ZHAOTO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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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娇）眼下，鲁甸县文屏街道安阁
村的千亩梨园迎来最佳赏花期，群山间一树树梨花竞相
绽放，如雪似玉，将村庄田野装扮一新，绘就了一幅动人
的春日画卷。

“这里的梨花很漂亮，我每年都会来这里赏花。”来自
鲁甸县城区的李女士说，“这个梨园与城区相邻，步行过来
只要半个小时。春季来梨园踏青赏花，心情很舒畅。”

“目前，我们村有170户种梨，面积近1200亩，主要种
植黄梨、苹果梨和新西兰红梨 3个品种。”当地村干部介
绍，近年来，随着管护技术的提高，加之科技赋能，当地种
植的梨亩产可达 2000公斤，按照市场价每公斤 2.3元计
算，安阁村每年的梨产值可超550万元。

安阁村土壤肥沃，气候条件好，适宜种梨，出产的梨
个大核小、皮薄肉厚、甜酸适中，深受消费者喜爱，畅销
省内外。从2006年开始，当地就引进优质梨种苗连片种
植，打造“千亩梨园”特色景观，实现春赏花、秋收果，极
大地提升了产业附加值，带动果农增收的同时，还有效
促进当地休闲观光旅游业健康发展。

目前，鲁甸县内种植品种有黄梨、雪梨、玉露香梨、苹果
梨和新西兰红梨等，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

鲁甸千亩梨花
竞相绽放

本报讯（记者 单 虹 孙贵波 杨
洋）近日，第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传达十一届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审议相关
文件，研究推进改革落实工作。

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苏永忠主持会议。市长、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杨承
新出席。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
广度和深度进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学习好、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

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昭通实践的强大动力。

在充分肯定去年工作成效的基
础上，会议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
年，做好改革工作，意义重大。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深
改委会议精神，聚焦省委“3815”战
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
三篇文章，深入推进“五大强市”建
设，着力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攻坚，坚决打破高质量发展的
堵点和体制机制束缚，努力形成一
批具有昭通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
改革典型经验。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昭通市
2025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送
审稿）》。会议强调，要明确目标任
务，主动对标对表，按照时间表、任
务图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压实工
作责任，加强改革调研论证，因地制
宜细化措施，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按
时按质完成；要强化跟踪问效，全面
掌握工作情况，确保改革有力有效
推进。

会议听取乡镇（街道）履行职责
事项清单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
进一步扛牢扛实工作责任，加强调研
和督促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改革工作取得实
效。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严
肃工作纪律，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切
实为基层减负赋能。

会议听取“家门口的务工车间”
改革试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把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
间”作为实现群众挣钱顾家“两不误”
的重要举措，作为答好“群众持续增
收之问”的具体实践，全力推进改革
试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发挥比
较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加大“招小
商”力度，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
深化沪滇产业协作，积极承接东部产
业转移，建设更多、更具有实效的“家
门口的务工车间”，千方百计创造更
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促进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增收。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
高梅、李军、戈昌武、陈海翔、李勇、梁
凌云、陆颖、毛玖明、陈刚、王东锋、夏
维勇、刘和开、雷贤慧出席会议。

第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把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昭通实践的强大动力

苏永忠主持 杨承新出席

◆记者 陈忠华 闵光景

3月 19日至 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云南考察时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
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
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
出自身特色。云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积极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第三次到云南考察。当下，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云南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路径。昭通市紧扣省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做好“产、
城、人”三篇文章精准发力，全力打造
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源产业、绿色硅
铝产业、磷化工及新材料产业、现代服
务业“五个千亿元级产业”，这正是产
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近年
来，昭通市认真贯彻省委一体推进“三

大经济”的部署，秉持以资源换产业、
园区聚产业、实体强产业的理念。旗
滨光伏、新安化工、合盛硅业三大项
目已建成投产；友升铝合金、中铝大
扁锭等重大项目正加快建设步伐；华
润煤矸石发电项目获得核准；镇雄磷
矿“探转采”工作顺利推进，大关铝土
矿探矿权成功挂牌出让。2024年，昭
通已完成工业总产值 1171.21 亿元，
同比增长 18%。

工业也是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点与难点所在。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们将把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切实抓好产业园
区建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
造昭阳经开区千亿元级园区和水富经
开区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园，同步推
进镇雄磷化工园区等园区建设，将其
打造成为工业经济主战场、转型升级
主阵地以及招商引资核心平台。”

青山耸峙，大坝巍然，在川滇交界
的金沙江峡谷中是白鹤滩水电站的双
曲拱坝，上游的一潭深水被群山环
抱。2021年 6月 28日，金沙江白鹤滩
水电站首批机组准点投产发电，习近
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白鹤滩水电
站全体建设者和各相关方要统筹做好

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建设工作，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金沙江白鹤滩水
电站的贺信，激励着昭通人民在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奋勇前行。

曾经植被稀疏的10余座山头，如
今已铺满灰黑色的光伏板，与周边的
松林相互映衬。仲春时节，记者来到
巧家县马树镇小米地村尖山村民小组
海拔 3088 米的山顶，烈日高悬、山风
呼啸，强风几乎让人站立不稳。2024
年 6月 28日，三峡集团云南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巧家县新房子
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
网发电，标志着巧家县在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新突
破。该项目预计 2025 年可向电网输
送绿色电能约1.6亿千瓦时，可节约标
准煤约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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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云南考察，强调云南民族众多，要加强边
疆民族地区治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
径，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
团结、边疆稳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
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
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近年来，云南坚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健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机制，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
碑光荣传统，纵深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全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书写了民族团结进
步生动篇章。新征程上，我们要立足云南民族众
多、边境线长，各方面治理任务繁重的实际，总结运
用经验，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边
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
作的主线。要传承弘扬誓词碑优良传统，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让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
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深入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
划”，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续
写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

全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
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打造边境幸福村升级版，让
各族群众更加幸福安康。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加
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办好就业、增
收、教育、医疗、关爱留守儿童等民生实事，让“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让我们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讲好人民
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推进边疆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
绚烂。

切实维护
民族团结边疆稳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云南日报评论员

3月29日，在永善县玥丰农业种植园，溪洛渡街道党
员干部正帮助群众采摘草莓。眼下，永善县各乡镇（街
道）大棚草莓进入采摘期，由包村工作组成员、村干部、
驻村工作队队员、农技人才组成的党员志愿服务队纷纷
与种植户一起采摘、分拣、销售草莓，促农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陈 立 摄

田间地头闪耀“志愿红”

本报讯（通讯员 梁 娟）近年来，昭
通市税务部门充分发挥纳税信用激励
作用，通过构建“信用评价+分类服务+
增值应用”全链条机制，将纳税信用深
度融入社会信用体系，以“银税互动”
赋能民营企业，让诚信纳税企业的“信
用资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

在大关县旭红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育苗基地，新安装的自动喷灌
系统正均匀地喷洒着水雾。“这些筇竹
苗长势喜人，多亏了纳税信用带来的
资金支持。”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欧贤芹
感慨道。

2024年，当合作社面临扩大规模
所带来的资金缺口时，税务部门及时
送来的《银税互动服务手册》，让企业
看到了希望。在税务干部的悉心辅导
下，凭借着连续优质的纳税信用，企业
迅速解决了资金难题。“以前总觉得

‘信用’只是一纸荣誉，没想到它真的
能换来真金白银。那170万元的信用
贷款就像一场及时雨，让我们的竹苗
能够‘喝饱水’，茁壮成长。”欧贤芹一
边翻看着贴满便签的税惠政策汇编，
一边说道，“而且，在企业所得税和‘六
税两费’政策的支持下，我们还享受到

了 28 万元的税惠红利。正是国家的
好政策，支撑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同样深切感受到“信用力量”的，
还有昭通市宸辉商贸有限公司。走进
该企业的仓库，新到的课桌椅包装箱
堆积如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刚正在
认真核对即将发往学校的货单。“去年
8 月份中标的这个项目，差点就因为
资金链问题‘卡壳’了。”他回忆道，

“多亏了税务部门的好政策，77 万元
的‘云税贷’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燃眉
之急。纳税信用成了我们最可靠的

‘抵押物’。现在，我们不仅按时完成

了课桌椅的供应任务，还为下一步扩
大生产做好了充分准备。”

据昭通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走访服务过程中，税务干部会带
着“信用体检报告”主动上门，不仅
帮助企业实现信用变现，解决融资难
题，还会辅导企业修复信用扣分项，提
升企业的信用等级。如今在昭通，“银
税互动”搭建起的金融桥梁，正托起越
来越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希望。

昭通“纳税信用”为民营企业打开“融资之锁”

◆通讯员 艾 欣 吴 强 李昭霞

时下，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走进
盐津县滩头乡滩头村的黄桃园，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粉白色的花海。黄桃花
瓣轻盈如雪，花香四溢，蜜蜂在花间穿
梭，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
卷。在这里，美丽的生态“颜值”也成
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生产“产值”。

慕名而来的游客或拍照留念，
或静静欣赏，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我是第 3次来这里了，这里的生态
保护得好，利用得好，春可赏花夏可
摘果，真是个休闲观光、体验生活的
好地方。”游客罗仲辉在黄桃园里一
边拍照留念一边告诉笔者。

“目前我家种了50多亩黄桃，前
年已经开始陆续投产了，亩产可达
2000 多斤，亩产值在 1.5 万元至 2 万

元之间。今年的花开得比较好，预
计产量应该很不错，干活也更有劲
了。”种植户陶强银指着满山绽放的
桃花说道。

黄桃种植，不仅鼓起了种植户
的“钱袋子”，也让群众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村民彭定会近几年就
没有外出务工，她在陶强银的黄桃
种植基地参与种植、管护拿到了工
资，既照顾了家庭，又有收入补贴
家用。在黄桃园参与人工除草的
彭 定 会 格 外 认 真 ，她 高 兴 地 说 ：

“前年我家也学着种了十几亩，今
年开始挂果了，再过几个月就可
以卖桃了。”

滩头村目前已有17户群众参与
种植，黄桃种植面积扩展至 370 亩，
全部进入盛果期后，年产量可达 400
吨左右，年产值达640万元。

滩头村：种桃走上致富路
◆通讯员 姜 颖 曹馨心

春回大地，威信县扎西镇墨黑村
的山葵基地迎来花臺采收高峰。田
间绿浪起伏，数十名农户穿梭其中，
弯腰采摘鲜嫩花臺，欢声笑语与劳作
声交织成一曲春日赞歌。

村民熊凤仙手法娴熟，在山葵
植株间摸索，轻巧摘下花臺，很快
便收获满满一大把，整齐码放在一
旁大筐中。“花臺采收有 10多天了，
我 每 天 能 摘 两 三 筐 ，差 不 多 120
斤。”她擦了擦汗，笑着说道，“这基
地刚搭建我就来务工了，一天能挣
100 元。以前在外打工顾不上家，
现在在家门口干活，能照顾家庭，
挺好的。”

像熊凤仙这样受雇于基地的当
地农户有 30 多人，在采收期人均增

收超2000元。
自 2021 年起，威信县引入金葵

（农业）云南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企
业+基地+农户”模式。公司通过统
一育苗、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
收购，无论是山葵叶片、叶柄，还是
花臺和根，都能统一收购，切实破解
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
难题。

种植户王邦国的山葵种植面积
达120亩，他介绍：“花臺收购价是每
斤 1.8元，目前这批次花臺已经采摘
了12吨。我们每天都会把新鲜采摘
的花臺打包装车，送往金葵公司进
行精深加工。预计四月下旬，还会
迎来下一次大丰收。”

春日的墨黑村，这片充满生机的
土地正以山葵为“画笔”，描绘出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画卷。

墨黑村：山葵种植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