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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专题

乌蒙大地多锦绣，彩云之南正芳菲。
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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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为乌蒙大地各
族儿女注入了强大的前进动力。

昭通民族众多，生态良好，区位独特，在云南的
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四季轮回中，各
族群众在昭通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谐相处，合
力搞建设，一心谋发展。一篇篇团结奋进、共兴共
荣的民族团结和谐华章在这里悄然谱就；一个个民
族团结故事见证着昭通各族干部群众血浓于水的
深厚情谊，“石榴花开、籽籽同心”的锦绣图景在乌
蒙大地精彩呈现。

民族之花绽异彩 团结创建步步高
近年来，昭通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

入全市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持续深入学习宣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举办“党政领导干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能力提升培
训班”等各类培训 58 期，累计培训 6500 人次；印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干部学习教育口袋书》、
宣讲提纲等学习资料10万余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正确把握民族工作“四对关系”，切实提升做好新时
代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定期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组织主题
征文、书画摄影展，举办挖掘昭通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史实研讨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10年成就展
等活动，组建“乌蒙石榴红”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常
态化宣讲，建成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
题教育馆、昭鲁大道宣传教育长廊等一批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的宣传阵地，借助《中国民族报》《民族
时报》等媒体，持续开展成效宣传和典型报道，全方
位、多层次地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昭通
故事。

昭通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为抓手，
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截至
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3 个，实现省级示范县全覆盖，创建省级示范单位
186个。2024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昭通召开，推广学习昭通创建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丽江考察时说：“祝你们的生
活像花儿一样美。”这句温暖人心的祝福，饱含了总
书记对各族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许。市民
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主责

主业加强引领，立足昭通实际，在强化宣
传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
民族全方位嵌入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决策部署在昭通
落地见效。

有形有感有效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始终

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亲密无
间的兄弟情谊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昭
通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蕴含的“大一统”“大
交融”“大团结”等历史价值，精心打造盐
津豆沙关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向各族
游客讲解“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
民族之睦”的重大意义，讲好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
为一体的历史故事。

威信县位于云、贵、川三省接合部，这里自然风
光秀丽、民族风情浓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1935年2月，红军长征途中在此召开了著名的“扎西
会议”。为了纪念在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扎西会议”，当地专门建立了专题博物馆——扎西会
议纪念馆。

近年来，威信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以讲好“扎西会议”故事、奏响民族团结进步
凯歌为主题，以扎西会议纪念馆为核心，精心打造
红色阵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有力推动了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2024 年 9 月 27 日，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扎西会议纪念馆被党
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称号。

扎西会议纪念馆内，每一件展品都是各民族之
间互帮互助的见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
价值。这些珍贵馆藏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格局，更彰显了各民族在共同团结奋斗中结下
的深厚情谊。扎西会议纪念馆不仅是缅怀革命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阵地，更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
社会进步的重要平台。

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说：“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后，我深刻认识
到，要进一步把各民族血肉相连一家亲的故事挖掘
出来、传播开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民族团结进步
素材，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同时，要积极与民
族宗教部门、教育部门协同联动，共同开展一系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让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

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在每个孩子心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孩子抓起，从

小事做起，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在每一个孩子的
心中。”威信县高田中学教师陶家美说道。

2009 年从红河学院毕业后，这位苗族教师就
一直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陶家美用责任和担当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山区
孩子的成长之路，将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热爱与促
进民族团结的深厚情怀，都默默倾注在三尺讲台
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激励
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陶家美不仅在课堂上传授
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意识。
她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交
流活动，让同学们在互动中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习
惯，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民族团结教育已经成为威信县高田中学的一
大特色。学校通过开设民族文化课、举办民族文化
节等形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民族知
识、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还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民族团结
的种子。

陶家美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更坚定了我扎根山区、矢
志成为一名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心和信心。我将
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与全校师生一起，为推动教育
事业发展不懈努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贡献力量。”

在威信县，像陶家美这样投身民族团结教育的
教师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民族团
结的种子“种”在了每一个孩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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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加快发展
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
效、群众增收。

正是春和景明的好时节。连日来，乌蒙大地干
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总书记倾听民意，点点滴滴彰显着殷殷深情，为
乌蒙儿女注入了前行动力。

近年来，昭通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
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围绕打造千亿元级高
原特色农业产业，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全力做强苹
果、竹子和马铃薯产业，做大天麻和特色养殖产业，
做优花椒产业，做特小众产品，实现高端化、品牌化、
市场化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已
成为昭通的一张亮丽名片。

果香浓郁的“红苹果”、椒香四溢的“青花椒”、药
食同源的“乌天麻”、鲜嫩可口的“筇竹笋”……独特
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种资源为昭通发展高原特
色农业奠定了“特”的基石。因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高原特色农业不仅让群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让
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指明了方向，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
本遵循。作为农业大市，昭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深入实施农业强市战略，以乡村建设为抓手，夯
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聚焦农产品基地建链、加
工补链、品牌强链、市场延链，推动昭通农业向高端
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加快实现从传统农业大市
向新型农业强市的跨越。”昭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

阳春三月，乌蒙大地生机盎然。在昭通超越农
业有限公司的苹果种植基地，一株株修剪整齐的果
树排列有序，硕果累累的景象令人期待。目前，该公
司已成功推广矮砧密植苹果种植技术，覆盖面积达
10万亩，每年支付土地流转费3000多万元，带动农户
户均增收约 6500元，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与农
民收入双提升。同时，公司每年吸纳周边乡镇劳动
力9.5万余人次就近就业，有效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
收渠道；实现资产收益分红3000多万元，带动当地脱
贫人口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公司将带领当地的苹果种植农户，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科
技赋能高原特色农业，升级绿色种植技术，打造‘昭
阳红’有机苹果品牌；通过公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立足昭通、辐射云南，打造高原优势特色农业，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推动昭通苹
果走向世界，实现产业兴、百姓富。”昭通超越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温连庆说。

2015年 1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鲁甸地震
灾区过渡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指出“小小花椒树，
致富大产业”。昭通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通过抓示范引领促花椒产业提质增效、抓精
深加工促产业链延伸、抓品牌建设促高质量发展等
措施扎实推进花椒产业发展。如今，花椒已成为昭
通高原特色农产品之一。

竹海莽莽，竹韵悠悠。在昭通市竹产区，竹林铺
陈在连绵起伏的高山之巅、沟壑深处，漫山皆竹，满
眼皆绿，一片生机盎然，托起了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竹产业已成为昭通见效周期最长、生态效益
最优、区域优势最明显、功能价值最广的高原特色
农业。目前，昭通市竹林面积达 680 万亩，覆盖农
户 53 万户 210 余万人。通过企业带动，全市竹产
业从业人员达 3000 人，个体大户最高收入超 180 万
元。当前，竹产业已成为昭通产业覆盖人口最多、
优势最明显、助农增收最突出、带动影响力最强的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成绩的背后是昭

通市从顶层发力，持续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向
纵深推进。

在“中国筇竹之乡”大关，木杆镇作为核心产区
之一，乘着大关县“一县一业”政策的东风，各类涉竹
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土生土长的木杆镇姑
娘欧贤芹创办的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公
司自 2019年底成立以来，已实现产值 1670万元。欧
贤芹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咖啡点赞，我很
振奋、深受鼓舞。作为一名‘三农’工作者，我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引，坚定发展筇竹产业的信心。我们将通
过提升加工技术、打造筇竹品牌，让昭通筇竹走向全
国、迈向世界，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让乌蒙大地焕
发了新的生机，也让昭通的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收入。昭通始终坚持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
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主攻方向，充
分发挥生物多样性和高山林地、干热河谷等资源优
势，加快高附加值产业布局和种植养殖结构调整步
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因地制宜做好科技赋农
和“土特产”增值大文章，全力做强苹果、竹子和马铃
薯产业，做大天麻和特色养殖产业，做优花椒产业，
做特一批小众产品，推动昭通从传统农业大市迈向
新型农业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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