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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 考 董建军 杨
洋）近日，市委、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调研组举行工作座谈。

市委书记苏永忠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郝小江、张克
勤率队参加。

苏永忠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郝小
江、张克勤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苏
永忠说，当前，昭通全市上下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对 标 省 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
城、人”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农业强
市、能源强市、交通强市、生态强市、
教育强市“五大强市”建设，奋力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苏永忠说，昭通高原绿色农业资
源丰富，在深入推进“农业强市”建设

进程中，希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与昭通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在人
才、技术、科研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助力昭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更好
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郝小江、张克勤对昭通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对昭通高
原绿色农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

建议。他们表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与昭通的合作由来已久，下
一步将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与昭通的合作，加大对昭通的支
持力度，瞄准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强化农业科研资源力量统筹，为
昭通高原绿色农业产业加快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毛玖明、夏维勇参加。

本报讯（记者 马礼琼 闵光景）近
日，昭通市人民政府特邀中国科学院
院士郝小江、张克勤到昭通学院开展

“院士大讲堂”活动，300 余名科研工
作者及高校师生共赴这场学术盛宴，
探寻农业科技创新赋能地方发展的
新路径。

活动现场，郝小江以“植物化学
与天然药物”为主题，系统阐述了植

物次生代谢产物在医药与农业领域
的创新应用。他结合昭通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重点讲解了天麻等特色
药用植物的活性成分研究与产业化
开发路径，为昭通中药材精深加工
提供了新思路。张克勤聚焦“云南
高原特色农业”，通过展示典型案
例，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并详细介绍了线虫生防机制

解析及产品研发的最新进展，以及
绿色农药开发的创新策略。两位院
士精彩的讲座让在场农业科技工作
者深受启发。

“两位院士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地
方特色需求，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
要立足国家和地方需求来开展科
研。”昭通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申开泽表示，“我们不仅要把

论文写在期刊上，更要写在祖国大地
上，写在人民的需求上。”

昭通市科技局农村与社会发展
科工作人员王涛说：“产业的发展离
不开科技的支撑。两位院士的到来，
为昭通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让
听课的师生与科研人员深入领略科
研魅力，切实推动科技赋能昭通产业
发展。”

水富
本报讯（通讯员 周 娟 宋春燕）4

月 9日，水富市开展以“爱卫新篇章，
健康‘心’生活”为主题的第37个爱国
卫生月集中宣传活动，旨在提升群众
健康素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
民共建共享的健康社会氛围。

宣传活动重点聚焦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服务，首次设立心理健康咨询
台。心理咨询师为市民提供免费心理
咨询服务，帮助群众缓解压力、疏导情

绪，增强心理调适能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了爱国

卫生、心理健康、母婴保健、合理膳食
等健康知识宣传折页2000余份，设置
心理健康和妇幼健康咨询台 2 个，为
300余人次提供健康咨询，为120余人
次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服务，并根据测
量结果提供健康指导，引导群众树立
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盐津
本报讯（通讯员 张拯平 官 健）4

月9日，盐津县以“爱卫新篇章，健康‘心
’生活”为主题，在水田团结社区广场举
办了第37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健康宣传与服务环节有序推
进。在健康知识宣讲中，县卫生健康局
主讲人围绕“健康素养66条”展开详细
讲解，让群众掌握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技
能。县人民医院医生聚焦心理健康，引
导大家关注自身心理状态。县中医医
院医生则就健康体重知识进行科普，为

群众提供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县红
十字会演示员现场普及急救知识，并手
把手教授群众关键的急救技能。

在健康咨询及义诊活动中，各参
与单位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通过摆放
宣传展板、发放健康宣传册等资料，向
群众普及健康知识。盐津县疾控中
心、盐津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
盐井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耐心地为群
众进行体检，指导群众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

全市各地开展第37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走进昭通解锁农业科技创新“密码”

市委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调研组举行工作座谈

春日暖阳下，永善县务基镇八角
村青年二组的陈家堰塘波光粼粼，宛
如一块碧玉镶嵌在村落间。白墙青
瓦的农舍倒映在水面上，与蓝天白云
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怡人的乡
村画卷。

谁能想到，这座如今蓄水量达 1
万余立方米的堰塘，一年前还是个供
水不足的老旧水利设施。随着永善
县蒿枝坝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的相
继完工，陈家堰塘焕然一新，设施设
备完善，蓄水量扩容了近三倍。只需
转动阀门，汩汩清流便沿着沟渠奔向
田间地头，为农作物带去滋润与生
机，解决了周边农田的灌溉难题。

“陈家堰塘以前库容和水量都很
小，有时候还会停水，用水也不方便，
需要拿水泵来抽水。现在经过改造

后，堰塘变大了，水量也大，老百姓灌
溉庄稼很方便，闸门一开水就到田间
地头了。修得也很漂亮，吃了饭我们
就到堰塘边来走走，大家都很满意。”
青年第二村民小组组长王明贵欣喜
地说道。

20公里外的黄华镇朝阳社区，华
阳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果园里呈现出
另一番景象。500余亩枇杷和柑橘树
长势喜人，这一切得益于永善县蒿枝
坝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的实施，田间
管网将水肥一体化高压微喷系统铺
设至每一棵果树下。开启开关，细密
水雾从每棵果树根部腾起，均匀地洒
向枝叶，不仅节约了水资源，灌溉效
率更是大幅提升。

“自从安装了高压微喷一体化系
统，只用打开开关，就能自动灌溉、施
肥，更高效节能，效益提高10倍，成本
降低三分之二，一个人一天能够浇灌

50余亩地。我们管理起来也更科学、
更方便，相信枇杷园会越来越好，我
们对发展水果产业充满了信心。”华
阳专业种植合作社枇杷园管理人员
刘定兵说道。

这一幅幅现代农业图景的背后，
是永善县蒿枝坝灌区现代化改造项
目参建各方300多个日夜攻坚奋战的
结果。自开工建设以来，参建各方克
服了地形复杂（山高坡陡）、交通不
便、材料运输难等诸多挑战，如今，项
目已实现通水，覆盖务基、黄华 2 个
乡镇，总灌溉面积 5.15 万亩。长达
168.326 千米的输水管道如同“山间
血脉”贯通山野，4 座堰塘、348 座水
池星罗棋布，140 套电子流量计精准
计量……智能水利让水资源调配更
加精准、高效，极大地改善了灌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沟渠

修复、干支管安装、新建水池以及新改
建塘坝等方面，惠及务基镇、黄华镇的
14个村（社区）14000余户6万余人，有
效保障了黄华、务基的枇杷、花椒、脐
橙、白桔等作物灌溉用水，实现了节能
增效、产业增收，群众满意度较高。”蒿
枝坝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建设管理局
现场管理人员甘仕文介绍道。

永善县蒿枝坝灌区现代化改造
项目节能、节地、节水、环保的设计理
念，让绿水青山与现代农业完美融
合，智能化管理为传统农业注入了科
技活力。如今，纵横交错的输水管
网、星罗棋布的水利设施、潺潺流淌
的清流，不仅滋润着良田，更浇灌着
乡村振兴的希望。

碧 水 润 山 乡
——永善蒿枝坝灌区改造侧记

◆通讯员 杨亚莉 田 雨

勤劳双手描绘

春耕美画卷

四月的昭通大地一片生机勃
勃，农民在土地上作业，用勤劳的双
手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春耕画卷。
图为昭阳区守望回族乡一位村民在
为洋芋浇水。

记者 张广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剑 田 芳）眼下，昭阳区73万
亩苹果花开正艳，为昭阳大地镶上了美丽的花边。

近年来，昭阳区在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采取“新主体+新技术+新平台”的方式，引进
培育农业产业新型经营主体，推广使用新技术新设
备，让龙头企业引领示范带动苹果全产业链发展。
通过打造现代苹果种植示范园，建立完善专业技术
体系，聚焦品种改良、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运营等环节，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全区已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
众参与”的联动发展新格局，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
股、劳动就业等方式，73万亩苹果产业带动农户11.7
万户45.6万人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娇）鲁甸县位于滇东北高原南
部，夏季平均气温19.2℃，昼夜温差10.4℃，湿度适中，尤
其适合夏季避暑和休闲度假，堪称“天然空调房”。今
年，该县将依托当地夏季凉爽气候、自然生态和民族文
化等优势，全力打造集避暑休闲、健康养生、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旅居新地标，让游客在鲁甸度过一个充满清凉与
乐趣的夏天。

鲁甸县打造多层级避暑旅居产品矩阵，推出包月、
包季、半年套餐等避暑优惠套餐，优化基础设施、周边环
境、价格区间等，提升服务能力；打造特色民宿，扶持
10—15家星级农家乐及民宿，统一服务标准，提供优质
服务和设施，推出“清凉套餐”。打造特色旅居，在文屏、
砚池、桃源、龙头山、小寨等地，为避暑民宿配套农家田
园采摘、文化活动、休闲养生项目；整合桃源尤家湾、桃
源生态园、万亩稻田、牛栏江大峡谷、转山包云海等地域
资源，推出徒步、露营、摄影、休闲等主题项目；依托龙头
山镇“两馆一中心”、朱提银文化遗址、彝族火把节、苗族
花山节等提供文化体验活动。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鲁甸县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线
上、线下宣传推介活动。制作了精美的宣传海报和短视
频，通过官方媒体、社交平台、旅游网站等渠道进行推介
宣传。夏季避暑活动期间，当地还将组织县内文艺院
团、文艺协会等，在县城广场或旅居人群聚集场所每周
轮换开展地方文化艺术演出和宣传推介活动，丰富市民
及游客的文化生活，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同
时，当地各部门将持续做实交通、卫生、治安等保障工
作，做好住宿、餐饮、消费等服务工作，让游客在鲁甸游
得舒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春日里，盐津县 10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
的花海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
的田园画卷。看着游客们穿梭在金黄的花海中拍
照，滩头乡玉屏社区居民杨开聪脸上满是笑意：“以
前种油菜只为榨油，现在还迎来了游客，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咔嚓、咔嚓！”在普洱镇夷都山油菜花田的观
景台上，摄影爱好者王月如正兴奋地拍摄花海全
景。不远处，一群身着汉服的游客在花田间翩翩起
舞，成为镜头中的亮丽风景。连绵起伏的梯田上，
金灿灿的油菜花随风摇曳，蜜蜂穿梭其间，游客漫
步花田亲近自然。

依托油菜花景观，普洱镇连续多年举办油菜花
节，推出摄影大赛、农耕体验、民俗表演等活动，周
边游客纷至沓来。“花期游客多，我家的蜂蜜和土鸡
蛋供不应求。”普洱镇小洞村村民刘芬芳在花田边
支起小摊，一天能卖出 200多个土鸡蛋和 30多瓶蜂
蜜，吃上“旅游饭”的她心里乐开了花。

盐津县大力推广高产双低油菜品种，以“油菜+
水稻”轮作模式，推动油菜产业发展，既保持土壤肥
力，又减少病虫害。通过油菜秸秆还田、菜籽饼粕
饲料化利用等措施，资源循环利用率达 90%以上。

“种完油菜再种水稻，土地一点不浪费。”庙坝镇石
笋村村民王传家说，待油菜籽收割后，就可以接着
翻耕花田种水稻。

为提升产业附加值，盐津县既抓基地端又抓加
工端，引进菜籽油精炼生产线，开发冷榨菜籽油、油
菜花蜜等特色产品，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成为县域经济新名片。从单一的榨油作物到多
元的“花田经济”，盐津县10万亩油菜花海不仅扮靓
了春天，还成为农民增收、乡村变美的“金色引擎”。

“我们将继续以花为媒，做强‘油菜经济’，拓展
研学、康养等新业态，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
富。”盐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目前，全县油菜
种植规模达10万亩，预计实现油菜籽产量1.3万吨、
产值9000万元，种植户户均可增收4000元以上。

盐津：
以花为媒兴产业
◆通讯员 黄成元

鲁甸全力打造

避暑旅居胜地

昭阳70万亩苹果花开

孕育增收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