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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我公司于2024年4月起承

建的昭阳公路分局 2024 年政

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

助资金三类桥梁维护加固项目

全面完工，现已全额结清与工

程有关的工程款、农民工工资、

材料费、设备租赁费等。如有

遗漏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携带相关凭证与公司

工程部刘先生（18079784362）
或 财 务 部 郭 先 生

（18179971592）联 系 ，公 司 电

话：0797-8185592，逾期视为

自动放弃相关权利。

特此公告

路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3日

公 告
昭通市北城建筑工程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3060221699151XN）成立于

1985 年 5 月 1 日，原属于集体

所有制企业。为了加强内部管

理，现公司报请上一级主管部

门批准，特申请改制为个人独

资公司，请相关债权人或债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债务，

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贺刚

联系电话：13908700500
昭通市北城建筑工程公司

2025年4月13日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东城小学不

慎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昭通昭阳支行办理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7340000025402， 账 号 ：

2504020229200001564，编 号 ：

7310-00483636。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永善县工业信息商务科技

局不慎遗失云南省非税收入收

款收据（银行代收）票据 1 张，

票据号码：0000915315（第一

联）。特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张兴兵不慎遗失机动车驾

驶 证 ， 证 号 ：

532122198608202213。特登报

声明。

登报作废
赵金月不慎遗失在云南省

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佛滩社

区大花地渡口经营横渡船（云

永善渡 0019号）的国内水路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登 记 号 码 ：

420314000007，船 舶 识 别 号 ：

CN20147180590，证 号 ：x.yS.
NO.0015；船舶经营运输证，证

号：永 XN（20140015）。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源聚房地产开发经

营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昭阳

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7340001967601，账 号 ：

24039801040012623，编 号 ：

7310-01732861。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鸣远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昭通南大街分理处办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0001466101， 账 号 ：

53050163614000000220，编号：

7310-00323096。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鲁甸县戚家院子清真寺不

慎遗失在鲁甸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龙树信用社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7342000120901， 账 号 ：

7400017340543012， 编 号 ：

7310-01197246。特登报作废。

◆通讯员 陆志秋 黄春燕

清晨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盐
津县普洱镇的 24.6万亩竹林上。泥
土中，褐色的笋尖刚刚顶破地衣，昭
示着一年一度的采笋季已经到来。

4月的一天清晨，在海拔1200米
的山腰处，采笋人李绵友带着工人
们搭建临时营地，为即将开始的采
笋工作做准备，温暖的阳光透过竹
叶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
光影。李绵友今年 64岁，有着 16年
的采笋经验。

依山而建的营地里，100多顶黑
色、白色、蓝白相间的帐篷错落有致
地排列着。帐篷内外，采笋工人们正
忙着为接下来的生活做准备——有
的在架设简易炉灶，有的用竹竿和木
板制作简易桌椅，这些简易的生活设
施，处处透着山里人的朴实与智慧。

营地逐渐热闹起来，100多名工
人聚在一起，既有跟着李绵友 10 多
年的老把式，也有第一次进山的新
手。李绵友召集工人们开会，他仔
细讲解今年的采收标准：“大家注
意，今年还是老规矩，直径小于两指
宽的不能采。我们和县里的食品加
工厂签了协议，保底收购价为每斤 4
元。”话音未落，人群中就爆发出阵
阵欢呼。“按往年经验，一天能采 200
斤左右，这 1个月下来，收入还是很

可观的。”采笋能手张大姐盘算着。
黄坪村党总支书记张从算了一

笔账：“我们村有 9800 亩竹林，每亩
产鲜笋约300斤，仅春笋就能为全村
增收近1000万元。”

盐津县的竹产业发展令人瞩
目。数据显示，全县笋用竹面积从
2019年的 48万亩增至目前的 102万
亩，亩产从 200 斤提升到 300 斤。
2024 年，全县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10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
业。“以前竹笋卖不上价，现在县里
建了加工厂，不愁销路。”采笋人李
大姐边整理工具边说。通过“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盐津县引进
精深加工企业，开发清水笋、即食笋
等产品。在中和竹产业园区，新投
产的生产线正将鲜笋加工成各类食

品，远销川渝、江浙等地，带动群众
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

夕阳西下，采笋营地前的空地
上，工人们正做着最后的准备工
作。李绵友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竹
林，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再过
几天，这里就会堆满新鲜的春笋。”

在盐津，像李绵友这样的采笋
人有很多。此刻，他们怀着同样的
心情，凝望着翠绿的竹海，静候着大
自然最为珍贵的馈赠，为即将到来
的采笋季做着最后的准备。

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盐津竹
产业正迎来新发展机遇。盐津县林
业和草原局负责人表示：“未来，我们
将通过发展竹林生态旅游、打造特色
体验项目等方式，让这片竹海真正成
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银行’。”

深山里的采笋人

本报讯（通讯员 白 芯 王 海）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眼下正是辣
椒育苗的好时节，威信县麟凤镇柏
香村抢抓农时，精细做好辣椒育苗
工作。

4 月初，笔者走进柏香村大元
子、大坝子村民小组，40余名村民分
散在山坡上，有的在用机器犁地，有
的在忙着捏泥窝、点种、覆土……

今年，柏香村瞅准前期投入小、

种植周期短、收购有保障等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短、平、快”的辣椒产
业，得到当地群众大力支持。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该村与威信县贵
植农业有限公司合作，以“村集体+
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辣椒产业，由
公司提供免费辣椒种子和技术指
导，吸引群众积极参与辣椒种植，成
功带动56户63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

增收。
“今年，我们柏香村村集体公司

在大坝子、大元子2个村民小组流转
了 500 余亩土地种植辣椒。因为辣
椒的市场需求量大，我们当地的土
地和气候非常适宜种植辣椒，且种
植辣椒见效快、效益高，所以这 2个
村民小组的村民对发展辣椒种植的
意愿很强烈，这为我们发展辣椒产
业提供了基础。我们会努力把辣椒

产业发展成为促进群众持续增收的
重要支撑。”柏香村党总支书记王云
介绍说。

发展特色产业是富民兴村的重
要抓手。接下来，柏香村将继续组
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好种
苗质量关，严把种植技术关，做优、
做大、做强辣椒产业，确保辣椒稳
产、高产、优质，让辣椒产业铺出一
条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路。

柏香村辣椒育苗忙

为持续开展好春季普法宣
传活动，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
连日来，永善县公安局组织各派
出所民警深入辖区村组，通过召
开院坝会、板凳会、火塘会等形
式，近距离向群众宣传道路交
通、森林防火、防盗防诈和预防
毒品等相关知识，切实增强群众
的法治意识，提高群众依法解决
问题的能力。图为永善县公安
局永兴派出所民警向村民开展
普法宣传。

通讯员 龙喜学 摄

永善警方“零距离”
开展普法宣传

◆通讯员 涂睿宸

近日，笔者来到永善县莲峰镇六
井村，周成帅正带着工人在种植天麻，
40 岁出头的他种植天麻已有近 20
年。多年来，他无私向周边群众提供

“两菌”生产、天麻种植技术，带动莲峰
镇种植天麻6000余亩，村里61户村民
全部跟着他学会了种植天麻，走上了
增收致富的大道。

周成帅介绍，在接触天麻产业之
前，因为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他
到过香格里拉挖矿，挣了一些钱，积累
了一些矿石生意方面的资源和经验。
2006 年，他返回莲峰镇开采铁矿，后
来不幸发生车祸，腿部断裂性骨折，铁
矿生意也因此终结。

“但生活总要继续。”周成帅说

道。他没有因此而抱怨颓废、一蹶不
振。回家养病的日子里，受喜爱研究
天麻人工种植技术的父亲影响，周成
帅开始尝试种植天麻。因为缺乏相关
领域的知识，没有对应的专业技术，周
成帅多次种植天麻的成活率都极低，
即使有个别存活的，也是病恹恹的，枯
黄、干瘪，更不用提口感和药效了。偶
然有一次，周成帅把麻种摆放在菌材
正中间，仅位置发生了一点改变，没想
到却种出了一堆高产优质的天麻，最
大的天麻重达 1 斤。周成帅异常兴
奋，感觉破解了种植天麻的密码。

2008年，周成帅决定将种植天麻
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便前往彝
良县向当地的麻农学习，随即又在家
中不断实践自己所学的知识，找来山
间的各种野生菌种做培育尝试。“无论

做什么事，想要做好，就一定会有一个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改进的过
程。”周成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和尝试，
2012年，周成帅终于掌握了天麻种植
过程中的“两菌”生产技术，种植面积
扩大到了20多亩。其间，周成帅一边
改进着技术，一边创新开展用两层菌
材种一层天麻的尝试，这样一来，一批
菌材便可以种植两拨天麻，既节省了
人工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周成帅还发明了一种“灌麻”的种
植技术，一塘双栽，既有有性繁殖，又
有无性繁殖，集中营养供给，成熟的天
麻个大饱满、口感绵密清甜。此外，他
还积极鼓励周边的村民投身天麻种
植。2015年，周成帅成立了属于自己
的专业合作社，带动大家一起种天

麻。为减少大家的投入，他总是帮助
大家购买最优惠的菌种和麻种，无偿
提供种植技术指导。

截至 2024年底，周成帅已经带动
莲峰镇 61 户村民种植天麻，莲峰镇
天麻种植面积扩增到了 6000 余亩，
产值已经超过 1000 万元。“天麻产业
的发展大大提升了莲峰群众的经济
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许多
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回来投身天麻
种植，自己当老板。可以说，是天麻
产业开辟了莲峰群众致富的道路。”
周成帅如是说。

据悉，莲峰镇正加强与永善县善
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生
产天麻压片、天麻水饮品等产品，提高
天麻产品的附加值，推动莲峰镇天麻
产业更上一层楼。

从矿工到天麻种植的“领头雁”

周成帅带领村民共赴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继冬 田入尹 唐 欢 江 鸣）近日，
笔者再访盐津吊钟岩观景台项目建设现场。历经9个多
月施工，一标段 3个观景平台及二号健康步道已美化完
工，二标段四至六号线共6.8公里道路完成硬化。

站在垂直落差达 380 米的观景台上，盐津“一线县
城”全景尽收眼底，关河如带，青山逶迤。随着项目有序
推进，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
张先生表示，此行见识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盐津深厚
的历史人文底蕴。

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吊钟岩观景台一
标段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盘贻龙介绍，目前 3个观景平
台和二号健康步道已完工，一号健康步道前段 660米步
行栈道预计今年6月底完工。

通往观景台的健康步道分为一号、二号两个部分。
一号健康步道前段为步行栈道，后段为村级公路；二号
健康步道全程为步行栈道。健康步道起于盐井镇高桥
村龙洞湾，经水田村下内村民小组、中内村民小组至一
号观景台，全长约2200米。步行栈道采用仿木护栏和被
动防护网做好安全防护，地面经美化防滑处理，与周围
环境相融合。

据悉，一标段一号健康步道后段1142米村级公路预
计4月中旬完工，用于森林防火的100立方米蓄水池和三
号路剩余 121米未铺设沥青的路段均将在 4月底完工。
三号路建设完成后将绘制三色旅游标线，二标段 6.8公
里硬化道路将全部铺设沥青，预计5月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对提升盐津“一线县城”知名度、打造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王 颖）近日，永善县永兴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正式启用，家门口的“幸福圈”再升级，让更多的
老年人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当天，老人们个个精神抖擞，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早早来到日间照料中心门前等候。刚一开门，他们便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入，迫不及待地体验这个新“驿
站”。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有的老人围坐在棋牌桌旁，专
注地对弈，有的则在跳棋区，一边玩耍，一边和身旁的老
人唠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氛围。

“以前我们在家里带孙子，现在社区给我们提供了娱
乐的场所，我们在这里既锻炼了身体，又结交了新朋友，
很开心、很愉快。”永兴社区群众叶祥英说道。

在日间照料中心的一角，社区卫生室医生正在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老人们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
病的防治知识，并为他们免费测量血压等。随后，在志愿
者的组织下，老人们参与了“蛋壳投球”“乒乓球进杯”等
趣味活动，现场笑声不断。

永兴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占地 150平方米，配备防滑
地板、防滑卫生间等适老化设施。开放时间从早上 8点
至下午 6点，设有阅览、棋牌等多个活动区，能为老年人
提供休闲、娱乐、阅读等多元化服务。这不仅丰富了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为社区干部了解民意民情搭建了
重要平台，真正搭建起了党群干群的连心桥。

“老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就把服务开展到哪里，并
打造多样化、亲情化的老年服务场所。下一步，我们将不
断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让更多的老年人实现从‘养老’到

‘享老’的转变，让老年人的生活充满阳光。”永善县民政
局工作人员龙鑫说道。

近年来，永善县在养老服务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
公共服务和养老服务水平。目前，永善已建成敬老院 6
所、老年幸福食堂 2家、日间照料中心 13个，不仅为老年
人提供了一个个幸福家园，更为他们搭建了相互交流、共
同娱乐的社交空间，真正托起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盐津吊钟岩观景台
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永善养老服务再添新阵地

广 告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拥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丰富多
彩的文化元素是打造云南文创产品
的宝贵资源。开发利用资源，做好文
创工作，要坚持融合与创新。

做好文创产品开发，应当深入挖
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和传统技艺，
将文化背后的故事融入产品之中，使
文创产品成为传递云南文化的重要
载体。例如，可以借鉴云南的扎染艺

术，将传统扎染技法与现代设计理念
相结合，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扎染
文创产品，并将其应用于围巾、衣物、
家居用品等物品上，让消费者在使用
产品的过程中，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
魅力。

还可以挖掘云南各地丰富的民
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化资源，创作
出具有故事性的文创产品，设计出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创 IP 形象，并推出
相关文具、服饰、玩具等文创产品，让
消费者在欣赏和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了解云南的民间故事和文化传统。

设计是文创产品的灵魂。在打造
云南文创产品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

设计的创新表达，通过独特的创意和
巧妙的设计，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和竞
争力。一方面，可以借鉴现代设计理
念，将云南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
合，创作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时
尚感的文创产品。例如，可以将云南
的传统图案和色彩应用于现代家具、
家居用品的设计中，通过巧妙的搭配
和组合，营造出具有云南特色的家居
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注重产品设计
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例如，可以设计
云南特色建筑3D拼图盲盒，让消费者
在拼装的过程中了解云南民族建筑文
化。这种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性的设计
方式，可以增加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提升消费者的文化体验。
在数字化时代，云南文创产品应

积极融合现代科技，通过数字化手段
拓宽销售渠道和提升消费体验，通过
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宣传
推广和销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创新
消费场景，让消费者在沉浸式体验中
了解民俗文化。在打造文创产品的
过程中，还应注重品牌塑造和文化
IP 的打造，通过商标注册等方式保
护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通过品牌宣
传提升文创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把文化创作融入生活，创新方式
增强文化体验，如此，才能不断提升
文创产品的设计水平和品牌影响力。

以融合创新打开文创新天地
肖 靖

大家谈
本报讯（通讯员 申丽琴）4月10日，威信县残联组织

21名残障人士搭乘免费大巴前往昭阳区，参加由云南省
康复辅具技术中心组织开展的义肢取型助残活动。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们
的工作人员。”“明天的义肢取型现场要注意纪律，有序配
合取型工作哦。”上午 9时 30分，威信县残联工作人员现
场清点人数后，耐心地叮嘱着注意事项。11时许，3名工
作人员陪同21名残障人士乘坐大巴顺利出发。

据悉，此次义肢取型助残活动，除了义肢免费外，受
助人员的往返交通费、住宿费、餐费均可报销，切实改善
了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给予了他
们心灵上的温暖。

“我昨天接到残联的通知时，真的很开心，我的家人
也很高兴。去年我在残联免费安装了助听器，没想到我
到这个年纪还有机会享受健康生活。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心关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阳光。”今年 65岁，家住扎
西镇田坝社区的刘大爷提及即将安装义肢时满心欢喜。

家住三桃乡的任大姐同样欣喜。她曾去咨询过安装
义肢的事宜，得知费用高昂后便放弃了。如今，她又燃起
了生活的新希望。

“我以前去昆明咨询过安装义肢的费用，普通的都要
3万元，我承担不了这个费用，所以就放弃了。昨天接到
残联的通知时，我很开心、很激动。很感谢政府的好政
策，带给我们温暖与关怀。”任大姐说。

近年来，威信县着力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生活，通过开
展集中入户办理残疾证、精准筛查评估、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免费适配助听器等活动，以及深入走访特殊残疾
人家庭，普及惠残政策，了解残疾人生产生活需求等，积
极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一系
列关爱服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真正
让残疾群众享受到了国家的惠残政策，切实增强了残疾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威信
义肢取型助残活动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