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起使命担当 加快建设“农业强市”
孙贵波

强 市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市
强。今年，市委五届九次全会作出

“农业强市”建设工作安排，并把它
放在“五大强市”之首，表明市委、市
政府加强“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
发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昭通是传统农业大市，苹果、竹
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
位居全省前列，建设“农业强市”有
基础、有条件、有潜力。全市上下要
坚决扛起使命担当，锚定加快建设

“农业强市”目标，以奋进姿态、超常
举措，努力推动昭通从传统农业大
市迈向新型“农业强市”。要以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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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做强苹果、竹子和马铃薯
产业，做大天麻和特色养殖业，做优
花椒产业，做特一批小众产业。要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利益联结主体的支持
力度，创新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要进一步丰富农
文旅融合业态，在资金、技术、人才
等方面全面解决农业项目上的“卡
脖子”问题，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
兴、“农业强市”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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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元辉 李 华）
在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的矿山
上，一套具备自主建模能力的智能
分拣系统正实时捕捉着矿石运输皮
带 上 的 各 类 不 规 则 物 料 。 4 月 14
日，笔者从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获悉，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
大倾角高速皮带复杂物料智能分拣
系统，历经 180 天技术攻坚和 150 余
天的调试运行，成功破解动态定位

跟踪等 8 大行业技术难题，实现杂物
清除率达 85%、大型不规则物体识别
精准度达 100%的双重突破。

该系统在识别直径 25 厘米及以
上 不 规 则 物 体 的 精 准 度 实 现 了
100%，系统研发在针对不规则复杂
物料的图像识别技术及机器控制学
习算法方面展现出了显著优势，并
具备 AI 学习自主建模功能。在高速
运转的运输皮带上，系统能够高速

实时捕捉不规则复杂物料图像，并
通过算法迅速识别出杂物，系统控
制机器人手臂或分拣装置，自动完
成杂物的抓取和分拣工作。

该系统的研发成功，实现了大
倾角高速输送领域复杂物料智能
识别与抓取技术的重大突破，填补
了国内高速输送领域复杂物料识
别及抓取技术的空白，突破了多种
不规则杂物动态定位跟踪及抓取、

多种杂物夹具适应性设计及研制、
大倾角皮带智能捡杂机器人适应
性研究与应用等共 8 个行业技术
难题。

该系统在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
司的成功应用，实现了岗位本质安
全水平的显著提升，生产作业效率
提升 30%以上，为建设安全高效绿色
智能世界一流现代化矿山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

彝良成功研发一款智能分拣机器人

上接第1版《昭通：深入推进“农业强
市”建设 推动传统农业大市迈向新
型农业强市》

创新突破 延伸链条
“土豆还可以做成‘大米’！”不久

前，全球首条“土豆米”生产线在巧家
县投产的消息引起大家关注。

“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条把新鲜马
铃薯变成干燥‘大米’的生产线，也是
世界第一条。”研发团队负责人、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奇接受采访时介
绍。“土豆米”是用新鲜土豆加工而
成的米粒状淀粉制品，它保留了土
豆 90%以上的天然营养成分，与传
统精制米面相比，蛋白质含量提高
了 27%，口感上既有大米的软糯，又
有土豆的香甜。

昭通是云南马铃薯主产区，也是
世界最适宜生产优质马铃薯的区域
之一，曾被世界马铃薯大会授予“世
界马铃薯高原种薯之都”的称号。数
据显示，2024 年，昭通市马铃薯完成
种植面积 237万亩，产量达 350万吨，
综合产值约100亿元。这条“土豆米”
生产线的成功投产为昭通马铃薯的
深加工和产业升级开辟了新的道路。

“土豆做成‘大米’后，产值将翻
10 多倍。”巧家洪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昱霖告诉记者，“土豆米”
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新鲜土豆20吨，

2.5 吨土豆能加工 1 吨“土豆米”。首
条“土豆米”生产线投产后，公司年加
工新鲜土豆2500余吨，生产“土豆米”
1000吨，实现产值3000余万元。

从田间地头到工厂厂房，昭通不
断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统筹抓好农
业基地建设、经营主体培育、特色品
牌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深挖潜
力，做好“土特产”大文章，高原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天麻是昭通六大高原特色农业
产业之一，全市天麻种植面积近12万
亩。围绕天麻，彝良县小草坝镇将宝
藏村打造成了集康养、旅游、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精品示范村。“开业至今，
我们共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带动村
集体经济收入120余万元。”宝藏村党
总支书记姜雄发高兴地说。

同时，昭通市借助科技创新，加
强对天麻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加大品
牌化建设力度，天麻产业完成了从单
一种植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华丽
转身。

“我们先后引进培育了‘好医生’
‘国药种业’‘一心堂’‘定风草’等 20
余家龙头企业，开发了天麻饮料、天
麻蜜片、天麻牙膏等 9个系列的 50余
个产品。”昭通市天麻特产局负责人
表示，2024 年，全市天麻产业综合产

值达 93.91 亿元，带动 15 万余名农村
群众增收致富，联农带农效益进一步
显现。

从“大”到“强”，昭通市六大高原
特色农业品牌越擦越亮，苹果、天麻
等产业品牌优势逐渐凸显。截至
2024年，全市农业综合产值突破 1500
亿元。下一步，昭通市将深入推进

“农业强市”建设，大力推进“1+10”高
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启动 11 个县
（市、区）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园建设，
强化“绿色昭品”品牌打造，力争农业
综合产值达1800亿元。

“重点以乡村建设、设施农业发
展为抓手，夯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基础；以做强苹果、竹子、马铃
薯，做大天麻及特色养殖，做优花椒
产业，做特一批小众产业为抓手，打
造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聚焦农
产品基地建链、加工补链、品牌强
链、市场延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昭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通讯员 刁昶湛 王娅霖

春天的昭阳区守望回族乡，桃树
林在微风中摇曳。永辉桃园内，马永
辉夫妇在烂漫花海间忙碌穿梭，指导
工人抽水、整理灌溉管道，确保水流畅
通。从2018年开园时的荒山秃岭，到
如今百余亩桃树硕果累累，马永辉夫
妇用7年时光深耕自己的“甜蜜事业”。

夫妻携手破难题，生态桃园绽新

绿。“刚开始种桃时，由于桃园里的土
壤非常贫瘠，桃树长得很不好，地里的
洋芋苗都长得病恹恹的。”马永辉回忆
起创业初期的困境。妻子马娟补充
道：“他当时就拍板要改良土壤，就算
多花10倍力气，也要让这片土地‘活’
起来。”

夫妻俩自掏腰包，四处寻觅改良
土壤的方法，购置专业设备对土地进
行深耕和松土。如今，曾经贫瘠的土
地肥沃了，夫妻俩特意在地埂边种植
的绿肥作物野豌豆花开正盛。

面对虫害难题，夫妻俩各展其
能。马永辉选购的太阳能驱鸟器在果
园发挥功效，马娟挑选的生物粘虫板

成为防治蚜虫的利器。
“光自己好，不算好！”马永辉常把

这句话挂在嘴边。夫妻俩办起田间课
堂，从修枝整形到识别虫害，手把手教
会乡亲们标准化种植桃树。马贤文家
的10亩桃园按照马永辉的“秘方”改良
后，去年增收近2万元，今年打算将种
植面积扩大至30亩。如今，周边村落
10余户人家的桃园里，常常能看见马
永辉指导嫁接桃树的身影。想学技术
的果农排起长队，夫妻俩分文不取，只
盼着满山桃林连成片。

从 6月水蜜桃的流蜜娇艳，到 10
月冬桃的脆甜爽口，永辉桃园的摘
桃季长达 5个月，早中晚熟品种的桃

树科学搭配，让守望桃子从“论筐
卖”变成“按斤销”。去年采摘季，游
客的私家车把进山小路堵得水泄不
通，桃子供不应求成为夫妻俩最幸
福的“烦恼”。

站在半山坡上远眺，永辉桃园的
标准化种植区层次分明。“我今年想
建一个蓄水池，既解灌溉之渴，又添
园林景致。”马永辉指着新挖的土坑
说道。马娟立刻补充：“还要引进新
品种，让游客能吃到更多种类的桃
子！”这对夫妻的小目标很实在——
继续专注桃子品质与产量的提升以
及新品种的引进，把田间课堂办成

“致富中转站”。

守望乡马永辉夫妇的“甜蜜事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于青
少年而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至关重要。为切实加强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近日，大关县妇
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走进寿山镇
中学和寿山镇中心小学开展视力
关爱行动。

通讯员 陈际群 摄

大关开展
视力关爱行动

本报讯（记者 聂孝美 安德立）“见到妈妈的第一时
间，就想赶紧和她拍张照片。”4月 13日，在昭通火车站，
陈先生终于见到了失散30年的母亲。这一刻，他多年的
寻亲之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陈先生出生于巧家县，30年前，他还是一个年幼的
孩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失
散。从此，他的心中便埋下了一颗寻找家人的种子。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种子逐渐发芽、长大，长成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使命。

家是无论走多远都心心念念的地方。多年来，陈先生
从未放弃过寻找自己的亲人。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
发布寻亲启事，参加“宝贝回家”寻子网活动。他的坚持和
努力终于在今天得到了回报。在当地警方、民政部门以及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网名为“丝雨”的爱心人士的帮助
下，陈先生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

亲情，是一脉相承的血，是父母双亲的爱，是兄弟姐
妹的根，是一个家庭的魂。当陈先生与亲人相见的那一
刻，时间仿佛凝固。他们相拥在一起，用最朴素的语言诉
说着多年来的思念和牵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一幕
深深感动，纷纷为他们的团圆而鼓掌祝福。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团聚。”在相认现场，陈先生
的亲生母亲激动地说，30年来，她从未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孩
子。如今，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感到无比欣慰和幸福。

30年离散终团圆

昭通母子火车站相拥泪目

◆云南日报记者 秦明豫

日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
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春花茶
咖 2025 年春季云南文旅主题宣传
推广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凤庆县，
探访滇红茶的前世今生以及创新
性保护成果。

位于凤庆县安石村的滇红活态
博物馆前身是凤庆老茶厂初制所，馆
内显眼的五角星、朝气蓬勃的生产标
语、斑驳的红砖墙体，向人们诉说着
云南大叶种茶精制红茶的历史，轰鸣
了半个多世纪的揉捻机至今仍在使

用，游客能够在此体验制茶乐趣，制
作一饼印有自己头像的手工珍藏茶。

“拼配”是滇红茶制作技艺的灵
魂所在，拼配师必须充分了解每种茶
树的性味，捕捉细微差别，才能根据
创意需求拼配出理想的红茶产品。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技术完全
靠时间累积与亲身实践，没有捷径可
言。位于世界茶树原产地核心地带
——澜沧江流域的凤庆县，种茶、制
茶历史悠久，境内 5万余亩古茶树资
源汇聚成“群体大叶种”群落，为滇红
茶的拼配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出身于制茶世家的张国琴是滇
红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
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她一直想研制

一款体现女性特质的滇红茶，经过不
断尝试，“旗手红”于 2024 年拼配成
功。张国琴介绍，拼配只能在一年中
的两个月内完成，“旗手红”的拼配选
用了12种不同风味特点的鲜叶，和传
统滇红茶的“蜜甜香”不同，“旗手红”
增加了栀子花与兰花的幽香，更好地
体现出温柔从容的女性特质。

随着 2014 年滇红茶制作技艺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2022年滇红茶制作技艺参与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并被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滇红茶
制作技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和喜爱。

“非遗技艺只有更贴近日常生
活，才能够得到更好传承，首先人才
培养不能断档，其次是要开发符合市
场需求的滇红茶产品。”张国琴介绍，
为助力滇红茶制作技艺传承，凤庆一
些茶企正在积极与知名茶饮品牌建
立合作关系，开发具有独特风味的滇
红奶茶；文创公司开发出用滇红茶汁
液制作的方巾、体恤衫和背包，尤其
受到年轻人喜爱。“滇红茶制作技艺
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仍有合
理活化利用空间，但同时要有更为细
化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并通过行业
自律以及人才传帮带传承好制作技
艺，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这块‘金字
招牌’。”张国琴说。

凤庆滇红茶：承古创新 清香如故

本报讯（通讯员 刘川源）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近
日，笔者走进盐津县牛寨乡牛塘村，连片的黄精、白芨、竹
节参等中药材新芽吐绿，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药香，
一幅生机盎然的产业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党建引领聚合力，产业发展谱新篇。近年来，牛塘村
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由村
党总支牵头成立合作社，创新构建“党组织+合作社+企
业+农户”的联动机制，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培育种植大
户、整合土地资源等方式，推动中药材产业从“零散种植”
向“规模集群”发展，让“小药材”变身“大产业”，成为打开
村民增收致富大门的“金钥匙”。

创新模式强带动，群众增收路子宽。该村探索形成
“企业包技术、大户包示范、合作社包流转”的发展模式，累
计流转土地 3000余亩，建成中药材种植基地 1500余亩。
牛塘村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26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入股分
红拿股金”的多元增收模式，有效破解了群众增收难题。

如今，这个曾经以传统种植为主的村庄，正以“党建
链”串起“产业链”，激活“共富链”，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
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

牛塘村药材飘香产业兴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兴文 黄玉琳）近日，巧家县金塘
镇举办了干货满满的小蚕共育技术培训会，该镇 100余
名桑蚕养殖户以及对桑蚕产业感兴趣的群众踊跃参与，
共同学习交流。

培训现场，技术人员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专业知
识，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介绍了
桑蚕养殖的全过程，从桑树的科学种植、日常管护，到蚕种
的挑选、孵化，再到蚕房消毒、茧架搭建、病害的防治，每一
个环节都进行了细致讲解，确保参会人员能全面掌握相关
知识。同时，技术人员还针对当地桑蚕养殖过程中常见的
问题，提出了实用的解决方法和应对策略。

此次培训不仅为金塘桑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更助推了金塘桑蚕产业向标准化、科学化
方向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参加培训的养殖户纷纷表示：

“这次培训会开在春蚕养殖前，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技
术支撑，真是太及时、太有用了！”

桑蚕产业是金塘镇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农民增收
的重要支撑。下一步，金塘镇将继续加大对桑蚕产业的
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为养殖
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助力桑蚕
产业做大做强。

金塘镇技术培训
助力桑蚕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申丽琴 姜颖）近日，威信县扎西镇举
办“悦见青春·阅享美好”主题阅读活动。全镇基层治理专
干、青年人才党支部党员齐聚，通过红色教育、阅读分享、
书籍漂流等环节，以书香涵养初心，以行动践行使命。

活动伊始，全体人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庄子上
会议会址和红军长征标语馆。一幅幅标语、一件件文物，
让大家重温扎西会议光辉历史，感悟革命先辈奋斗精神，
厚植红色基因。

在红色诗歌朗诵环节，基层治理专干代表激情朗诵
《英雄》，铿锵词句与真挚情感交织，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年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
大家围绕红色经典、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主题推荐书籍，
结合工作畅谈心得，碰撞出思想火花。

“《红岩》让我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理解，促使我扎根
基层、服务群众。”巷子社区专干杨连洪说。

书籍漂流环节更是温情满满，参与人员纷纷捐赠出闲
置书籍，共20余册，这些书籍将定向流通至石坎社区农家
书屋，让知识传递更有温度。

本次活动是扎西镇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基层治理
创新的重要举措，以“红色教育+全民阅读”为主线搭建了
交流平台，激发了党员干部的阅读热情与实干活力，为建
设和谐美丽扎西注入了文化动能。

扎西镇开展主题阅读活动

昭阳至鲁甸页岩气联络线工程
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昭阳至鲁甸页岩气联络线

工程项目（重新报批）已完成征

求意见稿编制工作，现将项目

概况、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具

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昭阳至鲁甸页

岩气联络线工程项目（重新

报批）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昭通市昭阳区

永丰镇、旧圃镇、龙泉街道、北

闸街道、青岗岭回族彝族乡和

鲁甸县茨院回族乡。

项目概况：本项目线路工

程管道全长 52.35km，其中一

期（鲁甸末站—北闸门站）长

40.11km，二 期（北 闸 增 压 站

— 杜 家 梁 子 末 站 ） 长

12.24km。站场工程包括一期

工程—北闸门站改扩建、旧圃

分输站新建、李家湾阀室新建；

二期工程包括北闸增压站和杜

家梁子末站（新建）。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

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昭通城乡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地址：云南省昭通市

昭阳区二环西路交投大厦

联系人：李舜尧

联系电话：13648708867
邮箱：602697820@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云南春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区公园壹号3栋702室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312553133
邮箱：3147619482@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
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
1M24i6h2Lqa- yoWEzdgnx⁃
MA；提取码: ikrk。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

事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对

本项目建设所持的基本态度，

对建设单位的相关建议等。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

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

问题，请将填写完整的公众意见

表发送至602697820@qq.com。

七、公示期限

公示时间为自本项目公示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2025年

4月14日—2025年4月25日）。

八、公众发表意见的征求

范围

项目所在地附近的居民、

政府有关部门和关心项目建设

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

昭通城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4月16日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洒渔镇苹果

幼儿园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凤凰

支行的公章1枚，字样：昭通市

昭阳区洒渔镇苹果幼儿园。特

登报作废。

登报声明
产权人潘兴珍将昭通市昭

阳区太平盛世荷苑七号地块东

苑 5幢 2单元 2003室房屋租赁

给孙虎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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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