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3 第10136期 邮发代号：63-41 昭通新闻网www.ztnews.net 值班编审：彭念敏 今日4版

2025年5月12日 星期一

乙巳年四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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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5 月 10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
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
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后回到
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

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
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新华社莫斯科5月10日电（记者
韩墨 郑开君）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国
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胜利80周年庆典返回北京。
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副总理切尔

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俄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欢送仪

式。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习近平
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起飞后，俄罗
斯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民众以及中
资企业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
中俄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
俄罗斯取得圆满成功。

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记者 骆 飞 林碧锋 邹欣媛

前些年，一部“扶贫”题材电视剧
《山海情》“圈粉”无数人，也让人们对
东西部协作——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有了更深入了解。

“山海携手”情意绵长。进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5年过渡期以来，东部8个省（市）积
极与西部10个省（区、市）开展帮扶协
作，不断拓展帮扶领域，逐渐形成区域
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为实
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产业协作：更注重“造血式”帮扶
如今，能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

是曾在外打工多年的彭义琴最高兴的
事。“每月工资四五千元，而且离家近，
能照顾老人和小孩。”她边操作缝纫机
边说。

在云南省镇雄县呢噜坪纺织服装
产业园，上海倾情帮扶，吸引了多家服
装厂从东部搬来这里，彭义琴所在的云
南助嘉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相较于沿海地区，这里人力资源
优势更明显。”该公司负责人贝国平
说，目前公司吸纳近300人就业，还将
扩大生产规模。

对口帮扶以来，上海市松江区坚
持“镇雄所需、松江所能”，从项目、资

金等方面系统支持镇雄发展，因地制
宜在当地培育产业。

放眼广袤西部，类似在东西部协
作助推下带动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实
践还有很多。

自 2021 年国家调整新一轮东西
部协作结对帮扶关系以来，广东与贵
州帮扶协作不断深化。双方持续推动

“广东总部+贵州基地”等“4+”合作模
式落地，不断夯实贵州产业基础。

以毕节市为例，2024 年，广州市
安排了 3个区结对帮扶毕节市 7个县
（市、区），向毕节提供财政援助资金
3.77亿元，共建产业园区 8个，引导推
动93家企业到毕节投资兴业，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毕节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局长郑建旭介绍，广州市不断优化对口
帮扶毕节工作模式，更加注重“造血式”
帮扶，帮助全市培育多元产业体系。

人才培育：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以下简称“医疗中心”）
与毕节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毕
节妇幼”）举行签约挂牌仪式，将其正
式纳入协作医院。

毕节妇幼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
年，医疗中心积极与毕节妇幼加强对
接，先后选派了98名骨干医师驻点帮
扶，帮助成立了儿内科、儿外科等多个

专业学科，推动这些学科专科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为全市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从基层医疗到教育领域，从双向
挂职到驻村帮扶，进入过渡期以来，东
部省（市）强化人才协作和智力支持，
通过实施“组团式”人才支援、柔性引
才等方式，持续为脱贫地区人才队伍
注入新力量。

在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积极推
动教育倍增计划，自治区 525 所中小
学、31 所职业学校等与北京市学校

“手拉手”，让北京优质教育资源惠及
更多自治区的孩子。

沪滇协作让地处我国乌蒙山区的
脱贫群众同享“上海医疗技术”。

“很感谢曹医生为我做心肌梗死
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从云南省彝
良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康复出院的 48
岁村民陈兴云连连道谢。

去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曹衡博
士和另外4位专家到彝良县人民医院
开展“组团式”帮扶，通过“传帮带”、学
术讲座等，“手把手”教授、指导当地医
生，不断提升当地医护人员能力。

消费帮扶：让更多“土特产”走出去
“宁夏枸杞品质好，价格实惠……”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狮城宁
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一个个带

货团队正激情四射地直播带货，努力让
更多西部“土特产”走向全国。

盐池县这个电商基地的发展，得
益于福建省石狮市对口帮扶。这些
年，盐池县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将电
子商务产业确定为县级重点产业，通
过推动电商与农业、商贸等深度融合，
不断拓展消费帮扶，逐步解决过去受
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匮乏等

“土特产”销售难问题。
“电商上下游资源大多集中在东

南沿海，我们把资源对接过来，在盐池
建立起覆盖供应链、运营、仓储等全要
素的电商体系。”电商基地负责人施志
雄说，目前，基地已有 72 家企业（商
户）入驻，实现销售总额约10亿元。

铜仁抹茶、毕节天麻、遵义红茶……
这些年，越来越多贵州好物走进广州
市场。去年，广州累计采购、帮助销售
毕节市农副产品33.24亿元。

云南省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
光华说，通过消费帮扶，上海蔬菜（集
团）有限公司和昭通多家公司签订采
购合同，推动昭通苹果、天麻等“土特
产”不断走出去。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东西部协作方面，今年将重点做好消
费帮扶等工作，突出抓好“促消费”，推
动东部省份优质购销主体、网络营销
资源与西部地区更加紧密衔接，促进
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顺畅销售。

“ 山 海 携 手 ”情 意 绵 长
——来自脱贫地区的东西部协作全景扫描

近日，永善县溪洛渡街道新拉村，层叠起伏的梯田、
错落有致的村落和青翠苍郁的远山相映成趣，共同勾勒
出一幅生动而迷人的乡村风光图。 通讯员 许晓瑞 摄

和美乡村美如画

近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到彝良县
职业技术高级中学开展“洒向人间都是爱”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

活动现场，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围绕心肺复苏理
论基础，通过真实案例，系统讲解了心肺复苏、气道
异物梗阻急救及创伤包扎等核心技能。通过培训，
师生们不仅掌握了急救技能，还增强了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和信心。 （余正彪）

5月 10日下午，在昭通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指
导支持下，昭通市益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昭通
市中医医院、北闸街道同心社区，依托“阳光驿站”项
目，在红路馨居安置区开展“助力花季少女绽放青春
之美”女童“健康卫生包”发放活动，为 60余名青春
期女生送去温暖与关怀。

活动现场，昭通市中医医院医生以生动的语言
讲解青春期生理变化、卫生护理及心理健康知识。
随后，益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向女童发放了精心准
备的“健康卫生包”。 （顾帮丹 张才勇）

上海医疗专家到彝良
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红路馨居安置区
开展女童健康关爱活动

新闻点击

本报讯（通讯员 曹馨心 赵 巧）时
下，正值芍药花开时节，威信县凤兴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芍药基地中，
一朵朵芍药花竞相绽放，数十名工人
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在花田劳作。

“现在年龄大了，出去打工没人
要，我去年就来这里干活了，每天工
资100元，月底直接打到卡上，活多的
时候基地还派车接送我们。”73岁的
村民毛子春说，“今年我已经在基地
干了40天左右，种芍药不累，我和老
伴都在这里干活！”

近年来，威信县麟凤镇主动作
为，搭建发展平台、优化创业环境、提
升服务效能，积极回引本土外出能人
李甫文和李甫芍返乡种植芍药，并于
2024 年 2 月成立凤兴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同年7月，成立了云南聚
益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带动群众增收。
芍药基地以每年300元一亩的租

金与群众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同时流
转土地群众和基地周边群众还可优
先到基地干活，让群众能在照顾好家
庭、管护好庄稼的同时挣到租金和工
资“两笔钱”。芍药基地用工量大且
稳定，每年6月至8月用工量约20人，

其余时段保持在80人左右。2024年，
基地发放工人工资近200万元。

今年是李甫文和李甫芍返乡种
植芍药的第五个年头，芍药面积从 4
亩发展到 760余亩、80余万株，芍药
品种多达 63种。“目前有 4亩芍药进
入采收期，每亩地能采摘鲜切花
5000枝以上，亩产值在3万元左右。”
李甫芍介绍说，“芍药既是观赏花
卉，其根部更是珍贵药材。等药用
部分成熟，鲜切花与药材双管齐下，
收益还能再翻番！”

威信芍药花开富农家

本报讯（通讯员 王 颖）初夏时
节，永善县 10 万亩枇杷陆续迎来丰
收季。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
四溢。如今，这些“黄金果”正搭上
电商快车，通过一场场火热的直播，
跨越地域限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
果篮，成为时下热销的“爆款水果”。

“这个是来自我们云南省昭通
市永善县的大五星枇杷，皮薄肉厚
汁多。”在永善县永兴街道杨家店枇
杷种植园，主播马银涛手持刚采摘
的枇杷，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只见
他轻轻剥开果皮，晶莹的果汁便顺
着果肉流淌，直播间瞬间被“上链
接”的弹幕刷屏。短短 2小时，直播

间订单量就达60余单。
直播中，主播不仅展示永善枇

杷的香甜多汁，还带着网友“云逛”
果园。镜头扫过郁郁葱葱的枇杷
树，果农现场采摘的画面，让消费者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永善枇杷的天
然品质。

镜头外，果农艾成琼正忙着将
刚采摘的枇杷分拣、装箱。据她介
绍，她家1亩多的枇杷今年通过直播
销售，销路比往年更广了。现在她

家的枇杷已近尾声，收入2万余元。
“以前卖枇杷，起早贪黑还卖不

上好价钱，现在通过直播，坐在家里
就能把枇杷卖出去，收入比以前翻
了一番，真的太感谢电商直播了！”
艾成琼说。

永善枇杷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气
候和富含矿物质的土壤，甜度高达
15%以上。过去因销路单一，枇杷市
场拓展困难，如今电商直播重构了
农产品价值链。消费者看到原产地

真实场景，农户也获得了更多收益，
实现了双赢。

“我们采用‘互联网+’销售模
式，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户拓宽线
上销售渠道，实现农产品产销对接，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消费者线
上下单后，我们会在 48 小时以内极
速发货，确保每一颗枇杷都能以最
新鲜的状态直达消费者舌尖，让大
家都能尝到原产地的自然美味。”马
银涛说。

从“提篮叫卖”到“云端畅销”，
一颗颗金黄枇杷通过“云端”走向全
国，正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
生动写照。

永善枇杷“云端”热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更是一座城市发
展的根基与动力源泉。对于昭通市而言，推进教育
强市建设，不仅关乎千万学子的未来，更是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
的关键所在。

近10年来，昭通市的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学校总数从2012年的2282所增至现在的3287
所，增幅达 44.04%；各级各类在校学生达 118.69 万
人。全市累计投资200多亿元实施教育项目，让危旧
校舍焕然一新，让智慧教学设备走进课堂，让偏远山区
的孩子通过“互联网+教育”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逐年提升，目前已达72.93%；培
育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等一批优质高中，一
级高中增至25所。2024年，全市高考一本上线7004
人，首次突破7000人大关。昭通遴选3所优质高中分
区域组建三大教研联盟，实现“集中组团”发展。

昭通市率先在全省开展职业教育市县一体化办
学改革，构建“1+N”一体化办学模式，精准对接昭通
特色农业、旅游业等产业需求。由昭通市职教中心
牵头，与6所县级职高开展一体化办学，统筹专业、实
训、招生就业、师资建设和技能培训。通过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职业院校培养出的技术技能人才直
接服务地方经济，让教育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这
正是教育强市“以教促产、以产兴教”的生动实践。

昭通市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但也
应该看到，与教育强市的目标相比仍有提升空间。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待遇保障与
培养机制，破解优秀教师留不住、引进难的问题；在
教育均衡发展方面，还需缩小校际、城乡间的软实
力差距；在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上，需深化产教融合
的广度与深度。

教育强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昭通市唯有
立足实际，直面挑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抓住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以及东西部协作帮扶等机
遇，持续加大教育投
入，深化教育改革，才
能不断提升教育质量，
实现教育强市的目标。

深耕教育沃土
是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大强市”建设系列评论之四

王德波

近年来，鲁甸县龙树镇龙翔社
区吸引种植大户规模发展农业产
业，通过流转200余亩土地建设辣椒
种植基地，不仅让当地群众获得土
地流转收益，还为他们提供了“家门
口”的务工机会。图为龙树镇龙翔
社区群众种植辣椒时的场景。

记者 张广玉 聂孝美 摄

龙树镇辣椒种植
拓宽群众增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