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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 立）过去遇到
复杂病例时，永善县医疗机构只能建
议患者转院到宜宾、昭阳或昆明医
治。如今，上海的医疗专家可以远程
指导检查，CT 影像中血管脉络清晰
可辨。在永善县首例腹腔镜下侧腹壁
悬吊、全盆底重建手术现场，主刀的是
闵行“候鸟专家”王洋博士，而观摩的

本地医生中，专注学习的外科骨干杨
进程曾赴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进修 6
个月。这些来自闵行的医疗资源，让
永善群众可以就近享受上海专家的优
质诊疗服务。

自 2021 年上海市闵行区对口帮
扶永善以来，两地先后成立了多个领
域的专家工作站。永善县人民医院成
立了“东西部协作医疗专家工作站”和

“王洋博士工作室”，永善县中医医院
成立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妇产科专家工作站”。

不仅如此，近年来，闵行区与永善

县开展紧密合作。永善已选派 16 名
骨干到上海 5 家医院进行轮训学习；
上海市先后派出 30 人次到永善开展
医疗帮扶，通过“传、帮、带”助力永善
各医院学科建设、人员培训和管理水
平提升。据统计，上海专家累计开展
8 次短期带教指导，现场指导手术 71
台，进行远程咨询会诊465次，诊疗患
者694人次，举办学术讲座65场，组织
义诊活动 268 次。在他们的指导下，
永善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 20 多项
新技术，多个专业领域实现了“零”的
突破；永善县中医医院妇产科完成 2

例高难度手术，均属永善县内首例，术
后患者及家属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妇产科行
政主任徐灵表示：“希望通过工作站的
建设，提高永善医务工作者的业务能
力，拓宽永善各医疗机构的临床诊疗
范围。通过‘传、帮、带’，为当地老百
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让当地老百
姓可以就近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

下一步，永善将紧紧抓住上海闵
行区对口帮扶契机，在特色产业、医
疗、文创艺术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
多东西部协作项目高质量发展。

闵永协作让群众幸福有“医”靠

◆通讯员 姜连聪 张云萍 文/图

微风拂过，巧家县大寨镇小寨
村洪硕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枇杷园
内，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合作社负
责人杨洪贵正带着社员忙着采摘枇
杷，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间，奏响了
乡村振兴的“甜蜜乐章”。

“这是我们引进的大五星枇杷，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果汁
丰盈。”杨洪贵满是自豪地介绍道，

“目前的种植面积约15亩，今年的产
量预计有 8000多斤，按照市场价估
算，能带来6万元左右的经济收益。”

地处干热河谷地带的小寨村，
年均气温 21摄氏度，充足的光照与
显著的昼夜温差，为枇杷生长提供
了“黄金温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使得这里孕育出的枇杷不仅色
泽诱人，口感更是清甜爽口，每斤 8
元左右的市场价，让其成为水果市
场上的“香饽饽”。近年来，当地还

依托“水果上山”项目和“沪滇协作
光伏提水”工程，进一步改善了灌溉
条件，让这里的枇杷树得以茁壮成
长，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风拂过枇杷林，绿叶“沙沙”
作响，果香弥漫。杨洪贵穿梭于树
下，熟练地摘下金黄色的枇杷装入
背篓。忽然，微信提示音响起：“枇
杷收到了，太好吃了！还能再订
吗？”他笑着回复：“有的，有的。随
时联系！”聊天界面里，广东、上海等
地的订单不断，新摘的枇杷还未装
箱就被预订一空。

杨洪贵带领村民创新采用“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枇杷
产业，从种苗的选购、移栽到枇杷的
销售，实行全程标准化管理。如今，
村民通过电商平台将枇杷销往全国
各地，枇杷不仅成了助力村民致富
的“金果子”，更成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支柱产业。从果园到市场，
金黄枇杷承载着村民致富的希望。

眼下正值枇杷成熟时节，我市各地的枇杷园里，漫山遍野的枇杷树郁郁葱葱，金灿灿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丰收图景。这些骄阳孕

育的“黄金果”，带着果农的辛勤与期盼，销往全国各地，不仅装点了千家万户的果盘，更充盈了乡亲们的钱袋。

大寨镇：枇杷缀满枝
金果垂盈振兴路

◆通讯员 陈茂玉 王 海

近年来，威信县旧城镇立足生
态优势，将枇杷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特色产业重点培育，不仅让荒山
披上了“绿装”，更让小小枇杷果成
为助力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5月14日，笔者走进旧城镇旧城
社区回水沱村民小组的枇杷种植基
地，漫山遍野的枇杷树郁郁葱葱，金
灿灿的果实压弯枝头。果农穿梭林
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回水沱村民小组种植了近 30
亩枇杷，其中我家就种了 8亩，有近
500棵，一年的产量约 5000斤，收入
近 2万元。”回水沱村民小组的枇杷
种植大户罗太秀一边忙着采摘，一
边高兴地说，“主要通过线上销售，
销往昭阳城区和昆明等地。此外，
我家还接受进园采摘。”

旧城镇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种植枇

杷。为了将枇杷产业发展为富民产
业，旧城镇积极推广标准化管理技
术，通过技术帮扶和能人带动等方
式，不断推动枇杷产业规模化发展。

“目前，旧城社区共种植1000余
亩大五星枇杷，已有400余亩正式投
产。待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量可
达 150吨，年产值可达 240万元。我
们采取‘村集体+种植能手+农户’的
模式，科学化、规模化种植枇杷，带
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等
方式实现增收致富。”旧城社区党总
支书记秦贵洪介绍。

初夏的旧城镇，金黄色的枇杷
甜了生活，富了群众。从零星种植
到千亩基地，旧城镇群众正踩着产
业兴旺的节拍，在希望的田野上，用
勤劳的双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金
色篇章”。

旧城镇：千亩枇杷迎丰收
铺就村民致富路

◆通讯员 苏清青 王 彬

近日，笔者走进盐津县豆沙镇，
清新的果香扑鼻而来。在石门村
350亩连片种植的枇杷园里，金黄的
果实压弯枝头，与翠绿的枝叶相互映
衬。村民们穿梭其间，娴熟地采摘着
成熟的枇杷，随后在路边摆起摊位，
向过往行人售卖，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豆沙镇的枇杷以其天然绿色品
质著称，从开花到成熟，全程不打药、
不套袋，完全依靠自然生长。充足的
阳光和洁净的山野环境，为这里出产
的枇杷赋予了浓郁的果香和甜味。
路边摊位上，新鲜采摘的枇杷颗颗饱
满，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购
买。“这些都是自家种的，自然成熟，
甜而不腻，一天能卖上百斤呢。”摊主
王琴一边招呼顾客，一边笑着说道。
凭借良好的口碑，越来越多的游客和
本地居民专程前来购买，枇杷已成为
当地村民的“黄金果”。

然而，豆沙镇枇杷产业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早年，农户种植规
模小、技术落后，产量和品质参差不
齐。为改变这一状况，当地政府积
极引导，组织村民开展技术培训，推
广生态种植模式，并依托豆沙镇的
旅游资源，推动枇杷产业与乡村旅
游深度融合，开发“采摘+观光”等
体验项目。游客在品尝鲜果后口口
相传，进一步提升了豆沙镇枇杷的
知名度。

如 今 ，这 一 特 色 产 业 初 见 成
效。据介绍，今年豆沙镇枇杷总产
值约 87万元，带动 60余户农户户均
增收超万元。小小枇杷果，不仅成
为村民致富的“黄金果”，更成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
下一步，豆沙镇将继续深耕特色产
业，在保证天然品质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种植技术，提升管理水平，让
这天然美味的枇杷，成为乡村振兴
道路上的“黄金果”，为豆沙镇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豆沙镇：枇杷香满路
生态果开辟致富途

◆通讯员 夏 蕾 张 琳 宋 丹

初夏时节，彝良县洛泽河镇雄块村的2000余亩麦田
披上金纱，麦穗在风中摇曳，发出“簌簌”响声，空气中浮
动着新麦特有的香味，这是土地酝酿了半年的馈赠。

田间地头，村民正弯腰挥镰，动作娴熟地将一串串
饱满的麦穗整齐割下，装入背篓。转眼间，背篓便装满
了沉甸甸的希望。从播种时的青绿到收获时的金黄，
这片麦田不仅记录着农人辛勤的汗水，更孕育着丰收
的喜悦。

“今年我家种了6亩小麦，预计能收2000斤麦子。”村
民任忠碧的麦田已收割过半，她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
珠，眼里满是欣喜地说，“这些麦子大部分会加工成面
条，每斤能卖七八元。”任忠碧边说边整理着背篓中金灿
灿的麦穗，这些麦粒被加工成面条后，将带着麦香走进
集市，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雄块村的丰收，是科技帮扶与政策支持协同发力的
结果。今年，雄块村不仅为村民统一发放了 1万多斤优
质麦种，还邀请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
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今年我们村种植小麦 2000多亩，亩产约 300斤，这
些小麦主要加工成面粉和面条等产品进行销售，预计总
产值超 2000万元。”雄块村党总支书记杨昌盛一边弯腰
查看麦穗成色一边说。

近年来，彝良县大力推进“藏粮于技”战略，多措并
举抓好粮食生产，稳步提升粮食品质和产量，牢牢守住
人民群众的“粮袋子”。据悉，彝良县今年共种植小麦5.9
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5700吨。

◆云南日报记者 李建国 杨艳鹏

昌宁县漭水镇素有“文墨之乡”的
美誉。近年来，漭水镇中心学校充分
利用“是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依托

“诗歌小镇”建设，通过学校和社会公
益组织等渠道，不断拓展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促进各民族
在文化共享与精神共通中实现相互嵌
入，不断探索诗歌教育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新途径。

漫步漭水镇，随处可见中小学生
创作的诗歌作品——漭水镇中心学
校的诗歌集中、阅览室里，“诗歌大
道”两旁的灯箱上，处处是孩子们的
诗歌展板。“今年 4月 11日，漭水镇有
10 名学生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

办的 2025 百年丁香诗会，孩子们演
绎了原创诗歌《写在大地上的诗》。

‘学习强国’App 的《诗芽初绽·童声
追光》栏目还连续发布了10期漭水镇
中小学生的原创诗歌。”漭水镇中心学
校校长穆建兴介绍，2017年以来，“漭
水小诗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南
京跨年诗会到央视《经典咏流传》，再
到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盛典，“是
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为热爱诗歌的
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

“是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由
2016 年到漭水镇支教的老师康瑜发
起创建，是一个专门为农村中小学提
供诗歌教学资源的公益组织，其含义
为“每个人都是光”。从2019年开始，
漭水镇所属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学

生全部加入“是光”四季诗歌课程。诗
歌教育为孩子们搭建了与外界沟通交
流的平台，为孩子们走出大山、认识世
界提供了新的渠道，也让外界认识了
漭水镇这群写诗的孩子。

漭水镇中心学校老师杨兆蓉介
绍，学校每年设“春光课”“夏影课”“秋
日课”和“冬阳课”，分为室内课和室外
课，每期课程共3个课时，并配以每日
5 至 10 分钟的早读课程。在室内课
上，每个课时都配备了详细的教案、课
件、早读音频、诗歌读本及卡片，让孩
子们在诗情画意中徜徉。在室外课
上，老师带着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看、
诵、思、悟等环节中感受大自然，最后
进行诗歌创作，让孩子们自由发挥，借
景抒情。

“我们的诗歌课程是德育的一部
分，没有分数作为评价指标，没有名
次的压力，只有情绪的倾诉和情感的
表达。”穆建兴介绍，开展诗歌课程
后，孩子们通过阅读、感悟和创作童
诗，逐步培养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归属感和责任感，形成了共同的精神
追求和价值观。老师们发现孩子们
违纪情况大幅减少，语言行为更规
范，学校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估成绩逐
步提升。

目前，围绕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学生沟通交流，“是
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已经为云南、
广西、山东等地的 1000 余所中小学
10 万余名学生开启了人生第一堂诗
歌课。

昌宁县漭水镇：
四季诗歌润童心

彝良：金色麦田收割忙

本报讯（通讯员 宋春燕）5 月 17
日，水富市开展“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专项宣传活动，进一步打击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提升群众反诈意识和
能力，构建“警企民”三方联动的反诈
宣传长效机制。

活动现场，公安民警结合近期
高发的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
等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揭露诈骗
手法，提醒群众不轻信、不转账、不

泄露个人信息。活动还增设“反诈
有奖问答”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
深群众对反诈知识的理解，现场气
氛热烈。

此外，电信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指
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演示高频防骚扰、短信免打扰

等实用功能，帮助市民筑牢技术防诈
屏障。“听完民警的讲解，我学到了很
多防骗知识。我还要把宣传单带回去
给家人看，以防他们上当受骗。”市民
王女士说。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为期 2天，
覆盖人民路社区、团结路社区、高滩片

区及各镇，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水富群众全方位普及反诈知
识。水富市公安局负责人表示，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需持续发力，水富市公
安局将通过常态化宣传、精准预警拦
截，严厉打击犯罪，全力守护群众“钱
袋子”。

水富开展全民反诈专项宣传活动筑牢群众防诈“安全网”

《云南筱峯船业有限公司

船舶修造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

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

现将项目基本情况和环境影

响评价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项目选址于昭通市绥江

县会仪镇和平村，计划年建造

船舶 6 艘，修理船舶 20 艘，改

装船舶10艘。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8AvjHCja1lkrnIbycN70xQ?
pwd=iems；提取码：iems。

3.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环评单位索要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版）。

4.征求意见的范围

以厂址为中心边长 5 千

米范围内的居民、政府及社会

团体。

5.公示时间

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2025
年5月29日。

6.意见反馈方式

公众可将公众意见表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云南筱峯船业

有限公司

周总：13637775353
环评单位：恒特技术咨询

（云南）有限公司

张工：13658817512
邮箱：995682991@qq.com
云南筱峯船业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9日

《镇雄县华业肉联有限公

司畜禽屠宰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

稿（第二次）公示
镇雄县华业肉联有限公

司畜禽屠宰改扩建项目年屠

宰肉牛 1.1 万头，年屠宰肉羊

16 万只，年屠宰家禽 1100 万

只，生猪屠宰规模由原环评阶

段的每年9万头增加为每年16
万头。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

要求，我公司对已完成的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1.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

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mmQ5Qng5EqDTu ⁃
AJ9RNSrJg?pwd=sni4； 提 取

码：sni4。
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公众可到昭通市镇雄县

乌峰镇上街村上坝村民小组

查阅纸质报告书。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包括项目周边居民、企事

业单位以及对本项目关心的

公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电

话、传真、信函或面谈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2025
年5月29日。

6.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宗总

电话：13887114233
邮箱：277703070@qq.com

镇雄县华业肉联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9日

广 告

上接第1版《博物馆的“千面新生”》
从“有围墙”到“无边界”
向外拓展激活文化力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
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蜀韵竹编风铃在微风中轻吟，非遗剪纸勾勒出神秘
太阳神鸟图腾，木耜稻谷贴画重现古蜀农耕场景……初
夏，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展览“搬”进社区，沉浸式
手工课堂让居民们亲手“触摸”三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原来‘活’历史就在脚下。”在金鹏社区居住了十多
年的熊毅感慨，过去感觉金沙遗址是座“高大上”离自己
比较远的博物馆，现在想带家人去“补补课”。

乡村里也有博物馆“课堂”。这两年，四川成都温江
区和林村一幢红色屋顶的三层小楼里常传来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在这座由农房改建而来的气象博物馆，孩子们
认识了地面观测仪、雷达等气象观测仪器，通过裸眼VR
技术“亲历”台风暴雨，学习防灾知识。气象专家有时还
会在稻田边上一堂“坝坝课”，孩子们在田间地头读懂气
象与农业的共生关系。

从“坐等观众”到“主动抵达”，越来越多博物馆正淡
化“高冷神秘”的印象，不断拉近与百姓的距离。

一边逛街，一边与博物馆不期而遇。在全国单体商
场销售冠军的南京德基广场顶层，“藏着”一座德基艺术
博物馆。110米的数字长卷《金陵图》生动再现宋代盛世
风华，“人物入画，实时跟随”的观展模式令人不知不觉就
走进了博物馆。

一平方米，也能建一个博物馆。近期，位于上海市虹
口区外国语第二小学的“一平米博物馆”打字机馆开馆。
这种可以“藏于”教学楼一隅，也可以“隐于”学校图书馆
内的微型博物馆已出现在上海十多所学校，为馆校合作
打开了想象空间。

15分钟候机间隙，也能与国宝文物来次密接。春秋
时期青铜礼器的瑰宝秦公镈、西汉的彩绘陶壶、北周的东
罗马金币，西部机场博物馆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馆，为
人们在旅途中“充电”。

【对话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围墙之内，博物
馆的容量有限，一旦“跳”出展厅，博物馆就能链接大千世
界，迸发更大能量。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多一些和博物馆的深度接触”，这就需要推动各个层
次、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从“内”破壁，主动打破围墙，推动
文博资源流动起来，直达百姓身边，让知识传播更加高
效、公平。

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
双向滋养唤醒城市DNA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平遥日昇昌票
号博物馆考察时强调，要“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很多游客来到苏州，都会去
苏州博物馆打卡。

这座博物馆最大的展品是建筑本身。与拙政园、狮
子林为邻的苏博，出自建筑大师贝聿铭之手，延续了江南
古建粉墙黛瓦的色调，又巧妙融入钢架、几何形状等现代
建筑元素。

对外地人来说，苏博是了解苏州的索引；对本地人而
言，苏博是一种情感的牵挂。

“我们持续推出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吴门四家’
系列展，开设苏作工艺馆，都是为回应苏州人的情感。”馆
长谢晓婷说。

博物馆如同独特的“文化芯片”，重塑空间价值，提升
城市软实力；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经济实力，也源源不
断为博物馆事业提供养分。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将废弃瓷厂改造为活态博物
馆集群，其成功源于城市千年制瓷技艺的基因传承。

上海“博物馆+咖啡馆”模式、天津文博场馆夜经济示
范点的探索，本质是城市特色生活方式向博物馆空间的自
然延伸，又通过博物馆将城市文化基因进行了显性表达。

“双向奔赴”中，博物馆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加速
器”，城市扮演着博物馆创新的“现实服务器”，二者共同
编写着文明传承的当代代码。

【对话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总书记高度重视文
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指出“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化作城市的“毛细血
管”，滋养城市根脉、塑造城市未来，成为博物馆的新使
命。希望博物馆与市民游客的连接更紧密，无论男女老
少，都能在博物馆获得精神文化滋养，人人也可以“从博
物馆出发”，看城市古今变化，品历史文化魅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