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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走进镇雄县纺织服装产业园博烨
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标准
化生产线有序运转，逾百名工人正在
赶制防晒服订单。短短半年时间，公
司安装了10条服装生产线，提供就业
岗位800余个，已带动300余名群众就
近就业增收。

“去年 12 月，镇雄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向公司发放贷款 100 万元，用
于购买设备，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云南博烨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勇说。针对公司初创阶段面临的
融资需求，镇雄县工作专班和县农信
社迅速跟进服务，通过实地走访、帮

办代办、高效授信，100万元贷款很快
就到位。

近年来，镇雄县聚焦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在机制
创新、生态培育、服务优化上持续发
力，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
济末梢。截至2024年12月，全县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2.06亿元，年均
增速达3.28%。

为构建高效融资生态，镇雄县建
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多部门协同工
作机制，成立专班统筹协调化解融资
难题；搭建“普惠小微红色港湾”和首
贷服务中心，整合 27 项金融服务功
能，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对
接。截至2024年末，累计促成50余家
小微企业首贷户贷款3000万元。

聚焦特色产业需求，镇雄县组织
金融机构推出“七彩云竹贷”“乌蒙金
猪贷”“肉牛贷”等产品支持产业强链

升级。通过“银税互动”“红塔税贷”
“云税贷”等产品，实现“申请—授信—
放贷”线上化，缓解纳税人融资压力。
2024年，全县银行机构对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合理续贷1347笔、办理
展期 472 笔、办理调整还款业务 154
笔，合计金额3.12亿元。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镇雄
县强化再贷款工具运用，仅2024年就
投放再贷款7.5亿元，定向支持小微企
业和乡村振兴领域。通过“财政贴
息+银行让利”，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全县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2.06亿元、
年均增速达3.28%。创新“风险补偿+
信用担保”机制，与省级担保机构合作
设立风险分担资金池，覆盖小微企业
贷款风险敞口达6亿元。

在优化金融惠企服务方面，镇雄
县大力推广“零接触”线上融资模式，

依托“税务贷”等产品实现“扫码申请、
智能审批、当日到账”，2024年线上贷
款占比提升至 65%，借款时效压缩至
平均 3 小时。县发改局牵头落实“个
转企”“千名领导挂千企”行动，推动
293 户个体户转型升级为小微企业，
协调解决融资难题 130 余项，企业获
贷率提升至92%。

此外，镇雄县加大金融纠纷多元
化解力度，全年协调延期还款 1347
笔、金额3.12亿元，避免企业因资金链
断裂陷入困境。建立“政策效果评
估+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监测普惠
小微贷款增速、利率、覆盖率等指标，
及时优化政策工具。县发改、市场监
管、人行等部门还联合开展“送政策、
解难题”行动，全年走访企业2300家，
解决问题 421 项；推行“金融顾问”驻
点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和融智
支持，企业满意度达98.5%。

镇雄县在机制创新、生态培育、服务优化上持续发力——

普惠金融润泽民生根系

大家谈

◆通讯员 黄成元 黄春燕 邱 琴

在滇东北层峦叠嶂的群山之间，盐
津县正悄然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曾
经被野草占据的撂荒地，如今变身为连
绵起伏的牧草海洋；昔日被当作柴火的
玉米秸秆，现在成了养殖肉牛的“黄金
饲料”。

牛寨乡石板溪村的清晨，何沛友站
在自家的青贮仓库前，看着满载饲草的
拖拉机驶向肉牛养殖场，脸上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这位皮肤黝黑的庄稼汉，正
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以前种玉米，秸
秆只能当作柴火卖掉，每亩地的秸秆只
能卖100元左右。现在改种饲草，青贮

玉米和黑麦草轮作，每亩每年的饲草产
量可达 6 吨。去年种了 100 亩，收入
11.6万元。”他轻拍着压缩成方块的青
贮包，草料特有的清香在晨风中弥漫。
随着肉牛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青贮饲
料成了当地的抢手货。

何沛友的成功并非偶然。在石板
溪肉牛养殖示范场的带动下，石板溪村
的饲草种植产业逐步走上科学化、规模
化发展之路。春夏种玉米、秋冬种黑麦
草的轮作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
源，又破解了冬季饲草短缺的难题。更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以草养牛、以牛促
草”的循环模式，让传统农业焕发出了
全新活力。曾经被村民视为负担的撂
荒地，如今每亩的年产值已突破千元，
连72岁的张奶奶都能通过收割牧草，每
年增收8000元。

“现在秸秆粉碎后卖给养牛场，价
格比当作柴火高出10倍！”何沛友感叹

道。牛寨乡石板溪肉牛养殖示范场每
年消化周边1200吨饲草，带动180余户
户均增收2000元。这种“企业+农户”
的联动模式，不仅解决了养殖场的饲料
供应问题，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把

“绿叶子”变成“红票子”。如今，石板溪
许多山坡上的边角地也被种上了耐旱
的皇竹草，真正实现了“地尽其用”。

放眼盐津全县，这场“绿色革命”带
来的改变更为深刻。258个标准化养殖
场星罗棋布，6.3万头的肉牛存栏量勾
勒出产业发展的壮阔图景。盐津县每
年需要牧草35万吨，全县种植牧草5万
亩，实现产值5200万元。配套的收割机
械、青贮技术培训让传统农民转型为现
代“草业工人”。每到收获季节，穿梭在
田间地头的收割机轰鸣不断，奏响了乡
村振兴的动人乐章。

产业发展的涟漪效应正在持续扩
散。饲料加工厂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往

日的寂静，有机肥生产车间将牛粪制成
生态肥料，电商平台上的“盐津牛肉”品
牌日渐响亮。更可贵的是，这场变革深
度挖掘了土地的潜能——曾经因劳动力
外出务工而荒废的坡地，现在成了争相
承包的香饽饽，过去守着薄田望天收的
村民，如今算着“草料账”规划生产。就
连畜牧专家都赞叹：“这是石漠化山区发
展生态循环农业的生动实践。”

暮色中的石板溪村，晚风拂过层层
叠叠的牧草田，掀起阵阵绿浪。何沛友
蹲在地埂上查看黑麦草长势，不远处的
肉牛养殖场灯火通明，肉牛咀嚼草料的

“沙沙”声与虫鸣交织成曲。这片曾经
贫瘠的土地，如今正通过“一根牧草”的
魔力，串起种养结合的产业链，托起千
家万户的致富梦。当乡村振兴的号角
回荡山间，盐津人用实践证明：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本就有一条用智慧
和汗水浇灌的康庄大道。

撂荒地变“绿色银行”

盐津种植牧草拓宽群众致富路

近年来，昭通立足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
富民的新路径，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丰收，让漫山翠竹成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然而，要推
动竹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做优，还需在
培育市场主体、加强品牌创建、强化
科技赋能方面精准发力，使其成为带
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

市场主体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它不仅能通过扩大生产规模、
整合资源，实现竹产业的集约化、规
模化发展，还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昭通
竹林广袤、竹资源丰富，具备坚实的
发展基础和广阔前景。在此背景下，

昭通应聚焦竹产品优势领域，全力培
育市场主体。一方面，要充分把握国
家、省的发展政策机遇，整合涉农资
金，集中财力、物力，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和自主培育，重点培优扶强精深加
工、冷链物流、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市
场主体，推动竹笋、竹材全链条开发
利用，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品牌是竹产业稳健发展的根基，
对于提升竹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
争力意义重大。以“中国筇竹之乡”
大关县为例，当地将筇竹产业确定为

“一县一业”，将项目资金向筇竹产业
倾斜，大力推进品牌建设，使竹产业
的市场竞争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
接下来，昭通应建立品牌创建长效激

励机制，持续推进区域公共品牌与企
业品牌建设，推动昭通竹笋从品质优
势向品牌优势转化，进一步提升其社
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
技全方位赋能。从竹种培育源头到
产品加工终端，科技带来了生长效率
的显著提升与产品品质的飞跃，有力
推动着竹产业转型升级。在永善县，
当地加强与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
学、西南林业大学、国际竹藤中心合
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强化科技支撑，不断开发竹制新产
品，做实精深加工，促进全竹综合利
用；盐津县积极与省林科院、西南林
业大学开展技术合作，成功突破竹笋
保鲜加工技术瓶颈，彻底改变了传统
加工模式；大关县依托筇竹研究院、

董文渊专家工作站、国家科技特派团
等科技平台，统一制定种苗选育、栽
种、幼林抚育、低效林改造等环节的
技术标准，并全面开展培训指导。这
些实践充分彰显了科技赋能对竹产
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竹产业的发展，是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的生动实践。唯有以
市场主体激活产业生态，以品牌价值
提升市场竞争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
业升级，方能让昭通竹产业在新时代
焕发蓬勃生机，书写新时代的“竹”梦
篇章。

做“竹”文章 让竹产业提质增效
文泽梅

本报讯（通讯员 宋国兴 张玉霞
文/图）近日，笔者走进巧家县蒙姑镇
牛泥村枇杷园，只见身着红马甲的党
员志愿者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
的枇杷，园中一片欢声笑语。

眼下正是枇杷采收的关键期，牛
泥村党总支创新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组织驻村干部、在家党
员、青年志愿者成立“助农先锋队”，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采收帮扶活动。
这支10余人的志愿服务队，已成为果
农最贴心的“田保姆”。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牛泥村枇杷种植产业逐步实现
规模化发展。目前，全村 120 余户村
民种植枇杷3200亩，其中进入盛果期
的超2000亩。据初步估算，今年牛泥
村的枇杷产量将突破 300 吨，产值有
望超 500 万元。更值得欣喜的是，枇
杷产业的发展每年可为村民提供固
定岗位30余个、季节性岗位120余个，
让很多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

为持续做强枇杷产业，牛泥村正
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电商+快递物
流”的资源整合发展模式，同时创新

推出“直播助农+流动摆摊+产地直
收”的销售新渠道，着力打通枇杷销
售“最后一公里”。

如今，枇杷产业已成为牛泥村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色引擎”。这
一颗颗饱含希望的“黄金果”，不仅鼓

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为乡村经济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绘就了一幅产
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新图景。

牛泥村党建赋能枇杷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姜连聪）5月16日至18日，巧家县举
办 2025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专题培训班。来
自全县各乡镇（街道）、县直各部门及社会组织的 166名
备考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紧扣考试大纲与命题规律设置课程，构建
了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培训中，讲师团凭借深厚的理
论功底，将知识点融入真实案例的剖析中，通过生动讲
解、互动答疑，帮助学员理清知识脉络，精准把握备考方
向，使学习更高效、更具针对性。

“这次培训就像一场及时雨，老师的重点解析和技巧
传授，让我豁然开朗。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更被
社工行业薪火相传的温暖与责任深深触动。”培训结束
后，学员刘鸿道出了众多参训学员的心声。

此次培训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备考人
员系统掌握核心知识，全方位提升他们的应试能力与专
业素养。它不仅帮助学员巩固理论知识，更注重培养学
员的案例分析与实践能力，为提升考试通过率筑牢根基，
为学员今后投身社会工作储备专业能量。

巧家举办社会工作者
职业资格考试专题培训班

◆通讯员 王艳琼

水磨镇是鲁甸县马铃薯主产区，被中国作物学会马
铃薯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马铃薯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示
范乡”和“中国南方马铃薯种薯之乡”称号。为提高马铃
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水平，实现主产区农户“能种
尽种、愿种尽种、持续增收”的目标，近年来，水磨镇坚持

“组织联建、干群联动、村企联合、利益联结”的发展思
路，组建了 38个马铃薯专业合作社。2025年，水磨镇种
植马铃薯7万余亩，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鲁甸县新兴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马铃薯种植基地，
村民将处理好的种薯倒入播种机后，6台小型播种机在田野
间穿梭，开沟、播种、施肥、起垄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在鲁
甸县锐鑫种养专业合作社的马铃薯种植基地里，50多名务
工群众分工有序，翻土、点种、施肥，全力投入农业生产。“我
们合作社种的是云薯304，专供理世集团，今年种了1300多
亩。”鲁甸县锐鑫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庭锋介绍。

据介绍，水磨镇持续擦亮“中国南方马铃薯种薯之
乡”金字招牌，投入 220万元建成 1万亩马铃薯高标准示
范基地、3.3万亩种薯基地、5个共 7000余亩的高原冷凉
蔬菜基地、4个共 3800余亩的中药材基地以及 1个独蒜
兰组培、驯化与育苗生产车间，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
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自从镇里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建成以来，一有时间
我就到基地里务工。在这里务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挣
钱，我觉得挺好。”拖麻村群众王兴翠兴奋地说。

值得一提的是，水磨镇不断加强对抱窝栽培、微型
薯集成栽培等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持续提升马
铃薯产量。经省、市、县统计、科技、农业农村等部门的
专家组成的联合测产验收组实地测量，采用微型薯集成
栽培技术播种的马铃薯原种亩产达5476.41公斤，创造了
我国微型薯集成栽培亩产最高纪录，约为全国平均亩产
800公斤的6.8倍。这一新型种植模式的推广和应用，为
水磨镇的马铃薯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水磨镇：高山“小土豆”
致富新“薯”光

本报讯（记者 张永刚）“今天已为366对新人办理结婚
登记！”昭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说。因谐音“我爱你”，5月20日
成为年轻人青睐的结婚登记日。今年昭通市迎来登记高峰，
截至下午6时，昭通“市民之家”已为366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
创下当日服务纪录。

为保障登记工作顺利开展，昭通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
昭阳区民政局、昭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提前部署，推出多项便
民措施。“今早7时工作人员就已全部到岗。”市政务服务管理
局负责人表示，“我们全天不间断服务，并延长办公时间，确保
每对到场新人都能顺利领证。”

今年实施的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政显著提升了服务效
率，新人仅需携带身份证即可办理登记。这一便民举措吸引
了不少异地户籍情侣选择在昭通登记结婚。

值得一提的是，昭通市民政部门创新服务形式，提前一周
发出“甜蜜邀约”，为新人举办集体颁证仪式。通过精心设计的
仪式环节，不仅强化了婚姻登记的仪式感，更让新人在庄重温
馨的氛围中感受到婚姻的神圣意义。

“全国通办”首遇“520”
366对新人在昭通“市民之家”登记领证

【有事要问】未出生的胎儿是否享有继承权？
【身边案例】村民马某与杨某结婚三年多，但妻子

杨某一直未怀孕，经过四处求医，杨某终于怀有身孕，
但马某未等到孩子出生便因意外身亡。马某留下婚
前财产房屋一套，在遗产分割时杨某与公婆发生争
议。杨某咨询，未出生的胎儿是否享有继承权？

【意衡律师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
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
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即虽然胎儿
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继承时，胎儿跟其他继承
人一样享有继承权。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未出生的胎儿是否
享有继承权？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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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唯达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蒙泉支行办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24030901040004890，编 号 ：

J7340003231302。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水富支公司不慎遗失交

强险便携式标志2021版保险卡

1 份 ，单 证 识 别 码 AM⁃

DZAE0021ZA1，流 水 号 段 ：

53002100120609。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公共交通汽车客运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 2

个，证号：530603000827，车牌

号 ：云 C09922D；证 号 ：

530603000910，车 牌 号 ：云

C06506D。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云时代电脑

经营部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珠泉

支行的公章 1枚，字样：昭通市

昭阳区云时代电脑经营部。特

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杨荣良不慎遗失不动产权

证，证号：云（2021）鲁甸县不动

产权第 0000729号，坐落：鲁甸

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春熙社区 1 幢 2 单元 1803，房

屋建筑面积：71.96平方米。特

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康棋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南顺城支行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0001496901， 账 号 ：

24030701040002971，编 号 ：

7310-00323474。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航德建设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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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 号 ：

24039801040016434，编 号 ：

J7340003563101。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绿林农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预留在富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昭通分行的财务专用章

1枚，字样：昭通绿林农业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私章 1枚，字

样：钟佑学印。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水富彩色斑马文化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富

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凤凰

支行的法人章 1 枚，字样：周

明文印。特登报作废。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