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综合新闻

E-mail：ztrbsbjb@126.com 一版责编：范 云 组版：张宗建 校对：崔 鹏 二版责编：罗 丹 组版：张宗健 校对：马 鹏

本报讯（通讯员 唐 燕）近年来，
永善县始终坚持“招商与招才并举、引
资与引智并重”，着力推动人才链、创
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引进一
个项目，带动一批人才，培育一个产
业”的良性循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红光安置区扶贫车间，昭通星
创工贸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
赶制订单产品。这家于 2022 年入驻
红光安置区扶贫车间的企业专注日用
手套及劳保手套的生产，产品经福建
销往欧洲市场。“政府不仅解决了企业
的用工、用水、用电等问题，还全程代
办各类手续。”车间主任吴碧介绍。截

至目前，昭通星创工贸有限公司销售
额达897万元，累计发放员工工资330
余万元。像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已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大量的家门口的
就业岗位，助力当地群众务工增收与
照顾家庭“两不误”。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永善
县重点围绕绿色能源、绿色食品、生物
医药等七大领域，构建“双招双引”新
机制。一方面，与云南省农科院、华中
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对接中城投集团等龙头企
业。2022年以来，全县成功引进企业
41 家，签约项目 100 个，总投资额达
75.5亿元。

为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
永善县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组织专
班深入部门、企业摸排需求，动态更新
在外人才数据库。同时，出台招商引
资和人才引进配套政策，从教育体育、
卫生健康等部门抽调骨干组建专业小
分队，形成跨部门协同的工作体系。

“很乐意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在浙江嘉兴举行的永善籍企业家座谈
会上，企业家张兴银的发言道出众多
游子的心声。为拓展招引渠道，永善
在上海、浙江等地设立“双招双引”工
作站，利用春节等外出劳动力返乡高
峰期举办恳谈会、招聘会。通过“以才
引才”“以商招商”模式，吸引在外成功

人士以项目投资、技术指导等方式反
哺家乡。

着眼未来发展，永善县将持续优
化“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推行手续
从简、服务从优的工作机制。通过精
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人才项目、
精准提供政策支持，实现招商引资与
招才引智同频共振，让更多优质项目、
优秀人才在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永善“双招双引”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水富市幼儿园以“粽享端午 百变‘六一’”为主题，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亲子活动。孩子们与家长共同参加各项游戏，感受“六一”的欢乐氛围，
深入了解端午的由来与文化内涵，增进情感交流。孩子们还在活动中增强了
自信心，培养了表现力，收获了快乐。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近日，昭阳区凤凰街道凤凰社区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主题活动。活
动伊始，蒙泉派出所民警为社区居民讲解禁毒防艾知识、剖析常见纠纷案例，
并以互动问答的形式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在轻松氛围中增强大家的法治意
识。随后，包粽子环节欢乐开启，老党员、特殊群体与志愿者默契配合，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 通讯员 李学军 摄

粽香传情过端午 法治宣传暖人心

“粽”享端午 百变“六一”

这样的“傻傻分不清”，令不少
消费者感到困扰：远看是“金典牛
奶”，近看却是“全典牛奶”；与知名
品牌包装设计乃至字体都高度相
似，名称却是“小白兔奶糖”……

以假乱真、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山寨食品仿冒知名品牌，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值
得关注的是，曾以农村市场为主要

“根据地”的山寨食品，已悄然从线下
延伸到线上，“栖身”直播间、购物网
站、外卖平台。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食
品安全法执法检查，聚焦“舌尖上的
安全”，紧抓影响法律实施和损害群
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整治山寨食品
乱象，是民生课题，也是法治命题。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已构建起保护食
品安全的“四梁八柱”，反不正当竞争
法、商标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对山寨食品侵权行为和食品安全问
题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规制。但实
践中，仍面临侵权认定标准模糊、违
法成本较低和震慑不足等问题，亟待
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全链条治理。

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措施的精
准性。针对“近似侵权”“实质性相
似”等法律概念，可制定更具操作性
的认定标准，将包装装潢、色彩搭配
等隐性侵权要素纳入规制范围。治
理的关键，在于构建“违法成本＞违
法收益”的惩治体系。不妨考虑在
相关法律中增设相关条款，对主观
故意、反复侵权等仿冒食品行为施
以更高的罚款乃至惩罚性赔偿。同
时，应进一步完善行刑双向衔接机
制，推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
闭环、无缝衔接，实现“1+1＞2”的
惩治效果。

新技术的应用，也能有效赋能治
理。以往，山寨食品往往凭借包装仿

冒、渠道隐蔽、地域流动等规避监
管。如今，借助区块链技术，可建立
从原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追
溯体系；运用智能算法，能助力监测
电商平台中的仿冒食品信息；通过卫
星遥感技术，可精准锁定隐蔽加工窝
点。促进法治利剑与技术手段深度
融合，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

整治山寨食品不是监管的“单打
独斗”，而应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共
治。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发布公
告，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
举报实施奖励；有的地方创建食品

“红黑榜”制度，将销售山寨食品的商
户纳入失信名单，倒逼供应链自查自
纠；一些食品行业协会发起“正品承
诺”联盟，并公开抽检数据。政府厉
行监管、企业强化自律、平台严把关
口、公众参与监督、行业组织守土尽
责，集聚合力，方能让山寨食品无处
遁形。

把握“破”与“立”的辩证之道，才
能求得更优解。企业维权过去常被
认为是“耗时费力、得不偿失”，而黑
龙江五常大米的产业实践颇具启
示。制定管理办法，规范五常大米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
建立区块链溯源平台，实现“一田一
码、一物一链”、全程可追溯，“立法保
护+创新赋能”双轨并进。当地龙头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一系列高附
加值产品，带动正品销量提升，大幅
挤压仿冒品生存空间。以法治护创
新、以创新促保护，正是法治思维的
生动写照，也印证了以“良币”驱逐

“劣币”的市场机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以法

治之力打击山寨食品，让消费者拿起
一包零食时，不必反复比对商标细
节；让企业研发食品时，无需担忧创
意被肆意剽窃——这样的期待，必将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化为现实。

以法治之力打击山寨食品
倪 弋

本报讯（记者 杨 杰 陈忠华 姜跃武）27亩荒山，每年
为巧家县东坪镇的村集体经济公司创收80余万元；曾闲
置的房顶，如今让农户每年增收近千元。近日，记者在东
坪镇树叶村海子村民小组看到，成片的光伏板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逆变器整齐排列，“光伏+”产业已初具规模。

东坪镇太阳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约2100个小时，
太阳能总辐射量达每平方米5600兆焦。2018年，该镇立
足“金沙江上游西南生态屏障”定位，选取光照充足、地质
灾害风险低的荒山荒地，在树叶村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
该项目由全镇9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公司联合投资450万
元建设，占地27.39亩，装机容量675千瓦，采取“公司+集
体公司+农户”的模式运营，由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
理，年均纯收益稳定在 80万元左右，每个村分红约 9万
元。“收益主要用于公益性岗位开发、村级基础设施维护及
困难群众帮扶。”树叶村工作人员高荣柱介绍道。

岳坪村中村自然村村民何德华家的屋顶安装了光伏
板，每年为其带来 1260元收益。记者注意到，屋顶光伏
板 3米高的支架既不影响日常生活，又自然形成遮阳纳
凉的实用空间。“自己搭这样的遮阴棚得花两三万元。”何
德华笑着说。这是东坪镇 2023年 12月启动的屋顶分布
式光伏试点，农户与昭通宁升新能源公司签订了25年的
协议，前 10年每块板每年租金 20元，2024年 6月已并网
发电。成本回收后，农户还可参与分红。目前，全镇有
62户安装了屋顶光伏，总面积达 6500平方米，户均年收
益812元。此外，东坪镇政府正申请电力扩容，计划将光
伏项目扩展至1万亩。

昔日闲置的资源，今朝“吸光生金”。东坪镇通过盘
活闲置资源，将太阳能转化为“绿色财富”，走出一条村集
体增收、群众受益的乡村振兴之路。

“小朋友们，你们看过青蛙是怎么
跳的吗？这个动作就是在模仿青蛙。”
每周，丽江市古城区大研中心校黄山
幼儿园都会邀请纳西族勒巴舞专业委
员会负责人到园，带领师生们学习勒
巴舞这一“活着的原始舞蹈化石”。

近年来，黄山幼儿园探索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实践，传承古城文
脉、弘扬民族文化，其特色活动在各级
竞赛中屡获佳绩，既丰富了学生课余
生活，更让古城文脉与民族文化在启
蒙教育中薪火相传。

该园以“生活即教育”为理念，将
美育融入幼儿一日生活的每个环节。
在美工坊里，孩子们用东巴象形文字
装饰画纸；户外律动中，传统民乐化作
趣味运动节拍；自主游戏时，积木搭建

出微型古城街巷。每周四的绘本世
界、“世界读书日”的角色扮演，让文学
之美滋养童心；进餐前的纳西童谣传
唱，以乡音唤醒文化记忆。结合春节、
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幼儿园还将丽
江古城四方街“年货一条街”“古城家”
等社会实践融入课程，让美育从教室
延伸至生活场域。

“我们幼儿园的美工坊设置了东
巴馆、创意馆、服饰馆等不同主题场
馆。”黄山幼儿园教师和柳介绍，为了
让纳西族传统文化根植童心，学校根
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教他们认
识东巴字、学写东巴字，用东巴字进行
绘画创作，认识少数民族服装等，让传
统文化与美育互融互促。

在多元美育实践中，纳西童谣成

为黄山幼儿园最闪亮的文化符号。幼
儿园组织教师系统研习纳西拼音，从
童谣文化、节日民俗、传统童玩三大维
度开发课程，通过“童谣+游戏”的创
新模式，让孩子们在《月亮姆》的旋律
中完成纳西童谣的学习和互动。

“我们现在用一首童谣来玩老鹰
抓小鸡的游戏好不好？”在黄山幼儿园
教师和鸿飞的引导下，孩子们哼唱着
纳西童谣，在游戏的欢乐氛围中，巩固
了纳西语的使用。“纳西童谣是纳西族
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纳
西族文学与音乐的活态结晶，承载着
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与生活智慧。”
和鸿飞说，从文化价值上来讲，童谣是
一个民族美育最好的载体。

为了让文化传承跨越代际，黄山

幼儿园立足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
术五大领域教育目标，将纳西文化融
入语言启蒙、艺术表达、社会认知等教
学场景，在东巴象形文字创作中发展
思维能力、在民俗节庆体验里增强文
化认同、在童谣创编表演中激发创造
力，这种浸润式美育不仅提升了幼儿
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力，更让文化
自信的种子在童心中悄然生长。

“以幼儿兴趣为起点，整合地域文
化资源，开发动态化、个性化的‘大美育
’课程体系。通过构建课内外一体化的
美育生态，让每一个孩子在感知美、创
造美的过程中，筑牢文化根基，培育爱
国情怀，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绽放人生
光彩。”黄山幼儿园负责人说。
云南日报记者 李铁成 通讯员 刘文湘

古城区黄山幼儿园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实践——

美育润童心 文脉传薪火

◆通讯员 潘洋伶 曹馨心

当前正值方竹管护关键期，威信
县长安镇联合县林草局在安乐村柑
子树村民小组举办方竹管护技术培
训会。县林草局高级工程师黄维为
60余名农户进行现场培训，重点讲解
科学管护的技术要点。

方竹作为特色经济作物，对生长
环境要求严苛，必须在海拔1200米以
上区域才能良好生长。长安镇凭借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海拔优势，成
为发展方竹产业的理想之地。

“发展方竹产业，管护是关键
——三分靠种植，七分靠管护。最佳
间伐期为叶片展叶期，操作时要做到

‘四剪四留’——剪密留稀、剪老留
嫩、剪弱留强、剪内留外。”黄维耐心

为农户讲解，“施肥沟的标准为深 15
厘米、宽 12 厘米，成林竹每米施肥量
控制在0.5公斤。”

培训采用“理论+实操”模式，农
户们积极参与挖沟、间伐等实践操
作。通过系统学习，参训人员不仅提
升了管护水平，更增强了发展信心。

“我家有 1 亩方竹林，每年的产
笋量可超 500 公斤。”柑子树村民小
组组长王信忠给笔者算起经济账，

“按现在的市场价计算，亩产值可达
数千元。”这一实实在在的收益，生动
展现了方竹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显
著成效。

长安镇：做“竹”管护实功助力乡村振兴

东坪镇
光伏产业“照亮”振兴路

◆通讯员 黄成元 李昌忠 邱 琴

位于滇川交界处的盐津县牛寨乡龙茶村，依托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积极探索产业创新路径，走出了一条养
殖肉牛的特色致富路。

龙茶村地处牛寨乡西南部，距乡政府 17公里，距四
川筠连县仅12公里。这个占地18.1平方公里的村庄，生
活着 558户 2968人。过去，村民守着土地却难以叩开致
富之门；如今，通过发展肉牛养殖产业，龙茶村实现了从

“土地困局”到“‘牛’气冲天”的蝶变。
在盐津县“3+N”富民产业政策支持下，龙茶村创新

提出“千家万户养母牛、能人大户育肥牛”的发展模式。
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党员带头、技术培训、
示范带动等方式，逐步打消村民顾虑。

党员徐万刚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系统学习肉
牛养殖技术后，率先引进基础母牛，通过科学饲养，牛群
规模稳步扩大。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村民李芳等一批养
殖能手脱颖而出。李芳通过参加技术培训，建起标准化
牛舍，养殖规模达到50头，年收入约10万元，成为村里的
致富典型。

“刚开始确实担心技术跟不上，现在村里定期组织培
训，还有技术员上门指导，我们越来越有信心。”一位养殖
户告诉笔者。为保障产业发展，村里建立了完善的技术
服务体系，邀请专家开展疫病防治、科学饲养等专题培
训，帮助养殖户提升技能。

目前，龙茶村肉牛养殖户已达 230 户，肉牛存栏量
1879头，综合产值近 2000万元。标准化牛舍遍布村庄，
膘肥体壮的肉牛成为村民的“致富宝”。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完善产业链条，
让肉牛养殖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村党总
支书记表示。从传统农耕到特色养殖，龙茶村走出了一
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龙茶村：牵着“牛鼻子”
蹚出“牛路子”

本报讯（通讯员 杨 桦）初夏时节，笔者走进彝良县
钟鸣镇庙林村枇杷种植基地，这里的枇杷已经成熟，空
气中浮动着清甜果香。村民们正满心欢喜地将如鸡蛋
般大小、果形饱满的枇杷轻轻剪下，金黄的果实堆积如
山，丰收的喜悦扑面而来。

近年来，庙林村紧扣县委“4+N”产业发展思路，深挖
当地资源禀赋，依托原有枇杷产业根基，创新采用“党支
部+村集体经济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在群
众基础好、发展产业积极性高的渔塘村民小组打造 200
亩枇杷种植示范基地。同时，村里聘请专业技术人员，
定期为农户开展种植技术培训与指导服务，靶向解决枇
杷果面斑点多、果核虫害频发、果实偏小等痛点。

如今，枇杷产业已成为庙林村亮眼的特色名片，更
是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产业”。今年，庙林村枇杷总产
量预计达 144万斤，总产值可达 576万元，“小枇杷”正结
出乡村振兴“大硕果”。

庙林村的“甜蜜”增收路

初夏时节，永善县莲峰镇的海仙报春花盛开，红色的
花海十分漂亮。海仙报春花为报春花科报春花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喜温带气候，多生于海拔1800—3000米的潮
湿旷地、沟边或林缘。在昭通境内，海仙报春花多于夏天
开放，每年端午节前后花开最盛，五彩缤纷、花姿艳丽。

记者 张广玉 摄

报春花开正当时

大家谈

昭通市善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关于拟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昭通市善行社会工作服务

中 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5306003436967245）因 不 再

运行，现拟启动清算程序、办理

注销登记，并就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事项进行公告。

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机构反

馈。逾期未有反馈的，本机构

将正式启动清算程序。

法定代表人：崔刚敏

组织地址：昭通市昭阳区

崇义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昭通市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5年6月5日

遗失声明
彝良县洛泽河镇毛坪村卫

生室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登记号：PDY08044-
353062811D6001。特登报声明。

登报作废
云南豪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通龙支行

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53050163613800000346，编号：

J7340001635801；公章 1 枚，字

样：云南豪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1 枚，字

样：云南豪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私章 1枚，

字样：魏聪印。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马燕秋不慎遗失昭通保润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

收据 1份，摘要：乌蒙水乡二期

29# 地 块 ，编 号 ：0022895，金

额：6111元。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虎恩凡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530602017442，车牌

号：云C38973。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君华物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车牌号为云CHE066的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530602026897。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大关县木杆镇中心小学不

慎遗失在大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木杆信用社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7345000017905， 账 号 ：

0300022391886012，编 号 ：

731000485224。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大关县木杆镇中心小学不

慎遗失在大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木杆信用社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7345000009405， 账 号 ：

0300022392080012，编 号 ：

731001358320。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大关县木杆镇中心小学不

慎遗失在大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木杆信用社办理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7345000050603， 账 号 ：

7500002945490012，编 号 ：

7310-00485223。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赵芝聪不慎遗失不动产权

证，证号：云（2021）鲁县不动产

权第 0006723 号，房屋建筑面

积：95.82平方米，坐落：鲁甸县

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雨

露社区 17 幢 1 单元 1203 室。

特登报作废。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