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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县地处滇东北乌蒙山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筇竹提供
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被誉为“中国筇竹之乡”。

近年来，大关县立足资源优势，加强院县合作，开展筇竹育苗、竹林管护、
低效竹林提质改造等技术培训，筇竹林总面积从2018年的20万亩左右增加
到目前的102万亩。该县投资建设“云南大关筇竹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培
育发展笋材加工企业20家、涉竹集体经济组织23个、家庭农场及农民专业合
作社82个，筇竹产业呈规模化发展趋势，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能。

筇竹是一种中小型混生竹类，其竹笋味甘鲜嫩、营养丰富，竹姿秀丽，竹
节鼓突，具有较高观赏价值。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 摄

大关

展筇竹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图①：5月28日，工人在位于大关县木杆镇的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的一处加工厂制作家具。

图②：大关县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筇竹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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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盐津县坚持把以工代
赈工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对
标省、市工作要求，创新推行“以工代
赈+村民自建政府奖补”的乡村道路
建设模式，探索出一条“‘小资金’撬
动‘大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解决
了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道路硬化问
题，实现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与群
众就业增收双赢，为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趁着家门口修路的机会挣点
钱，工资每天约200元。”一大早，普洱
镇正沟村村民刘克念扛着锄头，去村
里正在施工的碑湾至围墙公路硬化
项目打零工。

今年58岁的刘克念是脱贫户，子
女外出务工，自己留守老家照管几个
孙子。村里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实施
该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在家
门口捧起了“新饭碗”。

碑湾至围墙公路硬化项目全长 2
公里，总投资 60 万元，沿线涉及 3 个
村民小组 80户 367人，其中脱贫户 27
户 140 人。项目建成后，将给当地群
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推动当地产业

发展，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此前，家中饲养的生猪出栏后，

要运至下方大公路售卖，运输极为不
便。道路硬化后，就不用再运到下面
去了，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刘克念感慨道。

2025年，普洱镇党委政府投入资
金 789.07万元，按照“群众积极性高、
受益群众多、产业聚集”的选择标准，
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优先实施 26.3
公里长的产业道路建设项目，为 300
余户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形成了“群众干、群众管、群众享”的
农村道路建设格局。截至目前，完工
率达50％。

“由联系村领导负责，优先选择
懂项目、有公益心、在周围比较受群
众欢迎的村民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
选择施工队进场施工，脱贫劳动力和

‘三类对象’，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具
备可以在路上施工的优先选择，让其
就近务工。”普洱镇人大主席祁艳介
绍，实施以工代赈，推进项目建设，工
作重点是聚焦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增
收难题。

“一是控制成本，二是保证质量，
三是保障脱贫劳动力和‘三类对象’

能够有一定的务工收入。”祁艳说。
“砂石料每吨减少5元、水泥每吨

减少15元的成本，每公里就可以减少
9000元成本，用于增加群众的收入。”
盐津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算着“经济
账”。在建设中，为确保资金高效利
用，扩大以工代赈工作成效，盐津县
交通运输局全程技术指导，并对砂
石、水泥等原材料集中询价，协调县
内砂石材料供应商下调供应价格，资
金节约率达20%以上。

此 外 ，盐 津 县 还 打 破 行 业 壁
垒，建立“资金整合、责任共担、监
管联动”的工作机制，统筹衔接资
金、社会帮扶资金、农村村组道路
补助资金等，统一推动以工代赈项
目的实施。

“我们 30 户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仍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最主要
的，还是要增加群众的收入，让群众
参与到项目实施中，在家门口就可以
务工。”盐津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继
续说道。

在牛寨乡，7.6公里的敦厚村产业
道路已经顺利完工。新修的生产便
道顺山势蜿蜒。牛寨乡副乡长牟成
茂介绍，总投资 393.7 万元的道路建
设项目，吸纳就业177人，发放的劳务

报酬达120万元，人均增收6779元，劳
务报酬占道路总投资的30%。

在解决群众就业同时，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还有效促进片区特色产业
规模继续扩大、产品质量持续提高，
为全域产业提档升级和融合发展打
好坚实基础。

“我们运输饲料进来以及拉鸡出
去的成本都降低了很多，公司养殖场
每年有18万羽鸡出栏，可节约成本约
200万元。”交通便捷、物流成本降低，
盐津凤源乌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刘子维不禁感叹。

截至目前，盐津县累计启动村
组道路硬化 268.75 公里。其中，完
成 137.30 公 里 ，覆 盖 32 个 村 民 小
组。累计支付以工代赈劳务费 252
万元，带动 639 人，其中脱贫户及监
测对象 159 人，人均增收 3943 元。
同时，依托项目实施，通过“理论+实
操”靶向培训和现场教学，在挖掘机
驾驶、支渠施工等技术领域培养了
一批技术骨干，累计将 300 余名普通
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工人。这不仅拓
宽了就业渠道，还为后续乡村建设
储备了实践型人才，真正实现了“干
一个项目、带一支队伍、育一批人
才”的目标。

盐津：以工代赈强基础 就业增收促振兴
◆记者 孙贵波 王国江

本报讯（通讯员 陈 立 蔡永斌）
近年来，永善县始终把稳就业、促创
业、保民生作为工作重点，强化党建
引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落实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全方位推进就业创业提
质增效。

聚焦就业政策落实，构筑全方位
服务新体系。坚持“省外就业拓空间、
就近就业促增收”双轮驱动战略。一
方面，在浙江嘉兴、上海设立驻外工作
站，做好省外务工人员稳岗调剂、合法
权益维护、企业招聘信息收集发布等
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另一方面，
全力打造创业就业优质平台，建成黄

华镇金寨村、大兴镇老街社区 2 个市
级返乡创业园，成功创建明子村省级
创业村落，动态认定28个就业帮扶车
间，稳定吸纳800余名群众就业，形成
了“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收”的良性
发展循环。截至目前，永善县在省外
稳定转移就业达 9.25万人次，就近就
业创业达7万人次。

聚焦人员培训输送，筑牢多元化
保障“压舱石”。以县委、县政府全力
打造 20 万亩金江百里特色水果长
廊，持续擦亮“永善白桔”“永善枇杷”
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为契机，
充分发挥人社部门职能作用。组织
开展水果种植、电商运营、无人机操

作等各类培训 1945 人次，帮助参训
人员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结合县
情实际，策划举办“春风行动”、直播
带岗等不同主题、不同规模的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 20 余场，吸引县内外 60
多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1.4万余个，
达成就业意向 200 余人；持续加强与
上海、浙江、四川、江苏等地跨区域劳
务合作，建立劳务协作机制，高效做
好岗位余缺调节，进一步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

聚焦创新创业升级，激发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永善县严格落实县级领
导“一对一”挂联重点企业制度，定期
深入企业开展指导服务，及时帮助解

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并积极鼓励和
组织企业参加省市各种技能竞赛，在
创新创业领域勇攀高峰。2024年，在

“赢在昭通”创新创业大赛中，《漫步云
端》《通源牧业——花椒籽助力肉牛规
模养殖》项目分别荣获文旅融合、特色
农业一等奖和二等奖；云南钜盛电器
公司获评“昭通市十大创新创业优质
企业”，并在云南省“彩云汇”创新创业
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在昭通市职业技
能大赛中，永善职校学生刘红成、陈开
松分别荣获汽车维修、砌筑工赛道一
等奖和三等奖，形成“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良好局面，进一步激发了永善县
高质量发展动能。

永善全方位推进就业创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 夏 蕾）今年 6月是第 24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6月4日，由彝良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
县应急管理局承办的彝良县 2025年“安全生产月”启动
仪式暨“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

彝良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在活动现场设立咨询台、摆
放展板，向现场群众普及安全知识、发放各类安全知识宣
传手册，并面对面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宣传内容涵盖消
防安全、防汛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烟花爆竹、电动自行车等多个领域。据统计，现场共
发放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1500余份以及各类安全知识宣
传品1100余份。

此次活动聚焦群众身边安全风险，通过多种形式的
宣传与互动，广泛动员了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工作，有
效提升了群众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度和认知度，为彝良县
2025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兴文）近日，巧家县金塘镇迎来
了春季蚕茧丰收季。走进蚕桑技术服务站，映入眼帘的
是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蚕农们将一袋袋洁白饱满
的蚕茧运往收购点，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工作人员熟
练地进行品质鉴定、称重、结算等工作，现场秩序井然。

“今年的蚕茧质量特别好，价格也不错，我家这季收
入15000元，比去年增加了不少。最让我高兴的是，当天
卖完茧，第二天就能收到钱。”金塘镇双河社区蚕农陈光
红兴奋地说。

为提高蚕茧质量和产量，镇蚕桑技术服务站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和蚕房，为蚕农提供全程“点对点”
技术指导。从桑树的嫁接管理、病虫害防治、蚕房消毒、
饲养结茧等各个环节，均进行细致地指导和培训。同时，
积极推广小蚕共育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蚕茧品质和经
济效益。

近年来，金塘镇高度重视蚕桑产业发展，将其作为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通过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引进优良蚕种、开展技术培训等措施，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水平，全镇蚕茧产量和质量均实现大幅提升。
今年春季，金塘镇共养蚕 560张，预计产茧 25.2吨，蚕农
收入预计达 132万元。下一步，金塘镇将继续加大对蚕
桑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蚕桑产业向规模化、品质化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彝良2025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金塘镇春茧喜丰收
蚕农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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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镇光伏产业“照亮”振兴路

——详见第2版

龙茶村：牵着“牛鼻子”蹚出“牛路子”

——详见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魏云科）近日，以“矢志创新发展
建设科技强国”为主题的2025年昭阳区科技活动周暨科
技工作者日集中示范活动在毛主席像广场启动。

活动由昭阳区委宣传部、昭阳区工科局、昭阳区科协
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展示与人工智能互动体验为特
色，通过悬挂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
解、现场咨询、科技成果展示等方式，激发创新活力，推动
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

区直相关部门及部分科技企业向市民发放了涵盖农
业技术、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生态环保、应急救援、健康
生活、禁毒防艾、反恐防暴、扫黑除恶、慢性病防治等多个
领域的宣传资料和科普知识手册。同时，现场还重点宣
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以及《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29条措施》等法律法规和惠
企政策，为市民提供科技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活动现
场发放各类科普宣传资料3500余份、科普读物300余份。

通过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有效宣传了科技政策，传
播了科学精神，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生活理念，让市民
对科技政策、科普知识以及科学生活理念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

活动周期间，昭阳区将持续开展科技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等专题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科学思
想、普及科学知识，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力，推动科技
知识普及与科学生活理念传播。

昭阳开展科技活动周
集中示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