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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当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响
起，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考场
外，有人喜极而泣，有人黯然神伤，“几
家欢乐几家愁”的场景，又一次在中国
大地上演。这场牵动亿万人心的考
试，历经岁月沉淀，始终是人们热议的
焦点。这不仅因为它关乎无数学生的
命运转折，更因其承载着教育公平的
使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基石。

高考宛如一座公平的桥梁，打破
阶层固化的壁垒，让不同出身的学子
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在广袤的中
华大地上，无论来自繁华都市还是偏
远乡村，考生在高考考场上都站在同
一起跑线，以知识为剑、以努力为盾，
为自己的未来拼搏。无数寒门学子
凭借高考叩开名校之门，获得优质教
育资源，改写了人生轨迹。从大山深
处走向学术殿堂的农家子弟，从平凡
小镇考入重点大学的普通学生，他们
用行动证明：在高考面前，奋斗可以

跨越出身的鸿沟，知识能够照亮前行
的道路。这种公平竞争机制激发了
全社会的学习热情，让“读书改变命
运”的信念深入人心，为社会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同时，高考也是国家高效选拔人
才的重要方式。自1977年恢复高考
以来，它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
这些人才在经济、科研、文化等各个领
域发光发热，为国家建设立下汗马功
劳。1999年大学扩招后，高考推动了
全民素质显著提升，让更多人有机会
接受高等教育。高校依据高考成绩精
准挑选出具有不同学科天赋和学习能
力的学生，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专业
人才。在科研领域，高考选拔出的顶
尖人才攻克技术难题，助力科技进步；
在经济领域，他们推动产业创新，促进
经济繁荣；在文化艺术领域，他们传承
创新，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高考选
拔的人才，是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为

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动力。
但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发展，高

考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改革创
新。从“大文大理”模式到如今的

“3+3”或“3+1+2”模式，高考考试科
目设置不断优化，体现了国家对人才
全面发展的要求。改革后的高考给
予考生更多科目选择权，推行综合素
质评价，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旨在激
发学习兴趣、减轻学习压力，让学习
成为终身习惯。

然而，改革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比如，在“理科为王”的潜在导向
下，部分学生在科目选择上陷入功利计
算，导致“文理失衡”，反映出教育评价
体系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又如，大学
生就业难的现状，让一些农村家庭对培
养大学生产生疑虑。在经济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部分农村地区出现“读书无
用论”的苗头，一些孩子初中毕业后便
放弃读高中的机会，选择外出务工。这

不仅影响个人发展，也对国家提升全民
素质的目标带来挑战，尤其在脱贫地
区，这一现象更需高度关注。

高考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是公平的象
征，是人才选拔的关键。尽管改革
过程中会遇到问题，但我们应秉持
积极态度，持续完善这一制度。对
于考生而言，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宝
贵机遇，要全力以赴提升自己；对社
会来说，应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高
考环境，让高考更好地服务于个人
成长与国家发展。相信在不断探索
与完善中，高考将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为国家选拔更多优秀人才，助力
莘莘学子实现人生梦想，推动国家
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高考：教育公平的基石与时代变革的答卷
王文方

广 告

哪些情形下诉讼时效中断？

◆通讯员 彭 洪 文/图

今年，彝良聚焦昭通“交通强市”
建设，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突破
口，深入实施“外联主干道、内畅乡村
路”的立体交通发展战略，以大交通
引领全县大发展。

彝良是“将军故里”，距昆明、贵
阳、成都、重庆均为400多公里，区位优
势独特。立足这一优势，近年来，彝良
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宜昭高
速公路、昭泸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威
彝高速公路、麻彝高速公路正在加快
建设；4条通乡公路完成提级改造，469
公里村组公路完成硬化；渝昆高铁建
设持续推进。截至2024年末，全县公
路里程达7285.3公里，其中国道170.6
公里、省道 313.3 公里、县道 398.9 公
里、乡道749.9公里、村道2351.2公里，
拟建道路3301.3公里。初步形成了以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主轴，通乡柏
油路为主线，辐射全县各乡镇（街道）
和行政村的综合交通网络，实现了出
滇、入川、连贵、通渝，外联内畅。彝良
不断融入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在

“大循环、双循环”中的嵌入度、贡献度
和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今年是脱贫巩固“五年过渡期”
和“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聚焦
昭通“交通强市”建设这一撬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彝良结合“十
五五”规划编制，制定了推动全县交

通网络优化升级的三年行动方案，明
确了总体目标、时间节点和具体路线
图。今后几年，彝良将着力构建快捷
便利的交通网络，重点服务好渝昆高
铁和威彝高速公路、麻彝高速公路建
设项目，确保其如期建成通车；抓实
彝良北站建设，确保如期投用；积极
谋划麻彝高速公路延长线，持续推进
国省道、县乡道、村组道路的提级改
造和新建，加快硅产业物流枢纽及物
流园区项目、钟鸣镇三级公路建设，
实现不同等级道路的无缝衔接；着力
推进城乡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促进公
交与高铁、长途客运等交通枢纽深度
融合，构建“向外快捷、对内便利”的
交通运输网络。

在此基础上，彝良将持续抓好农
村公路建设，加快农村公路骨干路网
提档升级和基础网络延伸连通，全面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紧完成 3
条通乡公路提级改造项目的扫尾工
作，全面打通断头路、建好产业路，力
争到2027年硬化村组公路1200公里。

据彝良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后几年，彝良还将着力提
升重要干道的服务品质，建立规范
化、可持续的管护机制，加强重要干
道养护管理以及交通应急管理体系
和组织体系建设，推进智慧交通、绿
色交通发展，不断提升交通服务保障
能力和效率，力争每年实施 200 公里
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和 35 公里主干公

路养护工程。
筑路架起发展梯，通途铺就幸福

路。在这春夏交替之际，彝良交通运
输部门捷报频传：荞山镇19公里三级
公路工程验收投用，总投资5736.26万
元；龙海镇6.2公里通三级公路路面级
配铺筑和水稳铺筑全部完成，累计完
成投资 1300 余万元；两河镇 18.34 公
里三级公路控制性工程山王坳隧道
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的建设后主体顺
利贯通，累计完成投资 6000 余万元；
渝昆高铁洛泽河特大桥、彝良隧道等
项目进度不断刷新，威彝高速公路、
麻彝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将
军故里”正筑梦交通，立足区位优势，
外联内畅谱新篇。

彝良：天堑变通途 外联内畅谱新篇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 姜 航）近日，科研团队在赤水
河流域云南段首次监测到红鳍原鲌，经检测，该红鳍原鲌
为成熟个体。

红鳍原鲌是长江中下游湖泊中重要鱼类之一。此次
在赤水河流域云南段发现红鳍原鲌，表明红鳍原鲌的活
动范围正向长江上游扩展，进一步说明长江“十年禁渔”
和保护区生态环境、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据了解，5月 22日至 6月 3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等多个科研团队，在威信
县开展 2025年度赤水河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监测。此
次监测不仅首次发现红鳍原鲌，更令人惊喜的是，岩原
鲤、金沙鲈鲤等国家二级保护鱼类的出现频率大幅提升。

长江中下游鱼种红鳍原鲌
首现赤水河上游

◆工人日报记者 徐 潇

近日，记者走进云南云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菌棒包装、分拣车间，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流水线上包
装好的菌棒放置在货架上。数以万
计的菌棒，将从这里走进培养车间，
走进农户家里，开出“致富伞”。

“活很简单，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我要带孩子，不能去外地务工，
但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挣钱，
还能照顾家里，我很满意。”负责修
剪菌菇的工人杨会笑着说。“公司采
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
营，农户以流转土地、务工、自种 3
种方式参与发展。”云南云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晓阳告诉记
者，工人按工种计件发放工资。其
中采菇剪脚的日工资为 100 元左右，
注水工为 240 元左右。李晓阳说：

“许多工人要回家照顾老人、孩子，
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且
多干多得。而有的农户在家自种菌
菇，由公司统一收购，每年每个大棚
约有 1.2万元的收益。”

“菌菇卖得好，才能带动农民致
富。而想要菌菇卖得好，得保证菌菇
品质好。”李晓阳介绍，公司承担了鲁
甸食用菌产业的技术引领、中试和推
广，目前实行的是“企业提需求、院校
攻技术”协作机制，与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浙江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广东
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开展深度
合作。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张金霞开展技术合作，引
进4名专业研究生和2名食用菌“土专
家”“田秀才”，负责一线技术指导。
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户，都能享受最新
的科技指导。截至目前，鲁甸县食用
菌产业园已成功申报省级科普示范
基地、市级专家工作站，申请实用新
型专利17项。

目前，云南云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正全力推进人工驯化的黄见手
青商品化出菇。“预计批发价为每公
斤 70 元，零售价为每公斤 98 元，还
包邮。”李晓阳自信地告诉记者，云

南人民很快就可以实现“黄见手青
自由”。

据了解，鲁甸食用菌种植产业
采用“农户六成，公司三成，村集体
一成”的分配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
农业中农户与市场脱节、收益分配
失衡的难题，实现了农民增收、企业
增效的共赢局面。2024 年，菇农负
责大棚种植、管理、采摘等，每万棒
实现收益约 2.52 万元；企业负责菌
棒生产、后熟培养、技术指导等，每
万棒实现收益约 1.2 万元；村集体通
过收取大棚及相关设施租赁费用，
每万棒实现收益约 2800 元。小蘑菇
开出“致富伞”，为当地农民撑起“致
富半边天”。

鲁甸：小蘑菇开出“致富伞” 撑起“致富半边天”
【有事要问】哪些情形下诉讼时效中断？
【身边案例】方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好朋友杜

某借款 2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一年后，方
某并没有还款，杜某也没向方某催款。杜某担心过
了诉讼时效，但听说诉讼时效可以中断。于是杜某
咨询，哪些情形下诉讼时效中断？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
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
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
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白 芯 宗颖颖）近日，威信县麟凤镇组
织开展方竹管护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方竹管护水平，推动
方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此次培训邀请了县林草局高级工程师在斑鸠村大汉寨
方竹种植基地现场开展，参训村民超过60人。“剪小留大，剪
老留嫩，同时要把周边的杂草、杂木清理干净……”培训现
场，专家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方竹修剪的原则和技巧。

斑鸠村大汉寨方竹种植基地有连片方竹林 3800多
亩，已投产 3200 亩。该基地采用“党组织+新型经营主
体+基地+农户”的模式，每天吸纳60余名村民通过参与
方竹种植和竹笋销售灵活就业，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方竹产业“三分种，七分管”。据斑鸠村大汉寨方竹
种植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每年管护方竹就要耗费近
6000个工时，支付管护工人工资超 60万元。此外，每到
管护期，斑鸠村都会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地手把手指
导，许多工人在基地里学到了技术，回去后便自行发展
起方竹产业。

60岁的五谷村村民王耀英不仅长期在基地里务工，
还自己栽种了 20多亩方竹。每年遇到村里组织的技能
培训，她都会积极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方竹管护技术。

“通过技能培训，农户发展方竹产业的信心更加坚定。
截至目前，我们已带动周边1200多户农户参与发展方竹产
业。”威信兴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兴江说道。

近年来，麟凤镇立足资源禀赋，将竹产业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政府引导、
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组织、农户参与”的模式，构建起

“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
镇 9个村（社区）共种植各类竹子 67380亩，已投产 34550
亩，竹笋总产量达2765吨，总产值达3327万元。

麟凤镇方竹管护培训
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全伟 彭明星）路通百业兴，路顺民
心畅。近年来，大关县天星镇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路建设，
不断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目前，天星镇 6个村的产
业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天星镇寨子村产业路建设现场，工程车往来穿梭
运输材料，2台挖掘机在工人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砂石铺垫作业，预计再过一个多月，一条崭新的硬化路就
能建成。同步施工的，还有幸福村、双河村、安乐村、天星
村以及绿南村的产业路。

天星镇经济发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农村产业路
建设主要聚焦高寒边缘地区产业发展良好但道路基础薄
弱的村民小组。项目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实施，由镇政府统
一采购建筑材料，组织当地在家劳动力参与建设并发放劳
务报酬。预计项目完工后，村民的劳务收入可达60万元。

产业路的修建，切实让村民们看到了发展的曙光。
寨子村石丫村民小组村民肖亮文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产
业路项目理事会成员。自项目启动以来，他便积极义务
参与道路建设的管理与协调工作。他家种植有 20多亩
茶树和 20多亩竹子，以往受交通条件制约，农产品的售
卖之路困难重重。如今，崭新的水泥路即将贯通，运输难
题迎刃而解，望着漫山的茶树、竹林，肖亮文眼中满是希
望，对未来产业发展更是信心十足。

同样身为共产党员的石丫村民小组退伍军人李自
雄，得知家乡要建设产业路后，毅然从外地返乡，积极为
项目建设贡献力量。

目前，天星镇产业路建设已完成大半，预计7月中旬
竣工。待道路建成通车，周边 240多户村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不仅能有效降低农资及农产品的
运输成本，还能大幅增加农产品运输供给量，为农民增收
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天星镇建设产业路
为乡村振兴添动能

盐津·微生活公益站关于

拟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盐津·微生活公益站（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530623MJT319080C）因长期

未运营，现办理注销登记。按

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

本站章程规定，本站于 2025年

6月2日召开了会员大会，表决

通过了本站注销的相关事宜，

同意本站依法注销，现就拟启

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事

项进行公告。本站代表或理事

对此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站 反

馈。逾期未有反馈的，本站将

正式启动清算程序。

法定代表人：梁杰

联系电话：13908701038

盐津·微生活公益站

2025年6月12日

登报声明

产权人张国芬将昭通市昭

阳区南温泉片区温泉泰鹤城一

期 7幢 2单元 1304号房屋租赁

给马贤党使用，现经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解除之前签订的租房

合同。特此声明。

登报作废

镇雄县恒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富滇银行

昭通镇雄支行的私章 1 枚，字

样：张得勤印。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廖鱼凯、杨静不慎遗失昭

通保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

的收款收据5份，摘要：乌蒙水

乡 一 期 13# 地 块 ，编 号

0000069，金额 205098 元；编号

0010309，金额 300000 元；编号

0010482，金额 450000 元；编号

0038335，金额 200000 元；编号

0032621，金额 4717 元。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聚鑫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昭

阳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7340003032401，账号：

53050163613600000931。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昭阳区梦享启航文

化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北城

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账号：

24030301040005148，编 号 ：

J7340003844901。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邓菠不慎遗失水富市吉祥

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开具

的 收 款 收 据 1 份 ，编 号 ：

0000567，摘要：租门面保证金，

金额：2300元。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文尔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1枚，字样：云

南 文 尔 建 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5306002010248。特登报作废。

近日，承载着文山市历史文化底
蕴的文笔塔再添“新身份”——文笔
塔文化展陈馆，作为文山市又一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正式开馆。这座始建
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地标建筑，经全新
改造后以崭新姿态亮相，运用全息投
影、AR等科技，生动展现自开化府以
来文山地区在城市、文化、人才、教育
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文笔塔是文山市的文化地标，见
证了文山300年来的发展变迁。去年
1 月，文山市启动文笔塔内部展陈工
作，按照“一层一主题、一层一珍宝”
的设计理念，从塔、城、文、人、景、礼
等多维度出发，深入挖掘并呈现文山
的教育历史与民族文化，着力在以展
陈梳理文山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同
时，增强古塔的互动性与体验性，不
断加深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市民在
塔内还可参与塔身组装、地标建筑彩
绘、铜敲装饰画制作和非遗苗绣等文
化互动体验活动。

近年来，文山市深入开展文化挖
掘和遗产保护工作，重点围绕“一河
一塔”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聚焦城区盘龙河生态廊道打造

“盘龙”文化带，对周边16座廊亭进行
文化包装，规范亭名、张贴楹联，并组
织开展“唱响盘龙”等 7类文化活动，
将少数民族歌舞、传统文化沙龙融入
市民生活。围绕文笔塔打造城市文
化地标，举办文笔塔读书会、“文笔
yeah生活”青年夜校、文笔塔杯篮球赛
等特色活动，持续擦亮“文笔塔”文化
品牌。

同时，文山市打破传统公共文
化空间功能单一的局限，将公共文
化空间建设与旅游、商业、科技等领
域深度融合。依托七都古镇打造夜
间群众文艺演出示范点，让古镇成

为市民游客共享文化盛宴的舞台；
依托新华书店、天天图书城打造特
色阅读空间，让书香与本土特色文
化交织。

立足群众需求，文山市强化与
群众的交流互动，推动城市空间特
色文化实现“配送制”，不断满足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创新开展

“城市空间表演”公共文化配送活
动，围绕春节、中秋等重大节庆，组
织“诗词飞花令”“苗族蜡染展”“送
福记”“寻龙记”等特色公益文化品
牌活动。2024 年以来，文山市在各
城市公共空间开展系列文化活动
210 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提升
了 30%。

文山市：文化空间上新 增添城市活力
◆云南日报记者 张文峰

通讯员 刘 艳 朱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