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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昭通市昭阳区携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关于拟启动清算程

序、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昭通市昭阳区携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2530602MJT376536E）

因长期未开展业务活动，拟启

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按照昭通市昭阳区携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章程规定，召开

理事会进行表决，现就拟启动

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事项

进行公告。本中心理事对此

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中心反馈。

逾期未有反馈的，本中心将正

式启动清算程序。

联系方式：13759406903

昭通市昭阳区

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5年6月15日

公 告

上海一橙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员工：

李涌铖，你于 2025 年 4月至今

未到公司上班；殷文贤、高哨

铭、范顺昌，你们于2025年5月

至今未到公司上班。本单位

多次与你们联系未果，特此公

告送达给你们，限你们于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上海

一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分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

续。逾期未到，我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对你们作出自动离职

处理。

上海一橙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2025年6月15日

登报作废

云南添富货物运输有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车 牌 号 为 云

CQF733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530600900683。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郑玉莲不慎遗失昭通合

富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款收据5份，摘要：云

瑶水乡一期 16 栋 1 单元 202，

编号：679000，金额：50000 元；

编号：606181，金额：52896 元；

编号：205992，金额：1991 元；

编号：819294，金额：10321 元；

编号：819321，金额：6260 元。

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王彬不慎遗失昭通保润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款收据4份，摘要：乌蒙水乡二

期（29#地块）16-204 按揭款、

首付款，编号：0036450，金额：

330000 元 ；编 号 0040308，金

额：69588元；编号 0036113，金

额：20000元；编号 0036300，金

额：65988元。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富啟农产品贸易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预留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

通通龙支行的公章1枚，字样：

昭通市富啟农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特登报作废。

广 告

◆记者 马丽梅

在昭通，夏日的风轻拂古城的
砖瓦，烤小肉串与烧洋芋的香气弥
漫街巷。然而，比这烟火气更温暖
的 ，是 流 淌 在 城 市 里 的“ 生 命 之
河”——一群无偿献血者数十年如
一日的坚持，编织出一幅幅感人至
深的爱心画卷。

43 岁的黄映波家住昭通古城北
正街。19 岁那年，他第一次挽起袖
子，将 400 毫升热血献给一名产后大
出血的孕妇。自此，无偿献血便成为
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 多
年来，他不仅坚持献全血，还 30 多次
捐献血小板，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银奖，并于 2024 年获得“昭通市无
偿献血荣誉卡”。尽管去年因身体原
因暂停献血，但他的公益之心从未冷
却。“无偿献血能拯救生命，只要能帮
到别人，我就开心。”黄映波朴实的话
语，道出了最纯粹的善意。他还不忘
向记者推荐另一位献血英雄——杨
道德。

在东后街的理发店里，“咔嚓、咔
嚓”的剪刀声响个不停，杨道德用这
把剪刀，书写着不一样的人生篇章。
22年前，19岁的他在环东路中心血站
献出 200 毫升全血，由此开启了长达
22年的生命承诺。从瞒着家人，到带
动妻子、员工、亲戚、朋友一同参与，
他的爱心队伍不断壮大。徒弟史明
丹、唐德华在他的影响下，也成为献
血模范并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

22年，20200毫升全血，74次血小

板捐献，1次金奖、2次银奖……这些数
字背后，是无数被点亮的生命。经姜
志明医生建议，杨道德开始专注血小
板捐献。“想到能更快救人，我觉得特
别有意义！”杨道德说。为保证献血质
量，他坚持健康生活理念，自律的背后
是对生命的敬畏。除了是献血志愿
者，他还是义剪志愿者，用剪刀为1000
多位老人、留守儿童送去温暖。他把
献血比作“存储爱”的银行。病人家属
的感谢，让他更加坚定传播爱的信
念。“我要献到年龄不达标为止！”杨道
德满怀憧憬地说。

何思宏是昭通市中心血站职工，也
是一位了不起的献血者。学生时代，她
就对献血充满向往，18岁那年终于在校
园里完成第一次献血，自此开启了长达
13年的爱心之旅。截至目前，她累计献
血38500毫升，捐献血小板97次，曾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
“五一”假期前，刚出差归来的她

急忙赶到献血车，只为提前献血，以便
假期里的患者用血能更及时。春节前
夕紧急驰援患者，对她来说也是常
事。一位因输血获救后坚持献血10多
年的大姐的故事，让何思宏深刻感受
到爱心传递的无限力量。收到血液合
格将用于临床的短信时，她欣慰地说：

“作为党员，更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如今，她立志完成献血100次，带动更
多人加入献血队伍。

昭通市中心血站数据显示，2024
年，全市采血量达15.2吨，这份成绩离
不开每一位献血者的默默付出。黄映
波、杨道德、何思宏……他们是平凡的
昭通人，却用热血与坚持，让生命之花
在这座城市绚丽绽放，让温暖流淌在
每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血脉之中，为昭
通增添了最动人的温情底色。

热血浇灌生命之花
——昭通献血者的大爱长歌

◆通讯员 张顺富

仲夏时节，巧家县的桑园里桑叶
葱郁，蚕茧洁白如雪，勾勒出一幅生机
勃勃的丰收画卷。随着2025年第一季
度蚕茧收购工作临近尾声，巧家县蚕
茧产值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这不仅
是巧家蚕桑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走进昭通市长江丝绸有限公司
巧家营蚕桑技术服务中心，现场一片
繁忙有序的景象。工作人员熟练地
对蚕茧进行分拣、称重、检验，蚕农们
满脸喜悦，将一袋袋洁白饱满的蚕茧
搬运下车。巧家营社区松梁村民小
组蚕农唐代林兴奋地说：“今年蚕茧

质量好，价格也不错！我家养了 5 张
春蚕，共培育了61张小蚕，收入2万多
元，比去年增加不少。”

“巧家营片区今年的春蚕质量
高、产量丰，养蚕1342张，平均单产约
45 公斤，收购蚕茧 60.5 吨，蚕农收入
320余万元。”巧家营蚕桑技术服务中
心经理陈本清开心地介绍道。

适宜的气候条件为蚕的生长提供
了天然优势，而巧家县坚持精品化、生
态化、有机化的发展路径，更为蚕茧品
质的提升筑牢了根基。从桑园管理到
养蚕过程，全程遵循绿色生态理念，确
保蚕茧天然无污染、品质上乘。良好
的品质赢得了市场认可，今年鲜茧均
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5元。

近年来，巧家县将蚕桑产业作为
助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支柱产业，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企业带动，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

路。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农
民扩大养蚕规模；积极推行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策“五良”融合发
展，从桑园建设、蚕种培育到技术推
广、机械应用、政策支持，全方位提升
产业发展水平；大力推广“小蚕共育”
模式，解决了农村养小蚕的难题，有
效提高了蚕茧产量和质量。

昭通市长江丝绸有限公司作为
主要收购企业，充分发挥省级龙头企
业的作用，严格实行品质定价、优质
优价，保障了蚕农的收益。公司通过
优化激励机制，调动了技术人员的
积极性，为蚕农提供专业服务；加强
生产形势宣传，稳定蚕农养殖信心；
以奖代补，激发了蚕农的养殖热情，
形成了企业与农户互利共赢的良好
局面。

“巧家县今年共养殖春蚕 3940
张，收购鲜茧 206 吨，产值超 1100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0 万元。”昭通
市长江丝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仁
寿表示，目前，公司下设9个蚕桑技术
服务分公司、1个缫丝厂，年生丝加工
能力达 300 吨，生产的生丝品质全国
一流，备受市场青睐。

如今，巧家县有桑园面积3万亩，
覆盖 13个乡镇（街道）7612 户养蚕农
户。蚕桑产业不仅成为助力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更在绿色发
展、生态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一步，巧家县将继续加大对蚕
桑产业的支持力度，坚持精品化、生
态化、有机化发展方向，深化“五良”
融合，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
值。通过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引进
先进技术和人才，推动蚕桑产业规模
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让“小蚕茧”
持续织就乡村振兴的“致富梦”，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五良”融合携手政策扶持 ——

巧家蚕桑产业为乡村振兴添强劲动力

◆云南日报记者 饶 勇 通讯员 张 勇

近日，在石屏县李恒升故居，一
场以“童展家乡美 浸润美育情”为主
题的艺术作品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首日参展人数达 3000 余人次。
当在地文化融入美育课堂，当现代艺
术与百年古宅相遇，一场跨越时空的
美学对话悄然上演。

展览由石屏县幼儿园与县博物
馆联合举办，汇聚了县幼儿园近 500

名孩子的创意作品。孩子们用黏土
捏出豆腐坊的烟火气，用彩笔描绘异
龙湖的烟波浩渺，用剪纸复刻古建筑
的飞檐翘角，用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传
统图腾赋予新的生命，在涂抹、拼贴、
拓印中感知传统文化，作品得到了观
展人员的一致好评。

李恒升故居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石屏文庙建筑群的一部
分。走进百年故居，仿佛穿越了时
空隧道，古朴的木门、雕花的窗棂、
青石板小径，处处显露出岁月的痕
迹。故居里展出的作品，以现代艺
术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些古老元素
蕴含的美学价值。观展者李一航
说：“这次展览是穿越时空的碰撞，

把小朋友的作品放在李恒升故居展
出，实现了现代艺术与历史文化的
完美融合。”

本次展览是在地文化与现代美
学的碰撞，也是儿童美育的创新性实
践以及对在地文化的传承创新。5个
展区的不同内容，与石屏县传统民俗
文化无缝衔接。

“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我和其他小
朋友一起用剪纸拼成的龙，因为龙是
中华民族的象征。”学生何雨歌说。
石屏县幼儿园保教主任许迎辉说，此
次展览让孩子们初步感知石屏县传
统民俗文化，激发了孩子们对本土文
化的兴趣。

“生生不锡”展区的作品备受关

注。展区展示了石屏县历代名人志
士的事迹，讲述了以锡矿开采起家的
李恒升一生热心公益、教育事业和抗
日救国的故事，让爱国爱家的情怀根
植于孩子心中。“师生们用不同的作
品展现了李恒升的家国情怀，让孩子
们更加了解历史、了解石屏文化。”家
长高钰智说。

此次艺术作品展吸引了众多艺
术爱好者和文化学者的关注。大家
表示，将现代艺术与传统建筑相结
合，这样的展览形式不仅为艺术创作
提供了新的灵感，而且为保护传承文
化遗产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让更多
人关注文化遗产、让古老的文化遗产
焕发出新活力。

石屏：在地文化融入美育课堂

近日，武警昭通支队秉持“真考
实评、以考促训”理念，紧贴实战组
织开展擒敌、刺杀、实弹射击等基础
训练课目考核。此次考核融入战术
背景，突出真打实抗，采用“动态跟
踪、全程录像、连贯考核”的评审机
制，对每个课目、每个步骤严格把
关，全方位锤炼并检验官兵基础训
练水平。

通讯员 赵明军 李 犇 摄

武警昭通支队开展基础训练课目考核

爱 我 国 防

本报讯（记者 胡远松）6月 12日，
记者走进大关县靖安镇大坪子村杉
木林，沿途车流如织，游客熙攘。不
少游客频频举起手机定格美景，有人
专注拍摄抖音短视频，有人开启直播
镜头——他们正将杉木林的日出霞
光、翻涌云海等胜景，通过微信朋友
圈、抖音平台等渠道实时分享。晨光
里，快门声与欢笑声交织，一幅全民沉浸
式赏景的热闹画卷在山野间徐徐铺展。

“最近彝良越来越热，就想着找
个凉快的地方放松放松。”来自彝良

的王先生笑着与记者分享他的游玩
故事，“刷微信朋友圈和抖音短视频
时发现，杉木林海拔较高，夏天非常
凉爽，日出云海的画面更是美得让人
沉醉，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兴趣。近几
天天气放晴，正是观赏日出的好时
候，我赶紧约上亲朋好友一早就出发
了。”抵达杉木林后，眼前的壮美景色
让王先生直呼“名不虚传”，他迫不及
待地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并通过微
信朋友圈和抖音平台，将这份大自然
的馈赠分享给更多人。谈及此行，王

先生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言语
间满是对杉木林美景的赞叹。

来自永善的游客谢女士一边举
着手机拍照留念，一边笑着向同行好
友感叹：“今天的天气真好，阳光明
媚，非常适合来这里看日出、拍照！”
原来她天未亮就约上亲友驱车前来，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林海时，
谢女士忍不住连连按动快门。说话
间，她的手机相册里已存满了云海翻
涌的画面，爽朗的笑声与快门声在山
间此起彼伏。

大关县靖安镇大坪子村党支部
书记程清龙介绍，杉木林凭借四季各
异的美景，常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游
玩。因近日天气晴好，相约到杉木林
观看日出、云海的游客众多。仅 6 月
12日清晨，就有超百辆汽车沿着蜿蜒
山路汇聚于此。不少游客更是在破
晓前就抵达观景地，静候天光乍破的
壮美瞬间。为了给游客提供更优质
的旅游体验，当地正加紧拓宽通往杉
木林观景地的公路，全力保障交通顺
畅，让游客出行更安全、游玩更尽兴。

靖安杉木林吸引八方游客来赏景

本报讯（通讯员 邱家鹿）千年文脉传薪火，非遗瑰
宝绽新颜。在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
6 月 13 日，鲁甸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县文旅
局走进梭山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宣传活
动，带领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
特魅力。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主办方不仅带来了融合歌曲、
舞蹈、小品、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文艺表演，为观众献上一
场视听盛宴，还穿插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常识和文明新风
尚宣讲，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学习法律知识与文
明常识。

此外，主办方还邀请梭山本地部分非遗文化传承人
到现场，向观众近距离展示精湛技艺，让非遗文化可触
可感。

鲁甸开展
非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严朝萍 杨华飞）为不耽误群众白天
上山劳作，每当夜幕降临，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的猪舍
间，便活跃着一群特殊的人。由村“两委”成员组成的育
肥猪保险服务队，踩着泥泞、手持终端设备，在昏暗潮湿
的圈舍里，争分夺秒地为全村的育肥猪办理保险，并录
入关键的“猪脸识别”信息。

这看似普通的信息采集工作，实则是落实国家强农
惠农政策、增强养殖业抗风险能力的关键一环。每头育
肥猪都必须现场独立完成面部识别录入，而这些浑身裹
满泥土、好动不安的育肥猪，常常让工作人员举着设备
半跪在地，反复尝试数十次，才能成功完成一头猪的信
息录入。

除了精准的生物识别，保险办理还需同步收集、核
对养殖户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及存栏量等大量基
础信息，任务繁重。遇到农户对政策有疑虑，队员们就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保障内容与投保好处，打
消农户顾虑。

自昭通市政策性农业育肥猪保险启动以来，庙坝镇
基层干部们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他们在艰苦环
境中的坚守，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默默付出，
成为促进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力量。截
至目前，庙坝镇已为脱贫户和“三类对象”的2226头育肥
猪、一般户的 269头育肥猪免费投保，惠及 279户养殖农
户。下一步，庙坝镇将持续推进投保工作，计划为全镇
3600户农户的 28000余头育肥猪完成投保，并深化成果
应用，确保数据精准、理赔高效，让惠农政策覆盖更广，
切实提升养殖户的获得感。

庙坝镇惠农政策
“甜”到养殖户心坎上

本报讯（通讯员 杨天凤）为筑牢留守儿童生命安
全防线，6 月 13 日，水富市云富街道社工站携手马脑
村，开展“留守儿童生命安全教育”亲子活动，共有 30
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亮点频出。趣味动画短片以生动画面开
启知识之门，随后专业人员讲解基础生命知识，并现场
示范止血包扎技巧，让孩子们在实操练习中掌握急救
要领；“溺水自救”“火灾逃生”情景剧通过角色扮演，让
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生气的海豚”亲子手工活动与饮
料瓶 DIY 组装，则以创意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增添活
动乐趣。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体验式教
育模式，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深刻领悟生命价值，熟
练掌握安全技能，有效提升安全意识，为平安乡村建设
注入温暖力量。未来，云富街道社工站将持续整合多方
资源，构建长效安全教育机制，联动村医、民警等志愿
者，常态化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云富街道开展“留守儿童
生命安全教育”亲子活动

“我喜欢图书，图书里有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
“它会逗你笑，惹你哭，也常常让你陷入沉思”……
前不久，面对媒体采访，孩子们说出了自己对童书
的看法。朴实的话语，折射出儿童对书籍的热爱、
对世界的好奇。

童书是孩子初识世界的一个窗口。当前，我国
每年出版新童书约2万种，在售童书近35万种，科普
百科、儿童文学、儿童绘本引领全品类百花齐放。
展现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传递传统文化中的美和
力量，童书通过一个个故事和人物形象润泽童心。
高品质的童书，不仅能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也
有利于他们优良品格的养成、知识视野的拓展、审
美格调的培育。

将更多优质童书送到小朋友身边，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创作者应坚持“一米视角看世界”，深入
把握儿童心理需求、认知能力和审美趣味，创作更
多儿童喜闻乐见的作品。学校和家庭要创新共育
机制，推广师生共读、亲子阅读，增强家校阅读氛
围。出版社、图书馆、书店等文化场所也应积极作
为，营造良好阅读环境。用匠心打造优质童书，以
爱心呵护儿童成长，一定会
有越来越多小朋友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在精神食
粮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创作童书尤需匠心
吕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