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3 第10172期 邮发代号：63-41 昭通新闻网www.ztnews.net 值班编审：马燕 今日4版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乙巳年五月廿五

中共昭通市委主管主办

昭通日报社出版

ZHAOTONG RIBAO

昭通发布公众号 扫码投稿昭通发布客户端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6 月 1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后乘专机回到
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
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
机返回。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18日电（记
者 韩 墨 李 奥）当地时间 6 月 18 日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第二
届中国—中亚峰会返回北京。

离开阿斯塔纳时，哈萨克斯坦
总统托卡耶夫率总统办公厅主任
达 杰 拜 、副 总 理 兼 外 长 努 尔 特 列
乌、总统外事顾问卡济汉、阿斯塔
纳市长卡瑟姆别克等高级官员到
机场送行。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起飞后，哈萨
克斯坦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前往机场途中，中资企业和留学
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哈两国国
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
中亚峰会圆满成功。

圆满结束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本报讯（记者 游 考 孙贵波 杨
洋）6月 18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向
纵深发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满意度。

市委书记苏永忠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出席。
会 议 传 达 了 全 省 持 续 深 化 集

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审议
了昭通市深化集中整治工作清单
（送审稿）。

苏永忠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党的执政根基、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抓好集
中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
战，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
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

苏永忠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对
标对表、细化措施，补短强弱。要紧盯
教育、医保、殡葬、乡村振兴、农村集体

“三资”、“一老一小”和涉残等领域突

出问题，坚决查处一批“蝇贪蚁腐”，持
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推动集中整治
常态长效。要进一步压实“一把手”责
任，把各方力量统筹起来集中攻坚，着
力构建“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
总、部门协调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
责任体系，确保集中整治成效可感可
及、群众受益。

高梅、李军、陈海翔、梁凌云、毛玖
明、杨利民、孔维志参加。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向纵深发力

苏永忠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苏 燕）第 9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暨第 29 届中国昆明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于 6 月 19 日至 24 日
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6月 18 日，记者在昆明滇池国际
会展中心看到，昭通展区的布展工作
已全面完成，各展位“蓄势待发”，准
备全方位亮出独特的“昭通名片”。

本届南博会秉持“市场化、专业
化、国际化、品牌化”的先进办展理
念，共设置 16 个展馆，集中展示云南
在绿色能源、医疗康养、现代农业、
旅游等方面的特色产业，同时也有
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特色商品精彩
亮相。

昭通代表团的展区分布在制造
业、现代农业、医疗体育康养、旅居云
南、中药材产业和南博美食荟 6个展
馆，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昭通近年

来的发展成就。
走进中药材产业馆，一股淡淡

的药香扑鼻而来。天麻奶茶、天麻
浆等产品整齐排列。据了解，在南
博会期间，这里将举办“品昭通天
麻 畅享健康人生”新品发布会，届
时将发布 3 款全新的天麻产品。这
不仅是昭通天麻产业创新发展的体
现，更是昭通中药材产业向外界展
示实力的重要契机。天麻作为昭通
的特色中药材，以其优良的品质和
独特的药用价值闻名遐迩。通过此
次发布会，昭通天麻有望进一步打
开国内外市场，提升其在中药材领
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旅居云南馆，参展企业工作人
员正忙碌布展。昭通特色文创产品、
非遗产品已全部就位，它们犹如一颗
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这些文创和非遗产品承载着昭通的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是昭通文化底
蕴的生动体现。

彝良小草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谢勋高兴地说：“我们带来
了小草坝天麻酥、野生天麻、灵芝面
条，以及彝良纯手工刺绣和竹编工艺
品。希望通过南博会平台，把产品推
向世界各地，让更多人了解小草坝，
了解彝良，了解昭通。”

为了切实做好第 9 届南博会昭
通展馆的筹备工作，昭通市高度重
视，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
领导小组的精心组织和协调下，多
家企业踊跃参展。昭通特色美食

“昭通小肉串”等将亮相“南博美食
荟”。“昭通小肉串”以其独特的腌制
方法和烤制工艺，肉质鲜嫩，香气四
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此次亮

相南博会，不仅是一场美食的盛宴，
也是一次集中宣传推介昭通饮食文
化的契机，有助于提升昭通的城市
形象和知名度。

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从 1 月
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南博会的各
项准备工作。与去年相比，今年有两
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参展的企业由去
年的 40 余家增加到今年的 62 家，充
分体现了昭通企业对南博会的重视
和参与热情；二是参展的产品种类丰
富，达到了 270 余种。希望通过南博
会这个优质的平台，让昭通的更多产
品能够走出云南、走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同时，吸引更多的客商和企业到
昭通投资兴业，推动昭通经济高质量
发展。”

（记者 聂孝美 马娟 马丽梅 闵光
景 实习记者 兰波参与采写）

昭通积极组团参加第 9 届南博会

走进如今的巧家县马树镇小米地
村马铃薯种薯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望无际的薯田
内，一株株马铃薯苗绿意盎然、蓬勃生
长；灰白的硬化机耕道纵横交错，连通
着每一块良田；大小不一的水池水塔
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村落与田野间，为
农田灌溉提供充足水源。

曾几何时，小米地村土地贫瘠、灌
溉困难、交通闭塞，村民们虽辛勤耕
作，却始终难圆丰收之梦。然而，随着
巧家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起，巧家县以粮食安全为
核心，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累计
投资 4.0055亿元，在 10个乡镇（街道）
50 个村建成 24.58 万亩高标准农田，
小米地村正是其中的典型样本。

完善的基础设施让小米地村的农
业生产效率得到了质的提升。以马铃
薯种植为例，过去由于土地条件差、灌
溉不便，马铃薯产量一直不高。如今，

在高标准农田里，良种良法得以更好
地推广应用。巧家县依托省、市农业
科学院，从世界马铃薯发源地秘鲁引
进33个“最好吃洋芋”新品种，并从国
内引进 22 个新品种在马树镇小米地
马铃薯高标准示范基地进行试种，试
种成功后逐步推广。同时，推广“脱毒
良种+双行垄作+科学施肥+农机作
业+病虫防控”的“五统一”标准化技
术，让马铃薯产量大幅提高。

2023年，巧家县马铃薯高标准示范
基地马树片区示范基地测产，小米地村
测产点实测面积59.34平方米，折算亩
产为4942.39公斤。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的坚实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效益远不
止产量提升，更为农村就业与增收注
入强劲动力。项目建设期间，土地平
整、水利设施修建等工程吸纳大量本
地劳动力，创造了众多短期就业岗
位。而随着农田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马树镇小米地村迎来发展新机遇，成
功引进两家农业公司入驻，规模化种
植马铃薯。

村民们不仅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
稳定收益，还能在基地务工，实现“家
门口”就业。“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改
良了土壤，路好了，水也方便了，引进
公司种植马铃薯，农户每年获得稳定
的土地流转收入，还能到公司务工，每
天能挣 120 元左右的工资，每户农户
每年可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村民能
增收致富，小米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袁兴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小米地的变化，只是巧家县通过
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6年来，巧家县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平整土地 4568.33亩，让原本高低
不平、零散破碎的土地变得规整有序；
通过增施有机肥和种植绿肥等措施，
改良土地 190019亩，土壤肥力大幅提
升；新建 440 座蓄水池及相应配套管
道，修复39座蓄水池、10座泵站和88.4
千米的灌溉渠，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
农民的灌溉难题；332.24千米的田间道
路纵横交错，将各个田块紧密相连，实
现了“田成方、路成网”，大幅节省了生

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这些工程的实
施，实现了“地平整、旱能灌、涝能排、
路相通”的目标，彻底改变了过去山区
耕地零散、灌溉困难的局面，为机械化
作业和规模化种植打下基础。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以修建机耕
道和灌溉水池、沟渠等基础设施为主，
同时通过增施有机肥和种植绿肥等农
艺措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耕地质量
等级，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群众
收入。”巧家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道。

巧家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土地为
根基，以科技为翅膀，让农田成为乡村
振兴的“动力源”。当机耕道取代泥
泞小路，沟渠管网取代肩挑背扛，巧家
这片土地正孕育着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新希望。2025年，巧家还将推
进 1.8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更多

“低产田”变身“致富田”。

巧家：高标准农田建设托起农业发展新希望
◆通讯员 谭昌国 文廷菊 黄开瑜

本报讯（通讯员 罗 伟 龚 睿 林
绍博）近日，昭通市首家无人机实训
基地——镇雄翊运无人机实训基地
正式运营，标志着镇雄县在拥抱低空
经济新业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关键的一步。

镇雄翊运无人机实训基地将无
人机培训与低空场景应用相结合，投
入运营后，将为镇雄的低空人才培
训、低空应急救援、消防、河道巡查、
水库巡查以及低空文旅等低空经济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依托培训基地，

后期将增加行业应用的培训，聚焦低
空经济场景应用，这将推动低空领域
新职业技能的提升。”镇雄翊运无人
机实训基地负责人张国禄说。接下
来，该基地还将着力打造国家级飞行
营地。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镇雄
翊运无人机实训基地落户镇雄，在填
补当地低空经济空白的同时，也提供
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免费技能培训，让

“空中服务”真正惠及万家。

我市首家无人机实训基地落户镇雄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王 丹）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认真对标对
表查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差距。截至4月底，全省16个州（市）、173家省
级单位、129个县（市、区）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全面建立
查摆问题清单。

聚焦两个清单查摆问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对照2个问题清单，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和差
距不足。省委常委班子及成员带头边学习边检视，对照
2个问题清单一条一条梳理，查找领导班子问题17个、班
子成员问题 89个。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班子及成员认真对照 2个问题清单“过筛子”，查摆班子
存在问题26个。全省16个州（市）、173家省级单位党委
（党组）共查摆问题1748个。

聚焦巡视反馈查摆问题。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对 2021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巡视和审计发现的“四风”方面问题、涉及干
部作风方面的信访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各地各单位充
分运用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监督、信访反映等途
径，梳理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
的问题，结合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梳理反馈的问题，
按图索骥，查找存在问题。同时，省委把做好中央巡视
边巡边改作为查摆问题的规定动作，对中央巡视组反馈
的问题第一时间主动认领，纳入查摆问题范围立行立
改、即知即改，针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饮酒”问
题，召开全省集中纠治违规饮酒问题动员部署会，开展
警示教育，通报典型案例，推动以案促学、以案促改。

聚焦群众反映查摆问题。各地各单位通过实地调研、
走访座谈、民生热线、网络平台等，广泛征求服务对象、基
层群众对作风建设的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班子依托“云南
评议”，“12345”便民服务热线，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书
记、省长电子信访信箱等渠道，全面收集梳理群众对作风
建设方面意见建议128条，省委常委同志结合工作调研、
接访接诉、干部谈话等，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取意见
建议46条。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班子对近年来调
研、视察、考察、协商等工作中收集掌握的“四风”问题进行
梳理分析，通过座谈交流等听取部分代表、委员和界别群
众的意见建议，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基础。

我省对标对表
抓好查摆问题工作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狄家玉 宋春燕）近日，水富市
云富街道新寿村迎来了黄桃大丰收。沉甸甸的黄桃
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

据黄桃基地负责人陈忠泽介绍，该基地占地 60
余亩，今年预计总产量 13 万斤，较去年增产近
30%。第二批晚熟黄桃将于 7 月中下旬采摘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地的黄桃于 2023年 5月被认定
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并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绿
色食品证书。“今年黄桃的产值和产量都不错，种植
全程按绿色食品标准管理，预计产值可达 60 余万
元。”陈忠泽说。

黄桃的丰收不仅为农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采摘期间，每天
都有20余名村民在果园务工，他们负责采摘、分拣、
包装等工作，每人每天可获得 110元收入。村民们
表示，在家门口务工既能赚钱，又不耽误照顾家庭，
真的是太好了。

本报讯（通讯员 黄成元 王濒悦）6月的盐津县
兴隆乡仁富社区，惠风和畅。乡亲们喜悦的目光聚
焦于一双双接过崭新钞票、布满辛劳的手掌——这
是4个月前云南君浩商贸有限公司与仁富社区股份
经济合作联社签订乌骨鸡产业“利益双绑定”协议
后，结出的第一茬“甜蜜果实”。

故事始于今年2月。仁富社区的会议桌上，一份
特别的“利益双绑定”合作协议承载着共同期盼。这
份创新约定将企业、村集体和农户三方紧密联结，结
成“抱团”发展共同体：企业承诺“保底价收购”，做坚
实后盾；村集体担任“养殖管家”，提供精细服务；农户
则专注当好“标准化饲养员”。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深度绑定，首次让单打独斗的乡亲们吃下“定心
丸”，产业致富路在抱团协作中清晰铺展。

4个月的精心守护后，2500只生态散养的盐津乌
骨鸡如约完成保底价回收。“公司全程指导，回收价比
市场还高！”养殖户方老伯满面笑容地说，“我家 741
只鸡纯赚 1.9 万元！抱团就是力量，这生意做得安
心！”从企业的契约保障，到集体的服务支撑，最终化
为农户手中的真金白银，这条三方“抱团”共闯市场的
路径，在兴隆乡稳稳迈出成功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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