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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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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位于吉林省通化市的
杨靖宇干部学院里，一场特殊的党课
正在进行。讲台之上，是抗日铁血将
军杨靖宇之孙马继志。讲到动情处，
他拿出一块斑驳的桦树皮，声音变得
颤抖：“这是我父母从爷爷的牺牲地
带回来的。弹尽粮绝时，爷爷靠吃这
种树皮充饥……”现场听众无不为之
动容。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出
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抗
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
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2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次年，因革命需要，他离
开家乡，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
子。这一别，竟成永诀。

杨靖宇先后 5 次被捕入狱，屡遭
酷刑，坚贞不屈。投身抗日斗争前，
他刚从监狱被营救出来，还没来得及
疗伤就申请立即投入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
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
委代理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
日斗争。1932 年秋，他被派往南满，
也就是吉林省磐石、海龙（今梅河

口）、柳河一带，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
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4 年
整合 17 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
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任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36 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
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在敌我力量悬殊、战争旷日持
久、斗争环境艰苦的情况下，杨靖宇
率领东北抗联建立众多密营，制定灵
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山地游击
战，逐渐成为一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
抗日武装力量。

杨靖宇始终坚持植根于民为人
民，他指挥和布置战斗有一条重要原
则就是“对群众有伤害的战斗不打”。
每次歼灭了敌人，缴获了物资，他都会
分给当地百姓一部分。杨靖宇将部队
与百姓形容为灯芯与灯油，东北抗联

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东北抗联曾长时间与党中央失

去联系，忠诚之心却从未动摇。他遵
循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始终把部队
党组织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连遭打击的日伪军加紧对东北
抗联的围攻。1940年初，杨靖宇和部
队陷入重围，他深知敌人最主要的目
标就是他自己，一次次命令同志们分
兵突围。杨靖宇说：“同志们，为了革
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
向敌人屈服！”

据档案披露，1939年10月下旬到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牺牲前的
100多天里，他作战多达47次。

1940年 2月 23日，在吉林省濛江
县附近，杨靖宇已饥寒交迫地与敌人
周旋了五个昼夜。面对敌人的劝降
声，杨靖宇以愤怒的子弹回应，最终
壮烈殉国，年仅35岁。敌人残忍地将
杨靖宇断头剖腹，却见其胃里一粒粮

食也没有，只有未能消化的草根、树
皮和棉絮。铮铮铁骨让敌人也为之
惊叹。

后来，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靖
宇大街、靖宇小学、靖宇广场……“靖
宇”印记深深镌刻在黑土地上。

距离杨靖宇烈士陵园不远，杨靖
宇干部学院于2021年正式启用，面向
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学员开展党性
教育，至今已培训近30万人次。“每一
堂课都承载着东北抗联精神的力量，
激励大家在岗位上勇挑重担、敢于担
当，真正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
的动力。”杨靖宇干部学院培训部主
任国莉莉说。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提醒我
们牢记‘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
家风。”年过花甲的马继志小心地收
起桦树皮。从火车司机岗位退休后，
他从河南迁居吉林，受聘为杨靖宇干
部学院客座教授，已无数次讲述爷爷
的故事。他深知，杨靖宇和抗联战友
们用生命践行初心和使命，铸就了永
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将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砥砺前行。

铁血将军杨靖宇：铮铮铁骨铸忠魂
新华社记者 邵美琦

本报讯（通讯员 甘保翠）近日，
昭阳区组织25名离退休干部开展“学
回信精神 助改革发展”主题活动，为
新时代改革发展凝聚“银发智慧”、贡
献“银发力量”。

走进昭通市八仙营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老干部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观看珍贵历史影像、革命文物场景复

原展陈，聆听讲解员深情讲述革命先
辈浴血奋斗的感人事迹，重温红色记
忆、追寻初心足迹。

参观结束后，老干部们集体原文学
习了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
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全体同志的
回信内容。随后，离退休干部代表以

“家规家训、家风家教”为切入点，以“理

论+案例”模式，为现场党员干部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党性教育课，既深化了党
员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理解，又
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文化滋养。

在深入学习后，老干部们结合昭
阳区实际，就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
镇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民族团
结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结合

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踊跃发言，纷纷
表示，将充分发挥优势，聚焦昭阳区改
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积极
建言献策，努力做到“离岗不离党 退休
不褪色”。当好改革发展的“智囊团”、
政策宣传的“传声筒”、凝聚共识的“连
心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昭阳
新篇章贡献“桑榆力量”。

凝聚“银发智慧”

昭阳区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主题活动

一部《长安的荔枝》，让“一骑红
尘妃子笑”的典故再度翻红；一则荔
枝科普视频，则意外掀起了一场农
业知识的传播热潮。这场由文化IP
引爆的现象级传播，其意义不仅在
于文化热点的成功捕捉，更揭示了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普的创新之
道——如何让专业的农技知识，借
助文化载体实现破圈传播。

文化IP可以成为农业科普的破壁
利器。长久以来，农业技术传播面临的
核心困境并非内容匮乏，而在于表达方
式的局限。传统农技资料的专业术语
堆砌、田间指导的单向输出，无形中筑
起了知识传播的壁垒，将普通受众拒之
墙外。此次央视等媒体以《长安的荔
枝》为引，巧妙构建了一场跨越千年的
对话，将小说中“三日香变、五日味改”

的保鲜难题，与现代冷链物流、气调贮
藏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借文传技
的智慧，为农业知识架设起文化传送
带，让受众在文学享受中自然吸收农业
科普的专业内容，实现了从曲高和寡到
雅俗共赏的转变，成功打破了农业科普
传播的壁垒。

农业科普需要提升讲故事的能
力。农业科普的难点从来不在知识
本身，而在于如何触达受众。这场传
播实践的深层价值，在于完成了农业
科普语态的创造性转化。镜头可以
从华清宫的荔枝鲜果，切换到广西果
园里的无人机授粉；解说词可以从长
安城快马加鞭，引申到高铁冷链如何
让荔枝朝发夕至。这种历史典故与
现代科技的古今对话叙事策略，不仅
消解了技术讲解的枯燥感，更构建了

一个跨越古今的农业发展故事。当
观众为唐代荔枝运输的艰辛感慨时，
已潜移默化地建立起对现代农业科
技的认知与认同。

但文化流量的昙花一现，终究
难解农业传播的长期饥渴。荔枝过
后，能否让公众持续关注柑橘的溃
疡病防治、小麦的赤霉病预警等问
题？关键在于构建“热点+长效”的
传播生态。既可沿《齐民要术》《天
工开物》等典籍深挖农产品文化IP，
打造二十四节气农技课等系列内
容，更需将流量导向田间地头——
比如在科普视频中嵌入扫码溯源、
电商助农入口，实现从文化共鸣到
消费助农的价值闭环。唯有将短期
热度转化为长期价值，文化 IP 才能
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助推器。

这场“荔枝现象”的深层启示在
于，它展现了一种知识传播的范式
创新。当农技科普摆脱说教姿态，
学会用文化语言讲述专业故事，那
些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田间地头
的实践经验，才能真正“破圈”传
播。而要让“妃子笑”转化为“农民
笑”，更需要建立文化传播与产业发
展的联动机制——通过品牌赋能、
渠道建设等措施，将传播势能转化
为经济效益。乡村振兴既需要科技
创新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传播
的软实力，唯有二者协同发力，方能
奏响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强音。

用活文化 IP 做好农业科普
张仲李

本报讯（记者 苏 燕 杨金飞 马丽
梅/文 实习记者 兰 波/图）在第 9 届
南博会上，“旅居云南馆”内的昭通展
区别具一格，没有传统景区、景点的展
示，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小
村庄、小院落，以及香气四溢的昭通美
食，生动诠释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

来自“中国乌天麻之乡”彝良县小
草坝的炸天麻、天麻酥、天麻鲜花饼等
天麻加工产品，成为展区内的人气担
当，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尝、拍照。
在展区现场，陕西游客吴先生品尝天
麻酥时赞不绝口，当被问及是否了解
昭通天麻时，他表示：“每年天麻上市
后，自己都会购买。”

正所谓“世界天麻看云南，云南
天麻看昭通”。彝良县一家天麻企业
每届南博会都积极参与，今年将展台
设在“旅居云南馆”，是因为该企业依
托当地中药材产业基础，拓展了康养
休闲新业态。该企业负责人介绍：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天麻延伸产品，
并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小草坝夏天
平均温度在 23℃左右，非常适合避
暑。现在来康养旅居的大多是重庆、
四川的游客。”

走进昭通展区，游客不仅能品尝
到美味的天麻、苹果系列产品，还能欣
赏到竹编、蜡染、刺绣、马树红毡等精
美的非遗文创产品。其中，漂亮的山
间小院格外引人注目，院子里挂着竹

编灯笼，游客还能坐在竹藤椅上悠闲
地喝茶。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交
流科工作人员韩家莲说：“此次南博
会，我们以‘避暑栖居地·印象新昭通’
为主题，采用仿生态双层民居建筑设
计，复刻了昭通山间院落的闲适美好，
直观呈现昭通的清凉闲适与康养旅居
魅力。同时，我们串联了昭通当地特
色文旅资源，如体验大关筇竹编制技
艺，品尝天麻、苹果和小碗红糖，观赏
蜡染、刺绣等非遗文创产品，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在昭通的旅居生活。”

本次南博会，昭通组织了 12家重
点涉旅企业、6家景区和2家旅居示范
点参展，向国内外客商全方位展示“避
暑+康养+旅居”的全链条体验，涵盖
从短期避暑游到长期康养旅居、从自
然景观到特色民俗等内容，昭通更向
南亚东南亚客商发出“清凉邀约”，通
过场景化展示，将“看得见的安逸”转
化为产业合作的强大动能，全力打造

“安逸昭通旅居康养目的地”。

“旅居云南馆”昭通展区展现“看得见的安逸”

本报讯（记者 马 娟 闵光景 苏
燕）6 月 20 日，南博会现代农业馆
12B12展位前人头攒动。昭通永曦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曦农
业”）总经理马睿面对直播镜头，从容
敲开一枚生鸡蛋倒入杯中：“朋友们
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可生食鸡蛋。”他
随即一饮而尽，向网友发起“生吃挑
战”，引发全场惊叹。

展台上，永曦农业的“明星产

品”——有机认证“可生食”鸡蛋陈列
整齐。包装设计极具辨识度，除清晰
标注鸡蛋种类外，还贴心附上煎、炸、
炖、煮等烹饪建议。现场烹煮的白水
鸡蛋蛋白晶莹如玉、蛋黄绵密醇厚，
工作人员轻轻剥开蛋壳，蛋清剔透、
蛋黄金黄的层次感尽显。

“口感滑润，毫无腥味。”消费者
高如莲尝试生食鸡蛋后惊喜地说。
高品质的产品力，尤其是“可生食”标

签，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更有游
客大胆“尝鲜”，挑战生食体验。

成立于 2022年的永曦农业，以发
展有机农业为使命，构建了完整的

“种养循环”可持续发展闭环。从生
态种植、非笼养健康养殖，到蛋品精
细加工，再到有机肥生产反哺土地修
复，企业构建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可追
溯品质保障体系。作为南博会的“回
头客”，此次参展不仅是产品自信的

展示，也是企业硬实力的综合体现。
一枚敢于直面“生吃挑战”的鸡

蛋，背后是现代健康农业理念的生
动实践。永曦农业在南博会的聚光
灯下，以一枚鸡蛋为媒介，向市场传
递了“品质为基、生态优先”的发展
新声。其构建的绿色生产闭环，为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也赋予
这枚鸡蛋撬动健康消费大市场的坚
实底气。

昭通有机认证鸡蛋强势“圈粉”

本报讯（记者 莫 娟 高旭东）6月21日，2025年“同心
民建——爱心义诊昭通行”活动在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
院举行。此次活动由民建云南省委牵头，民建昆明医科
大学委员会、民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支部、省政协医
卫界别、民建界别政协委员昆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
室、云南同行公益基金会共同承办，是落实中共云南省
委、省政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求的生动实践。

义诊过程中，专家们凭借高度的专业素养与十足的
耐心，认真询问患者病情，细致研读检查报告，并结合个
体情况提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和治疗方案。此次义诊
汇聚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第二、第三附属医院以及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16名全省顶尖专家，专业领域覆盖
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心内科等多个学科。专家们的
到来，让昭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诊疗服务，
切实解决了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

此次义诊内容丰富，不仅为群众提供诊疗服务，还
举办专业讲座、进行教学查房等。

义诊活动不仅惠及群众，也为当地医疗水平提升注
入动力。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程静表
示，昆明医科大学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式”人才培养方式，
开展技术指导、病例研讨等活动，让当地医护人员获得持
续成长的机会，为提升昭通医疗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此次“同心民建—爱心义诊昭通行”活动，是
省、市医疗协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深化省、市医疗协作
树立了典范。下一步，民建云南省委将进一步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为昭通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民建云南省委举办
“爱心义诊昭通行”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泽先 周世千）为提升纪检监察干
部应急救护能力，近日，水富市纪委监委邀请水富市红
十字会开展专题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实操演练+互动
答疑”模式，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技能。

理论培训现场，红十字会讲师用生动的语言娓娓
道来，将专业急救知识融入案例讲解，引得学员们纷纷
掏出手机记录重点。在实操训练中，参训人员分批轮
番练习，红十字会助教们穿梭于各小组之间，不时俯身
纠正动作。AED 使用培训环节引发了热烈讨论，学员
们围着设备你一言我一语展开讨论。这种互动性极强
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关
键技能。

经过数小时的系统培训与考核，所有参训人员均顺
利通过了测试。

水富组织纪检监察干部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申丽琴 姜 颖）6月 19日，威信县扎
西镇利用赶集日人流量大的特点，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各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不同安全主题展开

宣讲。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讲解食品安全知识，指导群
众识别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避免购买“三无”产品；应
急办工作人员通过案例分析，普及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安
全知识，强调保持通风、定期检查取暖设备的重要性；交
管站工作人员示范正确佩戴头盔的方法，宣传交通法规，
倡导文明出行；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通过图片展示，介绍
地质灾害类型、预警信号及避险措施。一句句贴心的叮
嘱、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在宣讲的同时，工作人员还积极向过往群众发放宣
传册。这些宣传册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涵盖食品安全、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道路交通安全、地灾避险等多方面的
安全知识。不少群众拿到宣传册后，便迫不及待地翻看、
互相交流讨论。

此次“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200余
份。活动不仅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学到实用的安全知
识，还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
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扎西镇

赶集日里送安全

为丰富乡村文化资源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
质文化服务，近日，永善县图书馆充分发挥文化传播职
能作用，组织流动图书车先后深入莲峰、茂林等乡镇，开
展“书香润乡村”文化惠民活动。活动现场，村民们围坐
书桌旁，或专注阅读心仪书籍，或热情交流读书心得，在
浓浓书香中感受阅读乐趣。 通讯员 黄 桦 张安玲 摄

流动图书进乡村
知识送到家门口

《威信县红色扎西创业

扶贫产业园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众参与公告

一、概况

1. 建设地点：威信县扎西

镇墨黑村；

2. 建设规模：污水处理站

总用地面积 2784平方米，建筑

面积 542.55 平方米，近期规模

每天 500 立方米，远期规模每

天1000立方米。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区周边居民、企事业

单位、其他组织以及对本项目

关心的公众。

三、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方式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 意 见 稿）链 接 ：https://pan.

baidu.com/s/11iX- 62Ip⁃

WQcRWCFIXb- KNg?pwd=

hzum；提取码:hzum。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信息公示后，公众对该项

目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

子邮件、电话、信函等方式反

馈。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Wp ⁃

PRQy4iTBq8M6PGvNJLNQ；

提取码: x7yp。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本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威信县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威信县扎西镇附 2

路8号

联 系 方 式 ：鲍 主 任

18908707785

环评单位：恒特技术咨询

（云南）有限公司

联 系 方 式 ： 陈 工

15198560732

邮箱：810278634@qq.com

威信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23日

登报作废

昭阳区洒渔镇农业农村和

集体经济发展中心不慎遗失在

云南昭通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洒渔支行办理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0001079002； 账 号 ：

7300021074369012；编 号 ：

7310- 01734467 。 特 登 报

作 废。

登报作废

昭通卓远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在昭通昭阳富

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

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7340001141301，账 号 ：

660021010000099650，编 号 ：

7310-00312151；公章 1 枚，字

样：昭通卓远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 公 司

91530600MA6K511Y0C；财 务

专用章 1枚，字样：昭通卓远建

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私章 1 枚，字样：戴浪。特

登报作废。

大家谈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