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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孝美 苏 燕 马
丽梅 马 娟 闵光景 实习记者 兰 波）
当南博会的聚光灯照亮全球经贸交流
的舞台，昭通房地产行业迎来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刻——首次以集体姿态
亮相这一国际盛会，向世界生动诠释

“住在昭通”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潜力。
置身南博会“住在云南”展区昭通

房地产展位，参展商精心设计的展板
与丰富翔实的资料，如同徐徐展开的
立体画卷，将昭通的山水灵秀之韵与
人居智慧生动展现。

“昭通是大自然偏爱的‘宝藏之
地’，这里的青山绿水不仅滋养出诗
意栖居之所，更孕育着智能生活的无
限可能。”昭通高速凤凰广场住宅项目
党支部书记站在智能人居科技模型
前，眼神中满是兴奋与期待，“我们希
望借助南博会这一国际化窗口，让更
多人真切感受昭通如何将得天独厚的
生态优势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

理想中的品质居所。”
昭通正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

是首次亮相南博会，该公司负责人在
展台前热情地向来往客商推介。“之前
我们深耕区域市场，这次通过图文、实
物等多元展示形式，向全球客商生动
呈现了昭通的发展潜力与房地产行业
的蓬勃态势。”该负责人难掩欣喜，因
为开展短短时间，已有多家省外企业
表达合作意向，南博会的“聚能效应”
远超预期。

展区内，一幅幅精美的图片成为
吸睛焦点：巍峨连绵的乌蒙山、碧波荡
漾的金沙江、古朴静谧的老街巷、车水
马龙的繁华商圈……

昭通的自然风光、城市盛景与人
文风情尽数呈现。络绎不绝的游客驻
足观赏，赞叹声此起彼伏：“原来昭通
这么美！既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
有现代都市的活力，一定要找机会去
看看！”这些定格的精彩瞬间，不仅彰

显了昭通的多元魅力，还在无数人心
中播下了向往的种子。

“昭通有年均 20℃的‘天然空调
’，搭配千年历史积淀的深厚文脉与闻
名遐迩的特色美食，让我们的文旅地
产市场持续火爆。”凤凰山国际文旅小
镇营销负责人底气十足地说，“南博会
让更多人看到‘避暑经济+品质住宅’
的黄金组合，未来可期！”

“昭通的房地产行业正驶入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只
为让每一位选择昭通的人，都能将向往
的生活过成日常。”昭通市房地产业和
建筑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言语间满是自
豪与信心。近年来，昭通房地产企业持
续发力，从项目前期规划设计的精雕细
琢，到施工建设质量的严苛把控，再到
后期物业管理的贴心服务，全流程精益
求精。不少高端楼盘引入高水准的物
业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涵盖生活、健
康、安全等全方位的品质保障。

展会现场，云南华智悦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凭借前沿的 VR 技术，打造
出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戴上设备，
便能“亲临”智慧社区，感受智能安防
系统的严密守护、24小时响应服务的
贴心周到。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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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通以“天赐凉机·昭您避暑”为主题，
在“旅居云南”馆“住在云南”展区精心
布局昭通展位（10号馆T20展位），组织
10家优质房企参展，向全球客商展示乌
蒙山腹地的清凉魅力与宜居价值。随
着越来越多的惊叹声与赞赏声在展区
内响起，一张由山水风光、科技创新、人
文底蕴交织而成的“宜居名片”，正从南
博会走向世界。这场意义非凡的首秀，
不仅是昭通房地产行业突破圈层的重
要一步，更奏响了昭通向全球展示“有
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云南样样好、在
昭通越来越好”的幸福乐章。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明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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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以来，大关
县展区前始终茶香氤氲，新泡的绿茶
澄澈透亮，吸引众多茶商驻足品鉴、洽
谈。在本次南博会上亮相的大关茶，
凭借独特品质和性价比赢得赞誉，不
仅让“大关茶”从滇东北深山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舞台，也让更多人通过一杯
清茶认识了大关。

“以前只知道云南滇红，没想到大
关绿茶如此惊艳！”来自内蒙古呼和浩

特的茶商高亦玮品着大关翠华茶，言语
中满是惊喜。作为浙江一家会展公司
的采购负责人，他专程为寻好茶而来，
首次接触大关茶便决定“先给父母试
饮，再长期采购”。展会现场，像高亦玮
这样被大关茶“圈粉”的客商不在少数。

在昆明经营茶业工作室的李先生
曾赴龙井茶核心产区调研，品过大关
绿茶后直呼性价比极高。“我是第一次

‘认识’大关茶，打算亲自跑一趟茶山，
了解制作工艺、种植标准。”他当场与
参展商约定到大关考察，计划将大关

茶纳入工作室的产品线。
拥有 16 年餐饮从业经验的昆明

商人李世学，今年正式跨界转型至茶
叶行业。怀揣着二次创业的激情，在
南博会寻觅两日后，最终锁定了大关
有机茶。“大关的有机茶好喝，价格亲
民，性价比高，我就想做这款茶的生
意。”李世学表示，准备先订购 500 公
斤试销。

“有贸易商直接表示‘有多少要多
少’，连超市也抛来了大额订单。”面对
纷至沓来的订单与合作意向，大关茶参

展商刘享芬难掩激动。据她透露，计划
将从事大关茶行业的几家企业联合起
来，抱团发展，把大关茶推向国外市场。

从客商初识的惊喜，到专业品鉴
后的肯定，再到订单飞跃，大关茶在南
博会的亮相，让深藏乌蒙山中的佳茗
一朝闻名。

一片茶叶激活一方水土，一场展
会让大关从“幕后”走向“台前”。当南
博会的聚光灯聚焦这杯来自乌蒙山的
清茶，大关县正以茶为媒，在云岭大地
书写乡村振兴新故事。

初夏，昭通市大关县靖安镇 2025
年以工代赈专项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在项目理事会的组织下，
以“村民自建”模式实施的道路提升
改造项目有序推进，从路基划线、沟
渠疏通、材料转运到路面施工，每个
环节都由项目理事会组织村民实施。

“以工代赈项目落在哪个村，哪
个村就受益。”项目理事会成员、靖安
镇小堡子村党总支书记马永军说。
去年实施的项目打通断头路、硬化村
组路，仅小堡子村就有30余人在家门
口务工增收。今年实施的项目已吸
引70余名村民踊跃报名参与，其中返
乡农民工30余人。

近年来，昭通市委、市政府坚持
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

要任务，在抓实产业、就业、资产盘活
促增收的同时，聚焦政府投资的重点
工程实施以工代赈、在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持续拓
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实现乡村建设
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

2025年，昭通市争取到位以工代
赈专项资金 2.58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22%左右；实施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40
个，预计带动就业0.93万人，发放劳务
报酬约 0.85亿元；计划实施以工代赈
推广项目 361 个，预计全年带动就业
10余万人，发放劳务报酬约 10亿元。
这些农村公路、产业配套、“两污”治
理、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项目建成投
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发展短板，为乡
村振兴蓄势赋能。

拓岗位增收入 坚守“赈”的初心
“去年参与村组路建设的务工收

入有8000多元，今年我又报名参加镇

村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大关
县靖安镇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因
照顾孩子读书无法外出的小堡子村
脱贫群众马永叔说。

同样享受到以工代赈政策红利
的还有小堡子村村民石家斌。他驾
驶自家的拖拉机在工地上转运材料，
运输材料的空档期又在工地上做杂
工。“去年在工地上挣了 1.5 万元，今
年的务工收入至少有 2 万元。”石家
斌说。

作为大关县 2025 年实施的 4 个
以工代赈专项项目之一，靖安镇道
路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
将以“村民自建”模式改扩建人行
步道 5.8 公里、新建产业沟渠 5.8 公
里。项目建设完工后，将带动返乡
农民工、低收入群众、安置区搬迁
群众等 268 人就近就业，预计发放
务工报酬 247 万元，占以工代赈项

目资金的 30.88%。
项目建设是载体，就业增收是目

标。昭通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昭通市坚持把促进群众就业增
收作为以工代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严格按照先有群众就业需求、
后有项目谋划实施的原则，将能够充
分发挥“赈”的作用的建设工程纳入
项目库，并加强项目滚动储备和前期
工作审查，从项目工作的源头上坚守
好“赈”的初心。

为实现劳务报酬最大化，昭通
市、县两级发展改革部门联动，指导
以工代赈项目业主单位细化务工岗
位、数量及务工时间、劳务报酬、岗前
技能培训等内容，最大限度让利于
民。2025年，全市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劳务报酬占比 30%以上，以工代赈推
广项目劳务报酬占比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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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强化就业导向实施以工代赈——

拓宽群众增收路 增添振兴新动能
◆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
月 24 日，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了“双减”
相关基础教育改革举措。

政策实施以来，“双减”对基础教
育阶段学生全面发展、自主学习产生
了积极影响，但部分缺乏时间管理能
力的学生出现沉迷游戏等现象。

很多家长反映，之前放学后都得
赶往各类培训班，如今空闲时间一下

子多了很多。由于家长缺乏引导，很
多孩子一到家就抱着手机不肯放。

一方面，家长认为孩子压力减
轻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忧虑孩子会
跟不上学习进度。此外，有些孩子
反映，每天放学后作业写完还早，却
不知道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可做。

“双减”背景下，学校需要培养
学生时间管理能力。例如，可在班
会课上传授简单的课外时间规划方
法，让学生掌握自我任务安排技
巧。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将课外时间

划分为完成作业、体育锻炼、兴趣爱
好、家务劳动等板块。

家长教育也至关重要。学校可
定期举办家长沙龙，指导家长在家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如设定全家共
读时间或让孩子承担力所能及的家
务。这既能培育孩子的责任感，又
能让家长参与孩子成长。

此外，让学生掌握简单的时间
规划工具是良好开端。可引导学生
自制课外时间安排表，张贴在房间
醒目处。内容无需复杂，只需将放

学后时间分成几部分，并注明每部
分的任务，让学生一目了然。

建立同伴互助机制也是有效办
法。可将住得近的学生组成学习小
组，让他们轮流在彼此家中做作业、
进行课外阅读。这既能解决家长监
督问题，又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
同伴关系。

“双减”背景下，学校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时间管理能力
陶晓琨

夏至时节，人们把握农时、辛勤耕作，期待收
获。图为水富市云富街道马脑村村民在管护即将成
熟的桃子。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夏至过后农事忙

昭通10家房地产参展商首秀南博会展示“住在昭通”魅力

南博会上大关茶火爆“出圈”

人民日报北京6月22日电 （记
者 吴 月）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根据教
育部“2025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
结合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

安排，2025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
6 月 22 日至 28 日在教育部“阳光高
考”信息平台举行。

活动期间，该平台将提供文字问

答和视频直播两种咨询方式，文字问
答咨询时间为 9点至 17点，鼓励高校
积极采用视频直播方式开展招生宣传
和咨询。考生、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

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
息平台微信公众号、“阳光高考”百度
小程序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了解
有关高校视频直播活动安排。此外，
2025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
优化升级，考生、家长可借助该系统提
前了解高校及专业的相关信息，增强
咨询针对性，提高咨询效率。

2025 年高考“云咨询周”举行

6 月，雨后的腾冲市国殇
墓园更显庄严肃穆，前来祭拜
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的游客脸上
写满崇敬，献上一枝鲜花，寄托
无尽哀思。

“滇西抗战，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腾冲市滇西抗
战纪念馆馆长马娟介绍，中国
远征军、美国盟军、爱国华侨和
滇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浴血
奋战，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
英雄主义的壮美篇章。

浴血奋战 反攻滇西
1942 年 5 月，日军侵犯滇

西边境，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
落入敌手，中国抗战后方唯一
的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被彻底截断。

1944 年 5 月，为了收复滇
西失土，打通西南国际运输大
动脉滇缅公路，使盟国的援华
物资顺利进入中国，最终取得
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远
征军发起了滇西大反攻。

中国远征军右翼军第20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
怒江，仰攻高黎贡山，血战南、北斋公房。接着，又在盟军
的配合下，围攻腾冲城，与敌人展开殊死巷战。经过 43
天的浴血奋战，于 1944年 9月 14日将日寇全部歼灭，全
面收复了抗战以来的第一座县城腾冲。

腾冲战场，共歼灭日军 6000余人，远征军官兵阵亡
9168名，盟军（美）官兵阵亡19名。

腾冲光复后，为了纪念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于
1944 年冬动工兴建国殇墓园，1945 年 7 月 7 日落成。
墓园占地面积 37884 平方米，园内遍布苍松翠柏，庄严
肃穆。

走进国殇墓园，那镌刻着10万多个远征军将士名字
的名录墙，震撼人心。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位热血青
年为了国家和民族，义无反顾投身抗战的英勇身影。

时隔 80 多年，位于龙陵县腊勐镇松山大垭口的阵
亡将士纪念碑周围，小叶榕树干上的累累弹痕仍然清
晰可见。

1944年 6月 4日至 9月 7日，为了打通史迪威公路，
恢复滇缅公路，中日两军在这座面积仅为18平方公里的
松山里，厮杀了3个月零3天。

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先后投入两个军3万余人的
兵力，采取仰面强攻的方式，以伤亡 7773 人（阵亡 4000
人）的代价，全歼日军1300余人，打通了滇西大反攻的前
进通道。

龙陵县松山教育培训中心助理讲师赵梓晔介绍，在
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运用“坑道爆破法”颠覆了日军
在松山子高地修筑的两个坚固主堡，撕开了主阵地的口
子，从而改变了敌我双方攻防态势，为攻克松山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下转第2版

◆云南日报记者 李建国 杨艳鹏 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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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被誉为“绿色黄金”的山葵进入了主茎采
收期。威信县各地山葵种植基地纷纷开启了“采摘
模式”。在扎西镇长地村纸房沟山葵种植基地，村民
展示采收的山葵主茎。

通讯员 白 芯 摄

威信千亩山葵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