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谭昌国

走进巧家县大寨镇海口社区猫
猫箐，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已不再是

“高大难采”的老模样。一人多高的
花椒树枝条低垂，沉甸甸的青花椒
压弯了枝头，浓郁的麻香扑鼻而
来。“剪掉新芽，花椒成熟后才更饱
满！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个好收
成！”正在修剪新芽的村民张登国乐
呵呵地说。与此前相比，这里的花
椒树变矮了，但乡亲们的钱袋子却
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

“火种”点燃“变形记”
这场让花椒树“矮”下来的“变

形记”，源于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花椒矮化密植管护。点燃这把“火”
的，正是张登国。2017年，他顶着质
疑声，在重庆学成花椒矮化技术后
返乡，在自家的 1 亩椒园里搞起了
试验田。他不怕辛苦，多次往返重

庆等地，学习品种筛选、病虫害防
治、修剪、烘烤等技术。功夫不负有
心人，他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试验田
也扩大到 30 多亩，近几年种植花椒
的收入均超过 20万元。

“矮”的秘密，富的底气
“这个法子的关键是‘管’！”张

登国指着低矮却硕果累累的花椒树
介绍道，“通过截干压枝、疏剪通风、
水肥一体化管理及病虫害绿色防
控，逐步把‘大树’矮化成不到 2 米
高的丰产树。”花椒树矮化带来的好
处实实在在、清晰可见：在产量上，
由于光照面变得更广，结果枝的数
量明显增多，坐果率能提高 4倍，亩
产干椒轻松突破 300 斤，相较于传
统种植方法，产量翻了一番；在采摘
方面，工人站在椒园里伸手就能碰
到树顶，一人一天能采收 50 株，带
枝采收后直接送进烘烤房，效率大
幅提高，成本却降了一半多；在品质
和价格上，矮化树结出的花椒颗粒
饱满、麻味醇正，每斤售价比传统

“大树”花椒高出 7到 8元，亩产值稳
定超过 8000元。

“领头羊”带富众乡亲
“一家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

才是真正的富。”张登国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

矮化花椒取得成功后，张登国
毫无保留地当起了“土专家”“田秀
才”，免费为其他村民传授技术。在
他的带动和指导下，本村村民纷纷
改良种植方法，建起了700亩花椒示
范基地。2023年以来，巧家县两次在
他的基地里召开全县花椒提质增效
现场会，吸引了众多周边种植户前来
取经。采用了张登国“换枝修剪”等
新技术的农户，采椒成本降低了50%，
产量提高了50%以上，首批跟进的农
户中有的收入甚至翻了3倍！
合作社聚力，小花椒转动大产业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2020 年，在党组织的引领下，
巧家县国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
式成立，张登国成为核心社员。此
后，合作社凝聚力量、全力发展，在
统一技术培训方面，已在猫猫箐基
地累计培训本地农户超过 500 人
次；在统一规范管理上，积极推广矮

化密植、全树换枝、病虫害绿色防
控、施用有机肥等技术；在构建完整
产业链工作中，成功探索出“种植+
收购+加工+销售”模式，2024 年合
作社的鲜花椒和干花椒双双通过绿
色食品认证；同时，合作社还致力于
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在
花椒采摘季提供大量岗位，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如今，猫猫箐 700亩核心示范基
地成了真正的“绿色聚宝盆”，丰产
期平均亩产干椒150公斤，年产值可
达600多万元。目前，整个海口社区
花椒种植面积已达 2500 亩，2024 年
完成提质增效 1000 亩，花椒树已成
为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摇钱
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从“攀树采椒”到“站着丰收”，
大寨镇猫猫箐用一套接地气的矮化
管理技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花椒
的产量，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当科技在乡土扎根，当“绿色”成为
金字招牌，这小小的青花椒，便成了
山乡产业振兴路上最“麻”香四溢的
幸福密码。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去
年以来，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昭通
市小组按照沪滇两地党委政府关于
东西部协作有关要求，携手对口帮扶
昭通的上海闵行区、松江区、普陀区，
秉持“昭通所需、上海所能”原则，推
进项目建设，深化产业协作，推动劳
务协作，实施消费帮扶，强化组团帮
扶，推动沪滇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抓实项目推进是深化沪滇协作
的基础。两地聚焦昭通发展所需、
上海突出优势，共同谋划和推进资
金项目。2024 年到位上海市级财政

援助资金 5.64 亿元，实施 47 个帮扶
项目已全部完工，产业类项目建立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教育卫生项目
已由学校和医院管理使用。突出昭
通教育医疗短板、职业培训、和美乡村
建设等迫切需求，指导各县（区）结合
县情实际，完成2025年项目遴选并启
动建设。

立足昭通资源禀赋，两地持续深
化产业协作，聚焦延链、强链、补链，
推动特色产业集聚与能级提升。围
绕昭通高原特色农业、绿色硅铝等千
亿级产业，推动上海友升云南项目、
百年传奇等项目落地投产，促成上海
华峰铝业等头部企业到昭通并签署
协议。引导在昭东部企业享受上海
财政补贴，设立昭通市上海商会。推
进沪滇“16+16”园区共建，用好轻资
产管理平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深

挖招商引资潜力，推动东部产业梯度
转移。

为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两地以
劳务协作为抓手，持续巩固扩大东
部重点企业目录，强化就业岗位有
效供给，推动校企合作提质增量。
同时，加强“昭通小肉串烧烤工”“镇
雄五金工”“盐津大厨”等劳务品牌
打造宣传，投资东西部协作资金 430
万元推动打造昭通市产创培融合
园，组织本地人才赴上海开展产业
培训并对接东部专业运营机构到昭
通开展协作。

在抓实消费帮扶方面，两地精
准对接上海等东部地区消费市场需
求，通过在昭共建种养殖基地、生产
加工基地、直采基地和品牌培育等
方 式 ，扩 大 昭 通 农 特 产 品 产 销 对
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

的方式，促成上海重点电商走进云
南首站活动在昭通举行，组织昭通
优质企业到东部地区参加展销会，
巩固和拓展与各类上海消费平台的
合作，让更多乌蒙珍品走出大山、走
向全国。

此外，昭通市 8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区）接受“组团式”帮
扶，54 名上海教育人才在 13 所学校
帮扶，42 名上海医疗人才帮扶 10 家
县级人民医院。一年来，“组团式”
帮扶团队进一步促进两地教育、医
疗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强化受帮扶
学校教学质量提高，办学环境改善，
教师素质提升；促进受帮扶医院诊
疗能力增强，医院管理规范，人才培
养持续突破，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人才队伍，助力提升昭通教育医疗
事业发展水平。

昭通：沪滇协作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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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镇：花椒树“矮”了 村民腰包“鼓”了

◆通讯员 罗 洪 文/图

眼下，绥江县的早熟“半边红”李陆
续上市。为了抵消前期持续高温带来
的减产损失，当地果农利用山地轨道运
输降低采摘成本，采用“直播带货+精品
礼盒”的销售模式提升产值，实现了减
产不减收。

6月25日，走进绥江县南岸镇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600亩早熟“半边红”
李缀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果农们穿
梭在果园中，忙着采摘果实。

“今年由于前期持续高温，我们的
产量不太理想，但今年的品质相当不
错。”果园管护负责人杨华表示，高温天
气让果实的平均含糖量比去年提高了4
个百分点，口感和果面都优于去年，坏
果率也比去年大幅降低。

运输是山地农业的一大难题。近
年来，果园里安装了山地轨道运输系
统，果农将鲜果装筐上车，很快就能运
到产业公路上，既轻松高效，又节省了
劳动力。

“可以节约一半的人工成本，减少
采摘的劳务支出近10万元。”杨华表
示，山地轨道运输大幅提高了工作效
率，缩短了采摘期，以前要30多天才能
采完，现在15天左右就能采完。

品尝鲜果贵在早，早熟“半边红”李
以其脆爽清甜的独特口感深受消费者

青睐。据介绍，今年600亩早熟“半边
红”李的总产量约为50吨。针对“量少
质优”的农情，果农调整了销售策略，利
用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销量，
将中果、大果全部包装成精品礼盒，走
定制、精品销售路线，“降本”“增值”双
管齐下，实现了减产不减收。

“我们90%的鲜果都采用高端礼盒
包装，直接发到消费者手里，没有中间
环节。”果园销售负责人袁华介绍道，一
份3.5公斤装的“半边红”李精品礼盒，
在本地的零售价为168元，发往外地的
价格是188元。相比于销往水果批发
市场，这种高端定制化销售方式，让产

品附加值提升了30%到40%。
绥江县种植了10万亩“半边红”

李，晚熟品种将于7月陆续上市。近年
来，当地以科技赋能、以农技提质、以创
新销售增值，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县“半边红”李总产量达8.26
万吨，农业总产值达5.37亿元。

绥江“半边红”李——

科技与销售“双轮驱动”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赵长明 胡声
宇）走进大关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
司位于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新民
村的现代化养猪场，繁忙而有序的
生产场景映入眼帘，宽敞明亮的标
准化猪舍整齐排列，洁净卫生的环
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养殖的印
象。圈舍内，膘肥体壮的生猪或悠
闲踱步，或争相进食。此起彼伏的
哼叫声，生动展现出生猪养殖产业
的蓬勃活力。

该养猪场自 2024 年 8月投产以
来，发展势头强劲。公司负责人彭
勇介绍，目前场内存栏生猪 30800
头，累计出栏量突破 29000头。养猪

场采用“一体化”养殖模式，从仔猪
繁育、后备培育、种猪养殖到饲料供
应等环节，实现了高效自繁自养。
这不仅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率和产品
品质，更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增强
了市场核心竞争力。

产业兴旺带动就业增收。该养
猪场现有 83 名职工，月工资在 6000
元至 17000 元之间，人均月收入在 1
万元左右。员工大多来自当地，他
们对这份“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的
工作十分满意。

凭借过硬的生猪品质，大关东方
希望畜牧有限公司已建立起覆盖广泛
的销售网络。产品不仅稳定供应昭

通、昆明等省内市场，还远销四川、河
南、山西、甘肃、湖南等地。彭勇表示，
公司将继续扎根大关，加大投资力度，
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产业现代化水
平，全力将生猪产业做大做强。

放眼大关全县，生猪养殖产业
呈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年出
栏 5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达 134
个。据统计，截至 2025年 5月 20日，
全县生猪存栏22.5万头，其中能繁母
猪 2.12 万头，2025 年初至 5 月 20 日
累计出栏生猪16.33万头。

生猪养殖产业的稳健发展离不
开坚实的配套支撑。在上游饲料保
障方面，位于上高桥乡高原特色农

产品加工园区的两家饲料生产企业
稳定运行。2025 年 1—5 月，大关东
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饲料厂产量达
14666吨，昭通聚源饲料有限公司产
量为 17983 吨。在下游屠宰加工方
面，大关县在翠华镇田坝村配套建设
了集屠宰、分割、冷藏、配送功能于一
体的标准化生猪屠宰场——佳益屠
宰场，其年设计屠宰能力为20万头。

下一步，大关县将持续强化政
策引导与龙头带动，聚焦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路径，着力延伸产
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生猪
产业高质量发展，使其真正成为驱
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大关生猪产业规模集群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陶余巧 刘卓娅 王艳琼

近年来，鲁甸县聚焦“后继有人”这一关键命题，多
维发力，充实、调优、建强乡镇公务员队伍，为乡镇各项
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拓宽渠道，充实乡镇公务员“蓄水池”。依托数字化
管理平台动态监测编制使用情况，通过趋势分析科学核
定招录需求，实现乡镇公务员队伍供需动态平衡。紧扣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
开展用人需求分析调研，科学制定差异化招录方案。完
善编制使用动态调整体系，促进基层公务员队伍有序更
替、满编运转。在考察环节，综合运用实地调研、电话访
谈、单独约谈、档案核查、当面问询等方式，严格实行

“五维联审”制度，全方位、多角度掌握考察对象的现实
表现，重点强化政治素质考察，坚决将政治立场不坚定、
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两面人”挡在公务员队伍之外。近
3年，全县新招录乡镇公务员 84人，占招录总数的 64%，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96%。

精准培养，调优乡镇公务员“生力军”。坚持“需求
导向、精准滴灌”的培养理念，打造高素质基层公务员队
伍，构建“铸魂、赋能、淬炼”的培养体系，通过初任培
训、“初心”教育、实践锻炼等方式，聚焦干部的经验盲
区、知识弱项等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训，分级分类系统
提升履职能力。围绕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举办专题培
训 2批次，培训 110人次。通过“下田间、进村组”蹲苗壮
骨，“去一线、到现场”扎根历练，“走出去、到专班”跟班
学习，先后选派 41名乡镇公务员到项目建设、产业培育
一线实践锻炼，增强实战能力。完善“以绩取人”的激励
机制。3年来，对表现突出的 156人予以提拔重用、67人
晋升职级，树立“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不断激发基层
干部队伍干事活力。

激励关怀，建强乡镇公务员“先锋队”。构建“思想
引领+待遇保障+人文关怀”的激励体系，通过领导班子

“一对一”开展职业规划指导谈话，建立个性化发展档
案，帮助干部明确发展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同时对潜在
问题实施预警干预。严格执行待遇保障体系，确保健康
体检、带薪休假和减负清单 100%落实到位。完善基层
干部关爱机制，对存在特殊困难的乡镇公务员家庭予以
工作调配支持。创新开展“入职第一课”专题辅导，依托
群团组织搭建多元化活动平台，创新开展技能才艺大比
拼、青年公务员交友联谊会、“读书分享会”等系列特色
活动，营造“在岗有尊严、干事有激情、生活有温度”的
基层公务员生态。

鲁甸：三维发力锻造
新时代乡镇公务员队伍

本报讯（通讯员 汪小琪）近日，盐津县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聚焦“节能增效，焕‘新’引领”主题，在黄葛槽新
区汽车客运站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

“夏天来了，大家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26摄氏度
最为适宜，既舒适，又节能。”“手机充电后要及时拔掉充
电器，这样不但不费电，而且更安全。”活动现场，工作人
员一边给往来市民发放宣传资料，一边围绕活动主题
向大家讲解生态优先、节约用电、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
和节能降碳相关知识。他们积极动员广大市民踊跃参
与，旨在不断增强大家的节能降碳意识，促进绿色低碳
发展。

据悉，本次活动吸引100余人参与，共发放节能降碳
倡议书 150份、宣传资料 110份。在全国节能宣传周期
间，该中心还将走进机关单位、社区等地持续开展系列
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
讲解等多种形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营造节能降碳社
会氛围。

盐津开展全国节能
宣传周系列活动

登报作废

昭通品舍装修装饰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昭阳支行预留

印鉴的公章 1枚，字样：昭通品

舍装修装饰有限公司。特登报

作废。

登报声明

产权人锁配文将昭阳区昭

阳大道420号1幢2单元604室

（温泉泰鹤城小区）房屋租赁给

钱文波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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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雄县以勒镇文笔幼儿园

不慎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 ， 证 号 ： 云 教 民

253062760002588 号 ，编 号 ：

NO.20210007635，有效期限：

2022年9月30日至2025年9月

30日。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大关县翠华镇雄魁村卫生

室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副本，登记号：PDY00081-

253212512D6001。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肖明兴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530625789149，车 牌 号 ：云

C33216。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耿昭云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530602017063，车 牌 号 ：云

C39692。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益多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昭通海楼路支行预留印

鉴的公章 1枚，字样：昭通益多

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1

枚，字样：昭通益多商贸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私章 1 枚，字

样：杨鑫。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天恒矿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不慎遗失在昭通昭阳

富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泉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证

号：660031010000103654，核准

号 ：J7340001423202。 特 登 报

作废。

登报作废

水富人禾旅游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在水富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办理的开户许可证，账号：

7600024274620012 ，核 准 号 ：

J7352000245101，编 号 ：7310-

00315403。特登报作废。

广 告

本报讯（通讯员 申丽琴 姜 颖）仲夏时节，威信县扎
西镇石坎社区庄子上弥漫着甜蜜的气息，集中连片种植
的扎西红桃迎来成熟期，一个个饱满诱人的果实挂满枝
头，等待着游客们采摘品尝。

2023年，扎西镇积极探索产业振兴新路径，创新采
用“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公司指导、村集体统一管理”模
式，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经多方协作，300余亩扎西
红桃、扎西香梨成功在石坎社区庄子上“安家落户”。

经过这两年的精心呵护，如今红桃喜获丰收。
“我们以特色水果产业发展为抓手，进一步丰富了

庄子上的业态，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石坎社区党总支书记说。

扎西红桃喜获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罗桂扬 冯 源）在水富市太平镇盐
井村 21组的高山深处，居住着 60余名村民。此前，太平
镇投入专项资金铺设3600余米供水管道，建成“双管”供
水系统，有效保障了人畜饮水，更为产业发展注入“源头
活水”。

近日，受自然灾害影响，盐井村 21组童家湾取水口
水坝出现损毁、沟壁脱落、渗漏等状况，村民用水告急。
险情发生后，21组的党员干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
村民召开会议共商对策，一方面紧急向村委会、镇政府
申请水泥、供水管等物资；另一方面广泛动员群众投工
投劳参与抢修。

此次抢险中，共有 45 名党员群众主动请缨。面对
1200米泥泞陡峭的山路，党员干部带头冲锋，带领村民
肩挑背扛，将 25包水泥、6000余斤河沙艰难运抵施工现
场。经过 3天日夜奋战，党员干部与群众成功完成取水
坝加固与破损管道更换，不仅及时解决了村民生产生活
用水难题，更为即将到来的旱季筑牢了用水安全防线。

太平镇盐井村党群齐心
抢修受损水利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