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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综合新闻

E-mail：ztrbsbjb@126.com 一版责编：范云 组版：方茜 校对：马 鹏 二版责编：罗丹 组版：方茜 校对：杨杰

◆通讯员 黄成元 徐 锐 刘 峰

以优质服务打造高效政务，用
贴心举措优化政务环境。近年来，
盐津县以靠前、主动、精准、贴心“四
维服务”为抓手，通过县政务服务中
心持续深化“津心办”品牌建设，推
动“高效便捷”成为当地政务服务的
鲜明特质。
靠前一步，服务始于“入门第一声”

群众刚踏进政务服务中心，贴心
服务就已送达。每个大厅入口处，身
着统一服装、面带微笑的引导员主动
迎上：“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呢？”这
句亲切的询问，正是“靠前服务”的起
点。这些经过业务与礼仪“双培训”的
引导员，不仅精准分流人群、解答基本
咨询，还能在交谈中敏锐捕捉群众“办
不成”“不好办”的痛点，成为群众需求
直达服务优化的第一通道。“以前进了

大厅像无头苍蝇，现在进门就有人问、
有人带，找对窗口省了半小时！”市民
张女士的感受印证着这一变化。据统
计，每位引导员日均靠前服务超五十
余人次，服务端口的前移，为群众推开
了高效办事的大门。

主动作为，“未问先助”解民忧
盐津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精髓，

在于将“有问必答”升华为“未问先
助”。盐井镇居民杨先生前来缴纳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时便深有体会。工作
人员不仅主动讲解了各缴费档次的
政府补贴差异，还手把手指导其通过

“云南人社 12333”小程序完成线上缴
费。得知杨先生去年尚未补缴养老
保险，工作人员立即打破部门限制，
直接联系盐井镇相关部门，帮助他顺
利办妥补办手续。十多分钟的窗口
服务，解决了群众潜在的多头跑、反
复问之忧。

精准破题，刀刃向内“砍繁苛”
面对群众反映的办事繁琐、材料

过多等痛点，盐津县政务服务中心刀
刃向内，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流
程重塑。通过对政务服务事项的系统
梳理与优化，该中心大力精简申请材
料，砍掉冗余环节，先后公布两批共56
项“证照免提交”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同时，积极推行“1+X”综合服务窗口模
式，变“多头跑、往返跑”为“一站式”集
成服务。多项高频事项办理时限压缩
达 30%以上，材料提交量减少超 25%。
从“重复提交材料”到“一表通办”，从

“多窗奔波”到“一窗办结”，精准改革
有效破解了群众办事难题。

贴心入微，政务服务有温度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盐

津县政务服务中心在细节处倾注真
情：中心内增设宽敞平坦的无障碍通
道，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安全出行保障；

打造温馨整洁的爱心母婴室，内设舒
适座椅、护理台及私密哺乳区；部署智
能叫号系统，避免排队拥挤。此外，工
作人员还主动提供免费打印复印申报
材料、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让“政务
服务之家”暖意融融。

“以前带娃办事手忙脚乱，现在母
婴室帮了大忙，安心又方便！”新手妈
妈李女士的满意，印证了服务环境优
化的实际成效。从“纸质跑”到“指尖
办”的创新跨越，盐津县“四维服务”既
重塑了政务服务流程，更筑牢了“津心
办”品牌内核。

从进门的微笑指引到窗口主动帮
办，从流程压缩到环境升级，盐津以持
续自我革新回应群众期盼。政务服务
没有终点，盐津县正以更坚定的决心
优化环境、提升品质，让“高效、便捷、
贴心”成为服务常态，为盐津县高质量
发展注入持久暖心的政务动能。

本报讯（记者 张广玉 通讯员 高 想）7 月 4 日，
2025 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云南昭通夏令营正
式开营，本次活动以“共同的根 共同的魂 共同的梦”为
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的 18 位华裔青
少年参与。

此次夏令营由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云南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昭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昭通市社会主
义学院承办。夏令营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国学文化
体验、团队拓展训练、陶艺制作等。营员们将参观水富
市铜锣坝民族团结示范点，深入了解国家森林公园的生
物多样性；学习国画，感受传统艺术魅力；走进昭通古
城，探寻历史文化底蕴；学习茶艺，体验中华传统礼仪；
学习非遗传承拓印技艺，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

举办此次夏令营，旨在进一步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
认同，以及对昭通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通过夏令营这
一交流形式，以华裔青少年为纽带，促进团结、深化认
同，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服务国家外交大
局、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昭通对外交流工作，汇聚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侨界力量。

在此后一周的活动中，营员们将在昭通开启一段充
实而难忘的文化之旅，在实践与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建立起与祖籍国的深厚情感纽带。

“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
云南昭通夏令营开营

盐津“四维服务”擦亮“津心办”政务品牌

电子卖场内，学生兴致盎然地
挑选心仪的电子产品；各大景区，手
握准考证的学生排队等待身份核
验；驾校报名处，学生们排起长队
……高考落幕，“考后经济”成为暑
期消费热点。从考场里走出来的学
子，趁着高考后这段时间，走入社
会、放松身心、学习技能。

高考前，学生们的时间几乎都
花在课本上、校园里。考试后，有了
更多空闲时光，许多人开始学着做
规划，自己设计旅程、安排学车时间
……平衡休闲与充电的丰富活动，
让他们在人生的一场大考后，可以

做一次深呼吸。
这场由闲暇时光带来的社会

实践课堂，意义远超于消费、娱乐、
休闲本身。完全自理，是年轻人学
着担责任的第一步。凭准考证享
受的景区免票、特惠机票与餐饮折
扣，就像社会递来的“入场券”。借
此机会，学生们与社会有了更深入
全面的接触，往日因课业紧张而没
空了解的事情，这个时候可以去慢
慢感悟。

把考后消费当成步入社会的预
习课，而不是某种“奖励”，或许更有
意义。自己做消费选择，如同驾驭

欲望之车，光知道踩油门可不行，还
得学会啥时候踩刹车。若是只顾着
享受“买买买”的痛快，却不想想钱
从哪里来、怎么花才合理，便错失了
学会自我管理的上佳机会。

“考后经济”带来的教育意义，
是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
份。高考前，“学生”是他们的主要
身份标签；而今，他们开始被社会识
别为独立的消费者。准考证在特定
的消费场景中化为“通行证”，让他
们体验自己的社会角色。怎么消费

“自己说了算”所带来身份意识的变
化，也是一场深刻的成人礼。

在这个意义上，“考后经济”引
发的消费热，真正的价值在于创造
合适的场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价值观。借此契机，社会与
家庭不妨把“消费教育”作为成人礼
的重要一课。喧嚣退去，真正的成
长印记，或许是年轻学生开始萌生
的理财意识，或在旅途中突然明晰
的专业方向。考后消费不只在于购
买了什么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
去探索自我、认识世界，并试着扛起
一点责任。这才是“考后经济”带给
学生们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本报讯（通讯员 周 军 孙显玲）7月3日，鲁甸县在乐
红镇对竹村大坝村民小组开展 2025年防汛抢险暨群众
转移避险综合演练。

本次演练重点检验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
预案的可操作性。演练由鲁甸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主办，乐红镇人民政府承办，县人武部、应急管理局、
自然资源局、消防救援局以及乐红供电所、矿山、选厂等
10余家部门和单位300余人参加演练。

演练模拟乐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对竹村大坝村民
小组河水水位迅速上涨。预计未来 6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毫米（达到橙色预警标准），极可能诱发山洪、滑坡、泥
石流等灾害，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指挥部
接到预警后，立即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危
险区群众转移，并同步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在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各应急小组迅速行动，分工
协作，高效实施河道疏通、道路抢修、人员搜救、群众安
置等应急救援任务，现场成功营救1名被洪水围困群众，
急救并转运1名受伤群众，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

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展现
了较强的实时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对演练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应急响应机
制，确保在真实灾情中能够快速反应、科学救援。

此次演练不仅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也暴
露出部分短板，如应急物资调运效率需提高、群众转移
路线需进一步优化等。针对问题，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
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加强培训演练、完善群防体系，切
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通讯员 张玉霞 文/图

近日，巧家县蒙姑镇蒙姑社区的
百亩“象牙”芒果迎来丰收季。“象牙”
芒因其外形酷似幼象象牙而得名，具
有皮薄核小、果肉肥厚、汁多味甜的特
点，被当地人誉为“热带水果之王”。

在蒙姑社区，每到芒果成熟时
节，家家户户都忙着采摘。身手矫健
的村民爬上果树，背靠枝干，一手提
桶一手采摘，转眼便收获满满。而那
些不擅长爬树的村民则在树下用特
制的长杆网兜采摘，同样收获颇丰。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村民们将采
摘的芒果运回家中，开始进行分拣工
作。他们按照果实大小、颜色和成熟
度精心挑选，按规格码放后进行催熟
处理，确保芒果的品质和卖相。

在蒙姑镇圆通快递点，老板肖祥

正带领工人忙着打包芒果。“现在是
芒果上市高峰期，仅我们快递点每天
就要发出 300 多斤，近一周全镇累计
发货量已达 2吨。”肖祥介绍，目前镇
上极兔、中通等快递点都在忙着处理
芒果订单。通过便捷的物流网络，这
些产自金沙江畔的美味芒果3天内就
能送达全国各地。

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蒙姑镇
保留的芒果种植带因产量缩减而价
值凸显。当地居民赵永林高兴地说：

“今天我和兄弟卖了 6000 多斤芒果，
收购商直接到地里收果。我家不到
两亩的芒果，预计能收入1.2万元。”

据了解，蒙姑社区百亩芒果年均
产量达 150余吨，可为群众增收 90余
万元。2023年，镇政府通过水果上山
项目，引进企业种植了 600 亩“凯特
芒”；同时在干冲村种植3200亩“鹰嘴
芒”。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芒果品
种，更提高了群众种植积极性，为打
造“果韵水乡 活力蒙姑”特色小镇奠
定了坚实基础。

鲁甸开展防汛抢险暨
群众转移避险综合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龙香君 贺 玉）连日来，昭通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绿荫普法队走进大关县翠华中学、大关县第
一中学等4所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中，普法队员通过生动的知识宣讲、案例分析、仿
真毒品展示，揭示传统毒品的危害与新型毒品伪装手段。

在笔山小学，禁毒主题手抄报、绘画、作文比赛颁奖
典礼成为亮点。孩子们通过手抄报、绘画等方式表达对
毒品危害的理解，展现对无毒世界的向往。

此次活动不仅普及了禁毒知识，还传递了法治精神，
是对青少年成长之路的深情守护。

◆记者 马 娟 刘兴刚 通讯员 高 想

舞台在霓虹灯下闪烁，银发与舞
美交相辉映。7月3日下午，昭通市青
春常在歌舞协会的会员们身姿挺拔，
神采奕奕。当《在灿烂的阳光下》的
旋律响起时，台下掌声如潮——这场
名为“岁月留痕 夕阳更美”的庆典，正
是为纪念协会成立40周年而举办。

从 1985 年 20 余位离退休老同志
组成的老战士歌咏队起步，历经老战
士合唱团、艺术团多个发展阶段，于
2019年正式更名为“昭通市青春常在
歌舞协会”。

40年来，在昭通市委老干部局和
市老年活动中心的支持下，协会已发
展为百余人的艺术团体，涵盖多声部
合唱、舞蹈、民乐等多种艺术形式。40
年来，协会初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绽
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在专业老师的
指导下，会员们的艺术水平显著提升，
在全国各类文艺赛事中屡获殊荣。舞
蹈《彝家欢歌》曾在江西南昌的比赛中
荣获金奖，合唱团也多次受邀参加大
型文艺演出，他们的艺术表现赢得了
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广泛赞誉。

“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捧回许
多奖杯。”会员陆国兰笑着说，“加入

协会整整15年，我在这里真正实现了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参演 6个节目
的钟桂芳深有感触：“6 年来，我既锻
炼了身体，又提升了艺术修养。大家
齐心协力，只为跳好每一支舞、唱好
每一首歌。”

此次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热情洋溢的开场舞《欢乐颂》，气势恢
宏的混声大合唱《大漠之夜》，深情回
顾协会历程的诗朗诵《岁月留痕 夕阳
更美》，以及表达赤诚情怀的舞蹈《党
啊亲爱的妈妈》……一个个精彩节目
展现了会员们的风采。40年来，协会
不仅是一个艺术团体，更是一个温暖

的大家庭。“艺术让晚年生活不再平
淡，而是充满热情与活力。”协会会长
动情地说。

当白发与舞台的追光相遇，岁
月刻下的皱纹里绽放出青春的光
彩。这群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舞
者、歌者，用 40 年的坚持证明：岁月
悠长，文艺常青。展望未来，昭通市
青春常在歌舞协会将继续坚守初
心，追求艺术，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打造文艺精品，为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助力社会文化建设贡献

“夕阳”力量，让“青春常在”的旗帜
永远飘扬。

◆云南日报记者 李铁成
通讯员 和雪源

在丽江古城，58岁的张丽云正低
头指导绣娘穿针引线。作为纳西族
裁缝世家走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她40余年执着于纳
西服饰的守护与创新，用一针一线

“绣”出幸福生活。
在张丽云的工作间内，缝纫机发

出柔和的节奏低鸣，绣娘们灵巧的双
手在布料间穿梭，围腰、飘带、坎肩等
一件件纳西族服饰慢慢成型，一件件
精美的艺术品呈现在眼前。

1985年，张丽云进入原丽江县联
合缝纫厂系统学习传统服饰制作，

1989 年考入当时的昆明纺织工业学
校，成为纳西族首批科班出身的服装
设计师。当传统手工作坊遇到现代
工业冲击，她选择逆流而上，在丽江
古城大石桥畔开设朱立布艺店，体验
式销售纳西服饰。2016年，张丽云创
立丽江金纫纳西手工服饰有限公司，
开启了纳西服饰传承与发展之路。

为了更好地传承纳西服饰传统技
艺，张丽云力求复原“凤穿牡丹”“青蛙
腾云”等5种濒临失传的刺绣针法，让古
老的技艺得以重现光彩。她还牵头编
制纳西族传统服饰制作规范，改变过去

“师徒口传”的单一传承方式，为纳西服
饰的传承提供了科学、系统的规范。

“非遗技艺要传承下去，必须走

进现代人的生活。”张丽云以匠心破
局，研发“可水洗羊毛披肩”“轻量化
银饰腰封”等30余款改良服饰。这些
创新产品既保留了纳西服饰的文化
内涵，又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实用功
能，深受市场欢迎。如今，企业年订
单量从初创期的 200 件增加至 3500
件，高端定制系列单价突破万元。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张丽
云以纳西服饰为纽带，与相关企业合
作开发“纳西新娘”项目，让游客穿上
纳西服饰参与婚俗表演，去年接待游
客 2.3万人次。“我希望在丽江旅拍的
人们都能穿上纳西服饰，漫步在丽江
古城、玉龙雪山，让更多人体验到纳
西服饰之美。”张丽云说。

作为古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张丽云深知自己肩负的
社会责任。她构建“培训—就业—创
业”全链条支持体系，在玉龙纳西族
自治县拉市镇等地设立刺绣基地，吸
纳50余名农村妇女就业，让她们在家
门口实现人均月增收2560元。现在，
张丽云的儿子也在她的影响下，踏上
了传承纳西服饰文化的道路。

“在守住传统的同时，我也在不
断创新。但无论怎样改变，纳西族妇
女‘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古老传统
一定不能丢。”张丽云说，未来，她将
继续带领团队，在纳西服饰传承创新
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让这一古老的文
化在岁月长河中永续流淌。

蒙姑镇果海“芒芒”迎客来

成人礼的重要一课
陈 江

本报讯（通讯员 陈 驿 郑德美）7月4日，巧家县迎来
了本年度第三批公租房的集中分配仪式，共有38户中低
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顺利获得新居钥
匙，开启了幸福生活的新篇章。

近年来，巧家县持续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聚焦
群众“住有所居”的基本需求，积极推进公租房分配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切实提升服务效率与群众
满意度，县政务服务中心创新设立“公租房一件事”集成
服务窗口，将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申请流程整合为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真正实现群众“只进一扇门、办
成所有事”。

在优化流程的同时，巧家县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细化
服务举措。在无差别综合窗口专设了公租房政策咨询
窗口，配备专业工作人员，为申请人提供从政策解读到
材料准备的全流程指导，确保每一位有需要的市民都能
明明白白申请、顺顺利利入住。此外，取消传统的电脑
摇号方式，改为依据申请顺序依次选房，不仅提升了分
配效率，更增强了过程的透明度与公平性。

此次38户居民的成功入住，正是巧家县推进公租房
分配机制改革成果的一个缩影。自“公租住房一件事”
改革启动以来，该县已累计办理“公租房一件事”申请
1120件，完成房屋分配976套，有效缓解了城镇中低收入
群体及新市民的住房难题。

巧家公租房
常态化分配机制显成效

昭通普法队
守护青少年成长路

岁月留痕 夕阳更美
——昭通市青春常在歌舞协会四十载演绎银发青春

纳西族裁缝张丽云——

守护文化根脉

大家谈

安全生产

炎炎夏日
喝金银花茶最搭
金银花是不少养生人士

保温杯里的常客。它有着清

热解毒，抗炎抗病等诸多功

效。不过，金银花虽好，但并

不是一年四季都适用。夏季

和金银花“最搭”。

金银花好 也要用对季节

金银花，忍冬科忍冬属植

物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待开放

的花。别名：忍冬花，银花，二

花，双花。

金银花味甘、性寒，善清

热解毒，不仅可以药用，还特

别适合食用，是一味药食同源

的中药。通常在夏初花开放

前采摘，经阴干后，可生用、炒

炭，或制成露剂使用。

金银花虽然有许多好处，

但并不是一年四季都适用。

最好的服用季节是夏季，因为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现

干渴和中暑等不适，这个时候

服用金银花可以很好地发挥

其清热解毒和生津止渴的作

用。此外，因金银花性寒，服

用时切忌过量，服用过量很容

易引起胃肠不适，脾胃虚寒的

人要慎用。

金银花的四大功效

现代研究提示金银花还

具有广谱抗菌、解热、抗氧化、

抗肿瘤等作用。

在抗病原微生物方面，

金银花对多种致病菌如金黄

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大肠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

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等

均有一定抑制作用。同时，

它对肺炎球菌、脑膜炎双球

菌、绿脓杆菌、结核杆菌、变

形链球菌等有抑菌和杀菌作

用。对流感病毒、疱疹病毒

均有抑制作用。

在抗炎解毒方面，对痈肿

疔疮、肠痈肺痈有较强的散痈

消肿、清热解毒、消炎作用。

在疏热散邪方面，对外感

风热或温病初起，身热头痛、

心烦少寐、神昏舌绛、咽干口

燥等有一定作用。

在凉血止痢方面，对热毒

痢疾、下痢脓血、湿温阻喉、咽

喉肿痛等有解毒止痢凉血利

咽之效。

可蒸可煮可泡茶

金银花的三种食用方法：

通常有生食、蒸煮、泡茶三种

方法。

生食：取金银花鲜嫩茎叶

及鲜花适量，用冷开水洗净，

细嚼咽下，可解毒、抗炎。

蒸煮：金银花的花、叶加

水，先用猛火煮沸后转小火蒸

30分钟，关火后滤出汤汁加冰

糖后饮用，可清热、解暑。

泡茶：用金银花泡水喝，

可去火、预防口臭。对于长期

胃火大、口干口苦的朋友不妨

喝点菊花和金银花茶。声音

嘶哑时，用金银花配以胖大

海、麦冬、甘草各适量，开水冲

泡后当茶饮用，可清咽利喉、

保护嗓子。

夏季特调金银花小茶方

金银花饮：金银花、山楂

热水冲泡，代茶饮。此茶可开

胃、消食。

金银花薄荷茶：将金银

花、薄荷用沸水冲泡，加盖闷

15分钟，加入蜂蜜即可。此方

可治疗痱子。

三花茶：金银花 10 克，菊

花 10 克，茉莉花 3 克，加入沸

水泡茶饮用，可清热解毒，治

疗头痛口渴、咽喉肿痛。

清咽润喉茶：金银花 10
条，胖大海 1 个，麦冬 2 条，甘

草 5片，加入开水浸泡 10分钟

后饮用。此方适用于清咽利

喉，保护嗓子。

（来源于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