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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在大关县筇竹林与黄
柏林交织的林海中，村民们正娴熟地
剥离黄柏树皮，从这座亲手打造的“绿
色银行”中收获财富——这片 44万亩
青山，正通过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
双赢实践，成为支撑千家万户的“活期
存款”。

立足资源禀赋，大关将筇竹确立
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并创新推广

“筇竹+黄柏”等木本中药材复合种植
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维护了生物多样
性，还将连绵群山转化为惠及万千农
户的“绿色银行”，推动了生态增绿与
群众增收的协同发展。

在木杆镇细沙村，村民吴乾刚的
100 多亩林地是“竹药共生”的典范。
筇竹、黄柏、方竹套种，让这片山林四
季生“金”。“今年黄柏能收六七百棵，
按市场价能卖七八万元。加上筇竹和
方竹的十来万元，一年收入十七八万
元稳稳当当！”吴乾刚的言语中透露着
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大关县依托西
南林业大学董文渊团队筇竹科研成
果，大力推广生态复合种植模式。数

据显示，截至 2025 年，全县黄柏种植
规模已达44万亩（其中竹药套种39万
亩），投产面积 3.5万亩。预计今年采
收 1.6万亩，可产干皮 2000吨，综合总
产值将达1.8亿元。

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富了种植
户，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下游的活
力。大关县顾氏向洋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加工车间内，工人们正手脚麻利地
对黄柏皮进行初加工——去粗皮、切

段、烘烤、装袋，一派繁忙景象。“我们
夏季集中收购黄柏，每天能收鲜货五
六吨，能带动30多人就业。”合作社负
责人顾大卫信心满满，“今年计划加工
优质双面黄丝50吨，已接到了药厂30
吨的订单。样品检验合格后，我们更
有底气打响‘大关黄柏’品牌！”合作社
不仅解决了种植户的销路问题，还让
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木杆镇向阳村的刘恒梅，就是在

家门口找到“钱途”的典型。曾远赴浙
江务工的她，去年为照顾儿媳选择返
乡，并进入合作社车间工作。“去年干
一季挣了两万多，今年接着干！勤快
的话，一天能赚一两百块。”更让她欣
慰的是，丈夫和儿子也相继在附近的
竹笋厂、木材厂找到了工作，“现在家
乡厂子多，只要肯干，不用再出远门，
一家人团圆还能挣钱！”刘恒梅的笑容
里满溢着产业兴旺带给普通家庭的幸
福变迁。车间的繁忙景象也吸引着外
地药商前来考察，他们现场洽谈采购
合作，助力大关黄柏走向更广阔的市
场。从吴乾刚的山林“聚宝盆”，到顾
大卫的车间“加工链”，再到刘恒梅一
家的“团圆岗”，大关县以“竹药混交”
为核心的生态产业模式，成功贯通了

“资源培育—就地加工—市场对接”的
全链条。这 44万亩生机盎然的“绿色
银行”，不仅守护着大关的绿水青山，
更让村民的金山银山之梦一步步变成
现实。

大关44万亩黄柏林变身村民“提款机”

◆云南日报记者 王剑钊

近日，云南冶金第三矿三种精神传承馆正式启用，
并面向公众开放。这座承载着历史记忆与精神传承的
展馆，将再现中国冶金工业的峥嵘岁月和奋斗精神。

云南冶金第三矿三种精神传承馆位于易门县绿汁
集镇科技路原云南冶金第三矿工人俱乐部，展馆面积
466.75平方米，由劳模精神厅、劳动精神厅和工匠精神厅
3个部分组成，共展出 500多件实物、400多张图片资料。
通过约4万字的文字介绍，全面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建
设的国有大一型采选冶企业，易门铜矿的奋斗史，着重
展现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走进传承馆，仿佛踏入时光隧道。锈迹斑斑的头
盔、古朴的头灯、磨旧的工作服，还有水壶、手电筒、油
灯，以及勘探钻井机等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实物，无声
诉说着往昔的奋斗故事；奖状、奖杯、矿区分布图、劳动
场景、全国劳模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等图片生动再现当年
冶金工人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和劳动者的风采。

“馆内每一件实物、每一张老照片都是历史的见证
者。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珍贵展品，让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激励广大劳动者以劳
动为荣、以奋斗为美，凝聚起推动易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力量。”易门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增寿说。

云南冶金第三矿（易门铜矿）成立于 1953年 2月，是
国家“一五”时期云南省重点工业项目。易门铜矿成立
后，以易门县绿汁镇为中心，在深挖明清古矿山的基础
上，扩大探采范围，沿绿汁江流域先后建成投产了7座大
中型矿山，为20世纪50年代国家快速建立工业体系作出
了积极贡献。易门铜矿在半个世纪的奋斗过程中，创造
了骄人的成绩，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之列，成为中国冶金
工业的一面旗帜。

本报讯（记者 马 娟 安德立 苏 燕）7月 5日，北京京
妍公益基金会联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滇东北
中心医院，在昭通市开展重型地中海贫血防治培训和义
诊活动，为120名医务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并为20名中重
型地中海贫血患儿进行诊疗。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血红蛋白病。当天上午，
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专家楼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
来自市、县各级医疗机构的 120名医务人员参加了重型
地中海贫血规范化诊疗培训。此次活动由昭通市卫健
委主办，滇东北中心医院承办。

培训中，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系统讲解
了云南省地中海贫血的现状与发病机制，分享了规范化
诊疗的最新理念，重点介绍了造血干细胞移植与基因治
疗的前沿技术。针对优生优育问题，专家详细讲解了胚
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T）技术和生育力保存方案。
此外，北京京妍公益基金会现场介绍了“筑爱地贫行动
项目”，为地中海贫血家庭提供社会支持渠道。

当日下午，由省级专家领衔，联合滇东北中心医院
血液科、儿科等多学科骨干组成的医疗团队，为 20名中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开展义诊。专家们逐一为患儿进
行健康评估，优化治疗方案，并就日常护理、营养支持等
问题为家长答疑解惑。医务人员仔细查看患儿既往康
复记录，提供专业指导。“重型地中海贫血防治需防治结
合。”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邱迟娥表
示，“此次活动一方面通过培训提升本地医务人员诊疗
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义诊让患儿家庭获得优质医疗服
务，是构建地中海贫血综合防治网络的重要举措。”

省市医疗团队双管齐下

守护患儿健康

云南冶金第三矿三种精神传承馆启用——

重温峥嵘岁月 细品冶金魅力

时下，永善县的金沙江畔，青
山如黛，碧江蜿蜒。蓝天白云下，
错落有致的村舍点缀在翠绿山野
间，乡间道路如银练穿梭。一幅山
水相依、屋舍俨然的乡村画卷徐徐
铺展，勾勒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图
景，涌动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通讯员 龙喜学 摄

和美乡村

入画来

◆记者 马礼琼 闵光景 通讯员 曾 寒

当民警化身“公诉人”指控“被告人”
时，才真正意识到执法盲区的危害。当
律师站上“被告席”为行政机关辩护时，
才深刻体会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7月5日，由昭通市公安局与昭通
市律师协会联合主办，昭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共
同参与的“深化警律协作 共促法治建
设”案件辩论交流活动成功举办。活动
创新采用“角色互换”形式，通过现场抽
签方式，让公安民警与职业律师，在模
拟法庭中以对方身份进行实战辩论。

这一创新形式使程序正义和实体
公正更加具象化、可感知，深化了警律
双方对彼此职业价值和职责使命的相
互理解。活动有效培养了法治思维，
锻炼了执法能力，为推进公安执法规
范化建设、助力法治昭通和平安昭通
建设注入新动力。

辩论开始前，通过现场抽签方式
确定民警与律师的模拟角色安排，其
中可能包含“公诉人”“辩护人”“原告”

“被告”等，民警可能要为“嫌疑人”辩

护，律师也可能要指控犯罪事实或论
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种角色互
换的模式，全面考验参与者对法律条
文的掌握程度、证据规则的运用能力、
程序正义的理解深度以及临场应变的
实战水平。通过角色互换，让民警从
执法对象角度思考，让律师超越“辩护
者”角色，警律双方放下固有立场和惯
性思维，共同守护公正的天平，彰显法
治的温度。

案件辩论活动分刑事和行政两个
专题，以模拟法庭辩论方式举行，由市
委政法委及法、检、司权威专家分别组
成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合议庭”，双方
以真实案例为辩题，聚焦事实证据、法
律适用争议当庭激辩，实战交锋。

在行政辩论环节，针对张某诉某
行政机关“林权登记纠纷案”，由抽签
担任“原告”的民警与作为“被告”代理
人的律师展开激烈交锋，双方以“行政
机关是否应当撤销林权登记”为争议
焦点，就行政登记认定事实是否准确、
程序是否合法、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
力、权属争议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等问
题展开专业辩论，“原告”方以原始登

记档案、勘界测绘图纸及村民确认笔
录，主张权属清晰无争议！“被告”则聚
焦证据形式瑕疵、行政程序疏漏等关
键点进行质证。双方在高度对抗的庭
审环境中层层推进，证据在质证攻防
间渐次展开，法理在观点碰撞中越辩
越明。担任“被告”代理人的律师在赛
后表示：“当需要为行政效率辩护时，
才理解程序瑕疵的‘蝴蝶效应’”。

在刑事辩论环节，以赵某、孙某涉
嫌走私制毒物品罪的真实疑难案例为
背景，“法庭”开展模拟庭审，由公安民
警担任“公诉人”，律师代表作为“辩护
人”，双方围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
争议焦点，通过观点陈述、自由辩论、总
结陈词三个环节展开激烈交锋，控辩双
方在庭审中攻防有序，展现了过硬的法
律素养和思辨逻辑，一场思维与法理的
深度碰撞在法庭上演，为现场人员奉上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法治盛宴。作为“公
诉人”的民警坦言：“抽签前我是侦查
者，抽签后我成为‘公诉人’，这次换位
让我看清执法细节决定正义成败。”

每场辩论结束，“合议庭”成员立
即围绕双方法律论证的精准性、控辩

论点的对抗性、程序证据的实操性进
行犀利、专业的点评，阐述了刑罚既要
打击犯罪也要保障人权以及实体正义
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法治内涵。一名旁
听民警说：“过去觉得律师在程序上较
真是‘找碴’，现在才发现我们守护的
其实是同一部法律！”

在辩论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组织
开展了“警律共建”专题研讨会。市律
协通报了律师工作与警律协作成效，
就公安执法规范化提出优化建议，反
映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需求。市司法局
就公安行政复议情况进行反向通报，
分析问题根源，并提出源头治理与深
化协作的具体方案。市公安局通报执
法规范化建设进展，回应了警律座谈
会的意见建议及律师界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并就深化警律
合作提出具体举措，包括建立常态化
案件会商机制、联合开展法律业务培
训、共同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合作组织
普法宣传活动。强调各方将致力构建
更加紧密的法治共同体，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
障，共同贡献警律力量。

换位攻防警律“交锋”五方联动法治“生花”
——昭通市首届警律案件辩论赛侧记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 姜跃武）产
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
力的关键。近年来，巧家县马树镇立
足气候和地理优势，重点发展马铃
薯、草莓、生猪三大主导产业，配套发
展食用菌、中药材两大辅助产业，把
高原特色产业打造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的“金钥匙”。

马铃薯产业实现提质增效。马树
镇拥有 17.2万亩耕地，人均耕地 4 亩
多。该镇充分发挥传统优势，推进马
铃薯种薯育繁一体化发展。目前全镇
马铃薯种植面积达5.3万亩，其中种薯
3万亩，建成了全省领先的马铃薯科研

基地，开展 257个品种试验。通过“公
司+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培育
3家龙头企业和15家合作社，建成年加
工1.2万吨的淀粉、粉丝（条）和薯片加
工厂。2024年，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建
成全国首条“土豆米”生产线，年产能
达 1000 吨。产业带动土地流转收入
1290万元，实现务工收入2000余万元。

草莓产业异军突起。马树镇已建
成200亩草莓育苗基地，带动342家经
营主体种植草莓2.5万亩，夏季草莓规
模位居全国第二。年产草莓5万吨，产
值7.5亿元，实现“四季有花开，天天有
果摘”。配套建设了交易市场、冻干厂

和果脯厂，“巧家草莓”跻身全国最受
欢迎草莓品牌20强。产业带动年增返
乡创业人员 300 人，提供就业岗位
1.25万个，务工收入超过3亿元。全镇
8个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50万元，其
中2个村更是超过100万元。

食用菌产业方兴未艾。马树镇
依托22万亩森林资源优势，马树镇大
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目前已建成 110
余亩标准化种植大棚、1 个菌种培育
基地和1个初加工厂，引进4家经营主
体，成功注册“巧菇”品牌商标。2025
年通过大棚轮作模式，推广种植大球
盖菇 2000亩、仿野生鹿茸菇 1000亩、

羊肚菌 2000 亩，预计年总产值可达
1.4亿元，同时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

中药材产业稳步发展。马树镇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重点发
展当归、党参等中药材种植。截至
2025年，全镇种植面积达 1.4万亩，其
中当归占 1.3万亩，预计年产值 1.3亿
元，带动种植户年均增收3万元。孔家
营村中药材合作社已带动就业超 140
人，2024年支付劳务费120余万元。

在特色产业带动下，马树镇4万人
口人均纯收入达1.8万元，实现就近就
业增收，家家户户建起了小别墅，多数
人买了小轿车，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马树镇特色产业成为群众致富“金钥匙”

身边一名画家以书画扇面赠朋友，朋友却不
悦，认为扇有“散”的谐音，不吉利。其实，人际交往
中赠文化扇或雨伞，本是一番好意，因谐音而感到
扫兴，大可不必。

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纷实翼”“竹伞遮云径，藤
鞋踏藓矼”……古人诗词中，扇和伞两个意象表达的
多是正面意涵。其实，中国人自古就有用谐音表达
吉祥的传统。比如“羊”谐音“祥”，扇子有“善解人意”
的寓意，猫和蝴蝶谐音“耄耋”，有祝人长寿之意。丰
富的表达，是汉语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写照。

语言是一条有生命力的河流，总有新的含义和表
达汇入，它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拥有了更好刻画时
代的能力。如今，一些有新意的“网言网语”广为流传，
说明创新创造正赋予汉语新的魅力。实际上，古诗成
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
着沟通心灵的力量。面对纷繁复杂的新表达、新解
读，不妨秉持乐观、宽容的态度。毕竟，新语汇的形成
需要沉淀和研磨，经过大浪淘沙才能达到“信达雅”的
境界。君不见，曾经的网络热词，很多早已消失在了
词语的密林之中。阻碍人际交往的语言曲解，也不会
长久存在。

也要看到，“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每个人的文化
之根。我们要培养开放的胸怀，也需练就正确使用语
言的自觉。避免曲解美好的语言意象，拒绝使用黑话
烂梗，既是如何使用语言、更好表达的问题，也是如何
对待文化、更好生活的问
题。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
去丰富表达、感悟文化，语言
的大河就会更加澄澈明净、
更加充满活力。

丰富表达彰显汉语魅力
王 谨

昭通市中北部片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G9zWKYHB- Giob⁃
tQI9o0ryg；提取码：tddf。

二、查询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 和 途 径 ：杨 工 025-
86773168 ； 1280011409@qq.
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

范围：包括可能受到建设项目

直接影响的公众。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同时也欢迎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提出宝贵意见。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G9zWKYHB- Giob⁃
tQI9o0ryg；提取码：tddf。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

南 马 坎 ； 电 话 ： 025-
86773168。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7月14日，共10个工作日。

大关海创环境能源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7月7日

《云南省鲁甸县牛羊肉屠宰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告

1.概况

建设地点：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茨院乡板板房村。

规模：项目设置牛屠宰生

产线 1条，年屠宰 6万头；设置

羊屠宰生产线 1 条，年屠宰羊

15.5万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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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方式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
1sQ6XfMeyz1w9d7OG2fp_Tg?
pwd=kq3e；提取码：kq3e。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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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Hb6uv9awqRu5ILtGADnng?
pwd=f2aa；提取码：f2aa。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本公告发布后 10个工作日

内。

6.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昭通穆禾农业

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茨院乡板板房村7组88号

联系人：马总

电话：13887099590
环评单位：恒特技术咨询

（云南）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方式：15287779983
邮 箱 ：2374428005@qq.

com
昭通穆禾农业有限公司

2025年7月7日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