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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县蒙姑镇中心幼儿园

关于拟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巧家县蒙姑镇中心幼儿

园（法定代表人：方世勇；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530622MJT361772L），因 幼

儿园注销，巧家县蒙姑镇中心

幼儿园经董事会（理事会）会

议决定注销民政局登记，现就

启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事项进行公告。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幼儿园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

此权利，本幼儿园将正式启动

清算程序。

联系电话：15087218253

巧家县蒙姑镇中心幼儿园

2025年7月13日

巧家县新店镇中心幼儿园

关于拟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巧家县新店镇中心幼儿

园（法定代表人：梁金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530622MJT354679J），因 幼

儿园注销，巧家县新店镇中心

幼儿园经董事会（理事会）会

议决定注销民政局登记，现就

启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事项进行公告。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幼儿园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

此权利，本幼儿园将正式启动

清算程序。

联系电话：15087218253

巧家县新店镇中心幼儿园

2025年7月13日

巧家县中寨乡中心幼儿园

关于拟启动清算程序、

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告

巧家县中寨乡中心幼儿

园（法定代表人：张勇；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530622MJT3546787D），因

幼儿园注销，巧家县中寨乡中

心幼儿园经董事会（理事会）

会议决定注销民政局登记，现

就启动清算程序、办理注销登

记事项进行公告。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幼儿园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

弃此权利，本幼儿园将正式启

动清算程序。

联系电话：15087218253

巧家县中寨乡中心幼儿园

2025年7月13日

登报作废

肖莉华不慎遗失申请律师

执 业 人 员 实 习 证 ，证 号 ：

53032503210039。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阳区圣鹏宾馆不慎遗

失公章1枚，字样：昭阳区圣鹏

宾馆 5306002045484。特登报

作废。

广 告

◆通讯员 蒋英琴 张云萍 王晓倩 张舜维

清晨，薄雾尚未散尽，位于巧家县
崇溪镇崇溪社区的福鹿园家庭农场已
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十头体格健硕、
毛色光亮的梅花鹿，宛如林间精灵，有
的奔跑嬉戏，有的低头啃食着沾满晨
露的牧草，有的悠闲踱步，有的欢快鸣
叫。阳光洒在绿意葱茏的草场上，露
珠折射出晶莹的光彩，构成了一幅灵
动和谐的乡村画卷。

伴随着呦呦鹿鸣，在福鹿园家庭农
场务工的周邦能开启了一天的喂养工
作。“自张合贵返乡创业以来，我就一直
跟着他干活，每个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
入。这里还管饭，既能打工挣钱，又能
照顾家里年迈的母亲，日子过得相当知

足。”周邦能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周邦能口中的张合贵，曾在陕西

省宝鸡市一家梅花鹿养殖基地从事管
理和养殖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 3
年，积累了丰富的养殖技术。凭借敏
锐的商业嗅觉，张合贵捕捉到国家鼓
励特色养殖的政策机遇和鹿产品市场
的广阔前景，毅然决定带着多年所学
返乡创业。

“2022年，我首次引进了21头吉林
梅花鹿，创办了福鹿园家庭农场，到现
在养殖快3年了，成效显著。”张合贵算
起了经济账，“现在每头鹿年产鹿茸约5
斤（每年割取2次），按每斤2000元的价
格计算，仅鹿茸一项，每头鹿的年收入
就可达万元。一年下来整体收入可观，
今年就可回本了。”他补充道，“梅花鹿
耐粗饲料、不挑食，日常以吃草为主，精
料只需搭配些玉米、大豆、麦麸，养殖成
本远低于猪、牛、羊。而且梅花鹿全身
都是‘宝’，鹿茸、鹿血、鹿肉、鹿骨、鹿筋

等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带来的经济
效益远超其他畜禽。”

致富不忘桑梓情。在自身发展养
殖业的同时，张合贵始终心系邻里乡
亲。他积极提供就业岗位，助力村民
增收。他先后吸纳了3名本地村民作
为长期务工人员，负责割草、清理鹿舍
等工作，每日工作时长为4小时至5小
时，月工资 1000 元左右，并免费提供
伙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顾家
两不误，每位务工人员每年可稳定增
收至少1万元。

下一步，张合贵打算持续扩大养
殖规模，实施“双向增殖”计划。一方
面，通过自繁自育增加鹿群数量；另一
方面，通过外购梅花鹿进行补充，力争
初步达到存栏100只吉林梅花鹿的目
标。在此基础上，他计划逐步拓展经
营项目，打造集鹿主题音乐餐吧、亲子
生态游体验基地、鹿园野营烧烤基地
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实现

养殖、加工、销售、服务多元化发展，拓
宽增收渠道。

“养殖梅花鹿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如今，除了扩大规模，我更希望能
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和带动周边有意
愿的村民。”张合贵信心满满地说，“我
愿倾囊相授养殖经验和技巧，让有志
之士共同发展梅花鹿养殖产业，兴办
更多养殖场，吸纳更多乡亲就业，实实
在在地带动大家增收致富。一人富不
如全民富！只有大家的腰包鼓了，心
气足了，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产业才
会越来越兴旺！”

福鹿园家庭农场的蓬勃发展，正
是崇溪镇盘活乡土资源、吸引返乡人
才“招小商、招实商”的生动缩影，更是
当地探索特色养殖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实践。张合
贵从离乡学艺到返乡兴业，以梅花鹿
养殖为纽带，蹚出了一条带领乡邻共
赴美好生活的致富路。

巧家崇溪：返乡创业“鹿”叩开致富门

◆通讯员 周 洪 林绍博

“安全了，现在安全了。扶着他，
抱好他。”7月 9日 8时 50分，被困 9个
小时的镇雄县花朗乡仓上村党委书记
郑祖军成功获救。

暴雨中，郑祖军紧紧抓住山岩上
的树木，整整熬过9个小时。这9个小
时，是惊魂的 9个小时，是坚强的 9个
小时，更是深情的9个小时。

事情要从7月8日晚说起。当晚，
正在村委会值班的郑祖军收到“1262”
预警叫应机制信息：“暴雨即将来临，
组织群众转移。”他立即拨通有地质灾
害隐患且亟待转移群众的竹麻、马蝉、
半坡、新瓦4个村民小组长及村委会其
他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他们组织群
众转移。这4个村民小组需转移群众
22户53人。放下电话后，他便驾车沿
路排查，并赶往竹麻村民小组。此时，
花朗乡已开始下雨。

竹麻村民小组有6户11人的房屋
位于扎西河边，恰好处于邻县威信县

的下游。郑祖军在竹麻村民小组组织
群众转移时，雨势不算很大，但那时威
信县境内的雨势已经很大了。23时50
分许，受威胁区域的村民全部转移至
安全地带。

这时，他突然想起住在扎西河
边的马蝉村民小组的马安军一家
——快 70 岁的老马带着 2 个五六岁
的孙子。“这一老两小行动不便，得
亲自去看看，确认他们已安全转移
我才放心。”郑祖军随即驾车赶往 1
公里外的马安军家。这时，雨势越
来越大。才行驶约 500 米，他突然发
现车辆失控偏移。原来是从上游威
信县奔涌而来的河水漫上了公路，
将车慢慢冲抵到公路旁的岩壁上。
此时，水位仍在上涨。郑祖军惊出
一身冷汗，立即打开车门并迅速爬
上车顶，跃上岩壁，试探着抓住岩

石、树藤向上攀爬。爬到无处可攀
时，他喘着气将双脚踩在 2块凸出的
岩石上。但每块岩石都只能容纳半
只脚掌，他只能用一只手抓住上方
的岩石，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树藤，身
体紧紧贴在近 80 度的岩坡上。此
刻，水位持续上涨。他脚踩的地方，
距离公路 3.6米高。

郑祖军在岩壁上稳住身体后，立
即打电话给村安全委员陶孟：“马安军
他们一家安全转移没有？”确认爷孙几
人已安全转移后，他长舒一口气，方才
向乡里求援。

当时，花朗乡党委和政府班子在
家领导正在乡指挥中心调度暴雨灾
情。“注意安全，不要慌，不要怕！我们
马上组织救援！”乡里迅速组织乡、村
干部和群众20余人，带上救生衣、救生
绳等工具，驱车赶往郑祖军被困的竹

麻村民小组，同时将情况上报县委、县
政府。

花朗乡暴雨如注。乡救援队伍
按前期研判的最优路线，40分钟后冒
雨抵达竹麻湾。因路面水流湍急，车
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只能在距郑祖
军被困点约 300米处下车。5名乡干
部涉水向郑祖军靠近，但行至 100 米
左右，因水势过大被迫折返。全体人
员只能掉头，从另一方向展开救援，
同时向县里汇报，请求县消防救援大
队支援。

7月9日8时50分，经多方艰难施
救，郑祖军终于被从悬崖边救下，然后
被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当晚，正在接受治疗的郑祖军
接受采访时表示：“感谢战友们的救
命之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
怕，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作为一名
有着 27 年党龄的村党委书记，我必
须确保群众的安全，只有确认每一
名群众都安全转移了，我才能放心、
安心。”

“很后怕，但一点都不后悔”
——在暴雨中坚守9小时 镇雄花朗乡仓上村党委书记郑祖军彰显党员担当

本报讯（通讯员 周 洪）7月 10日，云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向镇雄县盐源镇和碗厂镇捐赠化肥 260吨，用
于支持盐源镇和碗厂镇发展辣椒、竹子等农业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

该批优质化肥来自云天化集团下属单位位于曲靖
市宣威市的化肥生产基地，由 8辆载重大卡车分别运往
盐源镇和碗厂镇，2个镇各分得130吨。

云南云天化聚磷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齐长
欢说：“这次捐赠 260吨绿色智能肥，旨在发挥好云天化
集团在帮扶上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助力农民朋友在农业
产业上增产增收。”

在化肥发放现场，云天化集团派驻 2个镇的驻村工
作队队员和镇、村干部与群众一起，将化肥搬运到各村
或村民小组前来拉运的农用车上，再由村级组织将化肥
发放到农户手中。

作为盐源镇和碗厂镇的挂联帮扶单位，为助力地方
发展致富产业，云天化集团派驻 2个镇的驻村工作队队
员前期深入调研当地气候、土壤、种植条件和产业状况，
分析经济效益，论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据此
形成捐赠化肥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经集团党
委批复支持。此次捐赠的化肥，将主要用于盐源镇木
歪、杉树坪等 7个村 5000亩辣椒种植，以及碗厂镇庆坝、
官房、笋子等5个村1300亩辣椒和竹子种植。

据了解，去年，云天化集团已向碗厂镇、盐源镇捐赠
优质化肥270吨。

捐赠当天，云天化集团还邀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组织两地农户开展辣椒规范种植和化肥科学施用技术
培训。

云天化集团向镇雄捐赠化肥
助农发展产业

◆云南日报记者 秦蒙琳
通讯员 施新弟 李素敏

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是一门
传统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为原
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编织等，制作
成工艺品。其技艺精湛，造型优美，品
种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在洱源县“90 后”手工艺人董梦
瑶的工作室里，精雕细琢的花丝镶
嵌作品光彩夺目，如发丝般纤细的
银丝在她手中旋转、缠绕、拉扯，动
作娴熟，操作流畅，从用料到塑形，

从拔丝到焊接，从点翠到烧蓝，每一
个步骤都一丝不苟。多年来，董梦
瑶致力于花丝镶嵌技艺的传承与创
新，充分融合白族文化，探索创作出
一系列精美佳品，让花丝镶嵌传统
工艺焕发新活力。

董梦瑶从小就对艺术和手工制
作有着浓厚兴趣。在偶然了解了金
丝翼善冠、孝端皇后凤冠后，她就被
花丝镶嵌与点翠工艺的魅力迷住
了。从专注探索花丝镶嵌技艺，到
奔走各地拜师学艺，再到独立创作
实践花丝镶嵌技艺，一晃五六年时

间，在勤学细研的基础上，董梦瑶深
耕花丝镶嵌，逐渐领悟并掌握了花
丝镶嵌工艺的精髓。

“我想钻研各种传统图案和工
艺技巧，把自己学到的工艺带回家
乡，传承白族文化。”董梦瑶说，她深
入白族文化的宝库，从中寻觅灵感，
捕捉生活中的点滴，巧妙地将白族
文化中的“墙花文化”“照壁文化”等
融入作品，探索制作“风花雪月”“墙
花文化”“照壁文化”“信仰图腾文
化”等日常佩戴饰品。凭借独特的
风格和制作方法，董梦瑶创作出各

式摆件、饰物以及发簪、耳环、发箍
等，这些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工艺，
更巧妙融入现代元素和设计理念，
力求突破传统，迎合当下年轻人追
求的现代时尚。

如今，董梦瑶还在花丝镶嵌道路上
继续探索，她打算成立一个原创工作
室，传承花丝镶嵌工艺，再融合白族文
化，讲述花丝镶嵌作品背后的文化故
事。“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通过我的
作品了解并喜欢花丝镶嵌这门优秀的
传统技艺，为传承非遗共同出一份力。”
董梦瑶说。

洱源花丝镶嵌手工艺人董梦瑶：

匠 心 独 运 错 彩 镂 金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邱志菊 田入尹 唐 欢）盛夏时节，
走进盐津县普洱镇灯草村，80 亩向日葵花海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金黄的花盘迎风摇曳，绘就了一
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美景图。这片金色花海不仅扮靓
了乡村，更成为激活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金
色引擎”，有力推动了灯草村集体产业与旅游业的融
合发展。

“以前这片地闲置着，如今种上了向日葵，既美化了
环境，更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灯草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向日葵种植有效盘活了村集体闲置的土地
资源。从播种、管护到收获，每个环节都吸纳了本村及
周边劳动力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显著提升
了土地利用效益。短短数周的盛花期，众多游客便慕名
而来，这片金色花海迅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亮点和
热门打卡地。

毗邻花田的小溪村民小组的养蜂户直接受益，产业
联动效应凸显。盛开的向日葵提供了优质的蜜源。蜜
蜂采蜜授粉，在提高葵花结实率的同时，还能产出独具
风味的葵花蜂蜜，形成了“花田+蜂业”的高效生态循环
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灯草村种植向日葵

激活“金色引擎”

本报讯（通 讯 员 罗 洪 高 静
吴 鑫 文/图）盛夏七月，绥江县 10万
亩“半边红”李子集中上市。在新滩
镇“半边红”李子主产区，漫山遍野的
李子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果农们
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处处呈现出一
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鲜果集中上市，线上线下购销两
旺。为拓宽销售渠道，当地在巩固线
下客商渠道的同时，聘请专业直播团
队开展直播带货，积极拓宽线上销售
渠道，将“半边红”李子源源不断地销
往全国各地。

“直播效果非常好，今天已售出
600多单。客户下单后我们便及时发
货，2 天左右送达。”石龙村创业村落
负责人黄燕表示，从目前的直播效果
来看，每天能够销售 2000单左右。

“通过网络销售，直接把‘半边
红’李子送到消费者手里，省去了
中 间 环 节 ，每 公 斤 可 以 多 卖 4 元
钱。”正在直播带货的果农廖贵芳
说，现在村里做直播带货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手机已经成为新生代果
农的新农具。

为破解鲜果转运难题，绥江县“半
边红”李子示范园建成山地轨道运输
系统。一辆辆满载李子的轨道车在果
园中穿梭，轻松高效地将鲜果转运至
产业路边。同时，在县内设置了3个大

型收购点，日均收购鲜果30吨。
当地农业企业也开足马力忙生

产。在绥江县壹号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通道智能选
果流水线飞速运转，数十名工人忙

着分选、装箱、打包、发货。“目前，
公司订单成交量达 11000 单，鲜果
销售额已达 18 万元。”企业负责人
王小龙说。

绥江县是有名的“李果之乡”，当

地栽培“半边红”李子已有 70 余年历
史，该品种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2025年，全县10万亩“半边红”
李子预估总产量达 8万吨，与去年持
平，预计实现农业总产值5.4亿元。

绥江10万亩“半边红”李子购销两旺

上接第1版《风雨中见担当》
凌晨5时，扎西镇小坝村水位上涨，山洪来势汹汹，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小坝村党总支书记杨冰迅速
带队开展“拉网式”排查。在转移群众过程中，杨冰蹚着泥
水将1名79岁的老人背至1公里外的救援车辆处后，再次
返回洪水中背出1名只有头部露出水面的77岁的受困老
人。小坝村118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下午3时，水田镇龙洞村党总支书记郭政带队前往安
全隐患较大的堰沟、花秋、河边等村民小组转移群众，将93
岁的周祖全背行2公里至安全地点，9户19人处于安全隐患
较大区域的群众成功转移避险。

“我们虽然也受灾了，但是还有更需要我们的地方，请
大家带好装备，我们去支援受灾更严重的地方。”汛情发生
后，威信县蓝天幼儿园党支部书记黄云芳带领14名支部党
员组成党员志愿服务队，自费购买400余枚鸡蛋、200斤土
豆、5件矿泉水、5件牛奶，到受灾严重区域分发给因救灾还
未进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关键时刻和危难关头，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把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到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用坚守与担当筑起安全屏障。

目前，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仍在紧张有序地开展隐患排
查、清淤除障、查灾核灾等各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昭武宣）据指挥部通报，威信县罗布
镇鲤鱼坝村25户房屋被洪水围困。7月11日一早，武警云
南总队昭通支队救援官兵对该村庄展开精准救援。

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官兵携带工兵铲、急救包、
卫星电话等装备，火速赶往鱼坝村。因通往鱼坝村的
道路多处损毁，大型车辆难以通行，官兵们便徒步强行
军，克服道路泥泞、山体滑坡等险阻，以最快速度抵达
受灾村庄。

现场淤泥堆积，最深处达到 2 米，部分房屋摇摇欲
坠。官兵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展开救援。他们分成多个
小组，挨家挨户帮助群众疏通道路沟渠、清理家中淤泥、
转移重要物资、开辟安全通道。

惊魂未定的李大爷紧紧握着武警官兵的手，眼中闪
烁着泪花。“看到武警官兵来了，我们这悬着的心一下子
就落回肚子里了！”他声音哽咽，语气却无比坚定。在持
续不断的高强度救援中，官兵们饿了就啃几口压缩饼干，
累了就靠在台阶上眯一会儿。

经过1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被困村庄的群众物资全
部被安全转移。

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

驰援鲤鱼坝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