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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顺富

盛夏，金沙江河谷里的热浪裹挟着
暑气漫过巧家县白鹤滩街道棉纱村。
走进洪章明的仙人掌种植基地，肥厚的
仙人掌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枝头
挂满了一个个鲜亮饱满的“仙桃”（当地
人对仙人掌果实的称呼），仿佛承载着
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记忆与希望。

这片河谷，早已融入洪章明的骨
血，成为他抹不去的乡愁。作为土生
土长的棉纱村人，他从小看着父辈们
在这片沃土上种植甘蔗。得益于金沙
江河谷充沛的阳光与显著的昼夜温
差，种出的甘蔗甜如蜜糖，曾是家家户
户赖以生存的“钱袋子”。然而，随着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推进，他和乡亲们
搬进了县城的黎明安置区，住进了窗明
几净的新房。尽管生活条件改善了，心
中却总是空落落的。“梦里都是河谷的
风，闻着都带甜味儿。”洪章明说。

“金沙江河谷地区的土地，种什么
都能出彩。”洪章明坚信，这片曾孕育优
质甘蔗的土地，光照充足、耐旱性强，同
样是种植仙人掌的理想之地。仙人掌
不仅像甘蔗一样生命力顽强，能抵御高
温干旱，其果实和茎片还具有可观的经
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发展
这一产业，把搬迁至黎明安置区的移民
群众重新凝聚起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致富之路。洪章明说：“大家一起
干，日子才能像以前种甘蔗时那样，热

热闹闹、红红火火。”
于是，2022年7月，洪章明毅然回

到老家棉纱村，在白鹤滩水库最高安
全水位线 825 米以上的山地选址，一
头扎进了仙人掌种植事业中。次年，
他又陆续带领几位熟悉的移民伙伴一
同种植。

回忆创业初期，洪章明坦言，虽然
翻地时指尖被磨出血泡，混着泥土渗
出来，但感觉比当年种甘蔗轻松许
多。引种阶段，为挑选最适合当地气
候的品种，他跑遍周边县（区），汽车后
备箱里塞满了不同品种的仙人掌；挂
果期间，他彻夜守在田间加强管护，手
机电筒的光束在夜色中晃动。

“你看这片仙人掌，做成仙人掌炒
腊肉，绝对是美味；‘仙桃’榨汁或做成
果酱，都相当可口。”洪章明捧着一颗

“仙桃”，指尖轻抚果皮上的细刺，眼中
闪烁着如同河谷阳光般明亮的光芒，

“计划今年打开销路，明年扩大种植面
积，争取让更多移民来基地里务工，增
加他们的收入。”

然而，现实却给洪章明泼了一盆
冷水。仅靠在农贸市场摆摊零售，根
本解决不了销售难题，熟透的“仙桃”
被摘下后堆积如山，过不了几天便开
始变软腐烂；割下的仙人掌片堆在墙
角，眼看就要蔫掉。其他几位合伙的
移民虽未多言，但眼神中的焦虑，洪章
明全都看在眼里。

目前，洪章明家种植了近 50 亩

“宝塔黄果”和“云钻红果”2个品种的
仙人掌，今年约有三分之一挂果。他
在巧家县的天生梁子、三江源农贸市
场、龙潭农贸市场以及四川省宁南县
城设点零售。若销售渠道畅通，按市
场价出售鲜果与仙人掌片，预计今年
可实现收入20余万元。

即便如此，洪章明发展仙人掌种
植的信心从未动摇。“如果能把仙人掌
产业做大做强，我还想延伸产业链。”
他计划建设一个小型加工厂，将果实
加工成果酱等产品，把仙人掌片开发
成饮料或制成真空包装的半成品，让
更多人品尝到这一独特风味。

“当年种甘蔗，我们靠土地生存；
如今种仙人掌，我们想靠山地致富。”
洪章明望着远处奔腾不息的金沙江，
江水映照着绿意盎然的河谷。

在洪章明的带动下，几位乡亲相
继开始种植仙人掌，目前已种下 100
余亩，共同走上这条“甜蜜”道路。种
植户刘启波说：“在洪章明的带领下，
我种了 20 多亩，今年初见成效，打算
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让闲置山地
发挥经济效益。”

如今，洪章明的仙人掌已长至齐
腰高，块茎肥厚饱满、脉络清晰。掰断
一片茎片，黏滑的汁液带着淡淡清香
扑鼻而来；剥去“仙桃”的外皮，果肉清
甜微酸，比起记忆中的甘蔗，更添几分
清爽。

不仅如此，为提升土地效益，洪章

明在仙人掌基地里巧妙套种了沃柑、
脐橙、芒果等果树。仙人掌与果树高
低错落，互不影响，大幅提升了土地利
用率，实现了一块土地多份收获，为基
地增添了更多经济收益。

7 月 11 日，四川省宁南县华弹镇
村民巫崇云特意前来考察。一进基
地，他就被连片的仙人掌吸引，跟着洪
章明穿梭在仙人掌林中，仔细询问种
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的细节。

“我在抖音短视频上刷到这位大哥
种了几十亩仙人掌，看上去发展得还不
错，加上宁南与巧家的地理位置、气候
特点相近，我们便想试着发展这一产
业，所以特意过来学习。”巫崇云说。看
着长势喜人的仙人掌，巫崇云忍不住伸
手抚摸，连连称赞。得知可以购买仙人
掌片去试种，他当即定下了140片。洪
章明亲自挑选品相好、易存活的仙人掌
片，打包好后递给巫崇云。巫崇云接过
包裹，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期待，驾驶着
摩托车踏上了返程。

眼下，这片寄托着乡愁与希望的
仙人掌基地，正期盼一场拓宽销路的

“及时雨”。无论您是水果批发商、餐
饮经营者，还是渴望品味这份“河谷味
道”的食客，您的每一份关注与支持，
都将助力洪章明他们将这份“绿色乡
愁”转化为“致富希望”。希望金沙江
河谷的风里，不只飘着记忆的甜美，还
飘着新生活的芬芳。

金沙江畔的“仙桃”梦——

一个移民的绿色乡愁与产业探索

◆云南日报记者 李寿华

“这里就是铁血雄关、钢铁哨所风
雪丫口。大家下车走一走、看一看。注
意，要穿上外衣，很冷的。”盛夏，一辆坐
满游客的中巴车停在泸水市片马风雪
丫口，导游小吴招呼游客下车参观。

“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有以‘军民联合抗英、抗
日’为主题的浮雕墙，还有日军遗留
的碉堡。”小吴说，带外地游客游览片
马，风雪丫口是必看的景点。

蜿蜒千里的高黎贡山山脉，在片
马镇东面高山峰顶形成一个巨大的

“V”形山口，成了边关片马连通内地
的必由之路。丫口海拔3150米，常年
浓雾紧锁，最大风力可达每秒 25 米，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20 摄氏度。特别
是冬春季节，狂风怒吼、大雪漫天，丫
口便冠以“风雪”之名。作为地势险
要、出入片马的咽喉要道，这里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2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片马
后，派遣部队抢占了风雪丫口，修建
了碉堡、战壕，以此作为入侵泸水、威

胁驼峰航线飞机飞行的战略据点。
1944 年，中国军队在景颇、傈僳、彝、
怒、独龙、白、汉等各族人民支持下，
奋起反击，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击溃日
寇，收复风雪丫口和片马，谱写了全
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
约》，片马终于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
颠沛流离，回到祖国的怀抱，风雪丫
口成为守护边关的坚固堡垒。

1956年，驻守泸水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边防部队派出一个排驻守风雪
丫口，并在冰天雪地中建立起人民军
队的第一个哨所。从此，片马风雪丫
口以崭新的面目矗立在高黎贡山上。

风雪丫口哨卡因其环境恶劣、条
件艰苦、战略地位重要，成了全军著
名的四大艰苦哨卡之一。1963年，国
防部授予风雪丫口哨卡“钢铁哨所
——风雪丫口排”荣誉称号。

1991年，片马成为省级开放口岸

后，从风雪丫口过往的人员、车辆不断
增加，驻守官兵“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
想”，开设“为人民服务窗口”，为行人准
备了茶水，为被耽搁在路途的群众提供
饭菜、床铺。尤其是大雪封山期间，官
兵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去解救被风雪围
困的行人。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风雪
丫口排为“救命排”“便民排”。

1983 年，边防体制调整，风雪丫
口哨所编入武警怒江边防支队（怒江
州公安边防支队）。2019 年，武警怒
江边防支队集体改制为怒江边境管
理支队，戍守的橄榄绿变成了公安
蓝。但无论是昔日的边防战士，还是
现在的国家移民管理警察，“守丫口、
爱人民”是戍边守卡人永远的职责。

泸水市六库街道至片马被开发
为红色旅游线路后，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昔日的烽火狼烟地成为集革命传
统、地方文化、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高地。

游客们在风雪丫口的大型浮雕墙前
拍照留念后，登上半山腰的碉堡、战
壕，触摸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受戍
边人扎根雪山、守边固疆的精神。

“这片浸染着先烈热血的土地，不
仅铭刻着抵御外侮的悲壮史诗，更见证
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保山游客赵先生说。

傍晚，新楼林立的片马边寨炊烟
袅袅，通关口岸汽笛声声。离风雪丫
口几十公里的鲁掌镇三河村农家庭
院内，篝火熊熊，酒香四溢。小吴带
领的游客们与当地傈僳族、汉族群众
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国家帮助我们建设了农文旅融
合特色村，还修建了到姚家坪的旅游
公路，田园变景区，民房变民宿，六
库、三河村、风雪丫口、姚家坪、片马
旅游线路逐渐红火，天天都有游客
来，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好
日子。”三河村党总支书记唐才文说。

哨所方寸地，月共九州圆。夜幕
下的风雪丫口，移民管理警察迎着寒
风执勤巡查，热情服务过往行人，书
写着忠诚戍边新故事。

风雪丫口：铁血雄关展新颜

眼下，在巧家县蒙姑镇文笔社区农业科技示范
园的大棚内，金沙江畔的暖风正悄悄催熟一串串青
翠饱满的“阳光玫瑰”葡萄。

“阳光玫瑰”葡萄又名香印青提，果形齐整美观，
果面光亮如蜡，色泽黄绿。咬开一颗，细腻的果肉带
着浓郁的玫瑰香，鲜脆多汁，甜而不腻。

如今，巧家首批本土培育的“阳光玫瑰”已经成
熟，约22亩、3万余斤绿宝石般的果实挂满枝头，静
待采撷。 通讯员 张玉霞 摄

蒙姑阳光玫瑰迎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彭 洪）今年，彝良县持续压紧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点行业安全
检查和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向好。

今年以来，彝良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办等多次专
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制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方案和挂图作战任务清单，全面压实安全生产
责任。

此外，彝良县还开展“拉网式”风险排查整治，完成
90个地灾隐患点调查和防治措施落实；完成在建工程风
险排查 28次、整改隐患 110条；开展林区防火隐患排查
15次，查处违规用火15起；推动十大重点行业检查，整改
省、市督导反馈问题147项，整改率达92.6%，推动企业自
查自改重大隐患 25条，实现隐患动态清零，从源头遏制
事故发生。深入开展重点行业安全检查，矿山隐蔽致灾
因素普查，完成 10个过期矿业权整治，矿业权有效期率
提升至 68.18%，开展“打非治违”巡查 15次，立案查处 10
起，处罚金额 21.72万元；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全力摸清“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和经营
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状况，完成 12个小区 68条消防安全
隐患整改和 214项消防审验遗留问题整改；开展道路运
输、城市客运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联合检查企业 61家
次，整改隐患 203条，完成 10年以上中型客车隐患整治
30项；清理公路沿线塌方 1000余立方米，积极推进 68.5
公里村道的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

在此基础上，彝良不断加强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开
展抗震救灾、防汛转移等演练 700 余场次，极大提高了
群众的应急能力；配置 148 部卫星电话，实现县、乡、村
三级全覆盖，前置储备物资到 4个乡镇，确保灾害响应

“最后一公里”畅通；针对 3100多名特殊群众建立“一对
一”转移台账，成功应对 4 次自然灾害，转移群众 3000
余人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质朴的谚语，深刻
揭示了付出与收获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

“成功在于平时的努力”这一论断，则更进一步阐明：
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日复一日的积累与坚持不
懈的奋斗。

付出是收获的必要前提，犹如开启成功之门的
钥匙。农民在田间挥汗如雨，方能迎来金秋时节的
丰收喜悦；科学家在实验室废寝忘食，经过无数次实
验才能取得科研突破；运动员在训练场挥洒汗水，坚
持刻苦训练，才能在赛场上摘金夺银。没有平日的
付出，收获便成无源之水；没有持续的努力，成功便
无从谈起。袁隆平院士正是怀着“把饭碗牢牢端在
中国人自己手上”的信念，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田间，
潜心研究杂交水稻，最终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
种，造福亿万人民。

成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积
累。日常的努力如同建造高楼的一砖一瓦，看似微
不足道，实则不可或缺。唯有经年累月的坚持，才能
在关键时刻厚积薄发。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自30岁
开始写作，无论寒暑，始终坚持清晨写作的习惯，并
常年通过长跑磨炼意志。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坚
持，让他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成功需要脚踏实地地奋斗。唯有懂得付出的
人，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收获硕果；唯有依靠双手创
造，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唯有平时注重点滴积累，
才能在机遇来临时牢牢把握，实现人生理想。在通
往成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须铭记：每一次耀眼的成
功背后，都凝结着无数个平凡日子里的默默耕耘。

成功源于
坚持不懈的奋斗

胡远松

彝良压紧压实安全责任
提升应急处突能力

大家谈

安全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亚莉 李懿珊
文/图）“我家就住在附近，这条路虽
然不长，但是建在了我们心坎上。”近
日，在永善县民欣路民族小学路段，
居民刘亚利指着眼前崭新的道路，脸
上洋溢着喜悦。“S”形的双向车道，路
面平整宽阔、交通标线清晰、车流秩
序井然，这条长 213 米、宽 6.5 米的道
路，让困扰该区域多年的交通“肠梗
阻”被彻底打通，为城市“微循环”注
入了新活力。

该区域被密集住宅包围，以前群
众只能从旁边一条狭窄的、坑洼不平
的便道通过，且道路紧邻学校，每到上
下学高峰，接送孩子的汽车、电动车、
自行车与行人混作一团，让原本就狭
窄的通道瞬间变成“死胡同”。新路的
建成，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显著缩短

了居民出行的路程和时间，更重要的
是，为周边居民新增了一条入城通道。

对于像李源泉这样依赖摩托车
出行的居民来说，新路带来的不仅是
便捷，更是安全感的提升。“以前骑摩
托车经过这里，时常遇到堵车，下雨
天路特别滑，有摔倒的风险。现在新
路修好了，我们出行更安全、更方便
了。这真是一项利民的民生工程。”
李源泉说。

这条“民心路”的贯通，是永善县
又一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的生
动体现。据悉，为全面提升道路品质
与服务功能，有关部门后续还将进行
绿化苗木种植和路灯安装工作。届
时，这条路不仅畅通无阻，还将以亮
丽环境和安全保障，持续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加码”。

永善打通“肠梗阻”畅通出行路

◆通讯员 黄成元 杨若萱

夏日的盐津县落雁乡，绿意盎
然。瓜藤纵横交错，阳光为饱满的黄
瓜镀上诱人光泽。田垄间，村民往来
穿梭，忙着采摘成熟的黄瓜，箩筐与
小车满载的不仅是沉甸甸的瓜果，更
是实实在在的希望。

落雁黄瓜，以脆嫩清甜赢得口
碑。然而，鲜货娇嫩难久藏，丰收季
集中涌向市场，价格常如过山车般起
伏，“增产不增收”曾是瓜农心头的重
石。今年，这重石被保隆村蔬菜加工
厂稳稳卸下——加工厂与农户结成
紧密纽带，以合理价格敞开收购，瓜
田直通车间，瓜农再无后顾之忧。

迈进保隆村蔬菜加工厂，机器运
转声不绝于耳。一筐筐新摘的落雁
黄瓜在此开启蜕变之旅：先经严格筛
选剔除次品，再经多道水流彻底洗净
尘泥。工人们手起刀落，鲜瓜成条，
随即送入烘干房。热风带走水分，锁
住精华，鲜亮水润的黄瓜由此化身为
易于储运的干货。

“每日收购鲜黄瓜2000斤左右，最
终可得80斤优质黄瓜丝。”加工厂负责
人曹斌介绍道，“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市场反响还不错。”这“鲜”变“干”的魔
法，让农产品身价倍增——鲜瓜收购
价每斤仅1元，烘干后的黄瓜丝每斤40
元，价值“裂变”清晰可见。

从翠绿田畴到现代工厂，落雁黄

瓜完成了华丽转身。保隆村蔬菜加
工厂不仅稳稳托住了丰收季，更成为
村民增收的新支点。厂内吸纳了周
边 6名村民稳定就业。“农闲不再闲，
每天在家门口稳稳挣上 120 元，还方
便照顾老人！”村民黎成华的笑容里
充满了知足。

落雁千亩瓜田的丰饶与保隆村
蔬菜加工厂的活力，恰是乡村产业振
兴的生动注脚。一根小黄瓜，借力精
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身价倍增，
终成带动一方致富的“小金瓜”。这

“鲜”与“干”的智慧转换，为乡村经济
注入了汩汩新流。曹斌目光坚定：

“我们立足落雁优质资源，未来更要
擦亮品牌，让这‘小金瓜’香飘更远。”

田间地头村民的欢笑声与工厂
车间里机械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共
同奏响了一曲产业兴、农民富的协奏
曲。这不仅是落雁黄瓜的涅槃之路，
更是盐津县农业现代化在乡土大地
的真实注脚——它生动诠释了，当土
地丰饶的产出遇上现代工业的巧思，
农产品便在产业链延伸中实现了价
值的倍增。

落雁乡的实践，为盐津县广袤乡村
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立足本地特色资
源，拥抱加工转化，打通产销堵点，小作
物也能撬动大产业。这趟由“鲜”入

“干”的旅程，蹚出的不仅是一条黄瓜的
升值路，也是一条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落雁乡：“小金瓜”绘出乡村振兴“大钱景”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盐津县

绿色硅材项目（皓港硅业年产

150万吨绿色硅基新材料建设

项目）（征求意见稿）》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

予以公告。公告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通过网络查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7taUm3oOIYQSF7RFZNG ⁃
dBg；提取码：zhk1。

（2）公众可前往盐津皓港

硅材料有限公司或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云南春碧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盐津皓港硅材

料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昭通市盐津县

柿子镇新区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15287843528
环评单位：云南春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5925065546
邮箱：2726855823@qq.com
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区公园壹号3栋702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

要是项目区评价范围内的居

民、企业和其他组织等，也欢

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宝

贵意见。而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

意见或者诉求不在征求意见

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T6TFMSB6RXel1Yg ⁃
zbpQBSw；提取码：v4p9。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

公众可自行通过网络链

接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

填写后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也可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相关联系人的邮箱。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2025 年 7 月 15 日至 2025
年7月28日。

盐津皓港硅材料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登报作废
昭通金塔实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530600004337，车 牌 号 ：云

C0363挂。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通市亚恒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昭通牡丹支行

预留印鉴的公章1枚，字样：昭

通市亚恒贸易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1枚，字样：昭通市亚恒

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私章

1枚，字样：周亚辉印。特登报

作废。

登报作废
周鑫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经 营 许 可 证 ，证 号 ：

530603000004，车 牌 号 ：云

CT0012。特登报作废。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