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戴振
华） 7月 14日，勐腊县
强降雨导致勐腊镇竹
林社区暴发山洪，
部分村组房屋受
损，道路受阻。灾
害发生前，当地
已紧急转移 120
户355名群众，截
至记者发稿时，暂
无人员伤亡报告。

7月 14日 22时
20分，气象部门发布
勐腊县暴雨红色预警，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级
立即启动“1262”预警叫应机制，基
层应急明白人第一时间深入现场指
挥、研判并转移群众。

灾害发生后，勐腊县委、县政府迅
速成立前线指挥部，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本次强降雨还导致小磨高速公路
磨憨往昆明方向龙林段和竹林社区进
村道路中断。经全力抢通，截至 15日
13时15分，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
累计发布“1262”预报预
警服务产品 265 期，
为防汛决策提供有
力数据支撑。采用
“1262”和系统自
带 预 警 叫 应 模
板，推行线上线
下 双 重 会 商 模
式，实时跟踪雨水
情况，实现预警叫

应全闭环管理，确
保信息传递及时准

确、应急响应迅速有效。
自然资源、交通、住建、水

利、文旅等部门扛实行业监管责任，
督促指导相关重点单位落实“1262”防
汛工作机制，科学制定防汛应急预案，
动态开展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
险等工作，推动“1262”机制向重点行
业部门拓展。各级扛实属地责任，全
面动态摸排辖区内人员情况，不留盲
区死角，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同步叫
应、同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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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雨导致勐腊暴发山洪
355名群众安全转移

安全度汛 守护民生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 7 月 15
日，云南今年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陆
续送达。

上午10时20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毕业生赵欣悦核对身份证后，从邮
政揽投员手中接过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成为今年云南省首批收到高考录取
通知书的学子之一。

随着这封通知书的送达，更多的云
南考生将陆续收到属于自己的“入场
券”。中国邮政EMS作为全国高校录取

通知书及学生档案的唯一指定寄递渠
道，云南邮政专门成立了省、市、县邮政
三级专项保障组，确保寄递工作组织到
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监控到位。

今年暑期预计有暴雨等突发性天
气，为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提
质增效，云南邮政特别加强了汛期生产
作业保障和考生线上渠道服务。在收寄
环节使用透明防水袋包裹邮件，在内储
环节做好总包衬垫包装，在投递环节做
好汛期后勤保障。同时，为确保高考录取

通知书安全、精准、零差错到达，还采取
专用封套、单封单交、专人专区，全程优
先处理、优先发运、优先投递。

考生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官网、中
国邮政 11183 服务热线等渠道，输入

“邮件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即可查询
通知书寄递信息，从寄出到签收，全程
可查可溯。云南邮政提醒考生，高考录
取通知书必须由考生本人或指定代收
人持“双证”（身份证及准考证）才可当
面签收。

本报讯（记者 李正雄） 7月 14日，
云南省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2025年“团
结进步同心营”活动在昆明启动。

来自玉溪、文山、德宏、丽江的40名
中小学生代表及教师代表齐聚昆明，将
前往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研学之旅。学生
们将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到民族文化

宫参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
籍展，参观长城、故宫博物院、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以及北京著名高校等，深
刻了解感知祖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
革命文化底蕴，并与北京中小学师生进
行友好结对交流。

据悉，该活动自 2022年创办以来，

已组织多个州（市）的学生到北京、上海、
江苏、贵州等地研学交流，参与学生人数
超过3万人。

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宗教委、省教育
厅、共青团云南省委共同主办。

图为青少年们参观云南民族博
物馆。 供图

从种茶、制茶到吃茶、饮茶，从定
亲茶、和睦茶到丧葬茶、建房茶，在与
茶相伴的千年时光里，德昂族群众将
茶奉为信仰图腾，几乎贯穿了他们的
生命轨迹。

“酸茶”在德昂族茶俗中是一个独
特存在，它以当地大叶种为原料，用竹
筒密封埋于地下，依据环境不同，2个月
至12个月即可发酵完成，也因此，德昂
酸茶实际是一种特有的“厌氧发酵”茶，
过程中产生的有益菌与酸奶有着原理
上的异曲同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昂
酸茶会有一股恰到好处的奶香味，生津
止渴的同时，对肠胃等皆有裨益。

2021年，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成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的重要
组成部分。2022年，德昂族酸茶制作
技艺参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是全国唯一
的德昂族乡，当地依托传统民居古建
筑积极发展酸茶文化主题游，构建起

“吃住行游购娱”的文旅新业态，让当

地群众吃上旅游饭的同时，也让更多
人了解到了“德昂酸茶”这项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

德宏州目前生产酸茶的企业有
50余家，通过研发及质量把控，不但
延续了酸茶的传统制作工艺，也提高
了酸茶的保健利用价值，例如挂耳茶
包、冷泡茶等系列就尤为受年轻消费
者青睐，“传统技艺+现代创意”让德
昂酸茶走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芒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
年来也在通过培训、校企合作等方式
为德昂酸茶保驾护航，培训班学员年
龄越加年轻化，为传承该技艺积累了
人才厚度。该中心副研究馆员张引说：

“茶叶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非水溶能够
完全释放，或许可借鉴抹茶的饮用方
式，既可以放大酸茶的营养价值，也能
够增加酸茶的文化内涵。”

本报记者 秦明豫

我省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云南省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云南省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20252025年年““团结进步同心营团结进步同心营””活动启动活动启动

让德昂族酸茶走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谢炜 黄佳伦 段冯
媛）推进系统性变革，实现数智化发
展。7月1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
的第四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浙
江省杭州市启幕，同期举办“2025年
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展”。大会发布
了第五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云
南日报报业集团云新闻客户端“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网络 IP打造入选并
参展，云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人受邀
作主题发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一步明确了
媒体融合战略的发力方向。当前，全国
主流媒体正积极应变，探索构建全媒
体传播体系、重塑主流舆论新格局，为
推动系统性变革提供了丰富案例。

此次发布的第五届中国报业创新
发展案例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展的权
威评选，案例集中反映了我国报业推
进深度融合发展和系统性变革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效，对报业媒体转型具有
较强的示范推广价值。经专家评审委
员会严格评审，遴选出 60个案例，包
含全媒体传播建设类14个、内容供给
创新类19个、运营服务模式创新类14
个、数字技术应用类8个、体制机制创

新类5个。
作为我省今年唯一入选案例，云

新闻客户端连续 3年牵头打造“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网络 IP，通过持续
策划、深度挖掘、精准传播，探索出了
一套具有借鉴价值的内容生产范本，
构建起权威媒体主动引领、全省媒体
协同联动、各级政务号积极推动、自媒
体踊跃互动的内容生产创新体制，助
推云南生活方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
现象级存在。

第五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评
审委员会专家点评该案例时认为，这
一 IP不仅是云南极具辨识度的亮丽
名片，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网友了解云
南、向往云南的重要窗口；凭借该 IP，
云南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以
及淳朴热情的民风得以生动展现，让
云南独特的生活方式深深扎根于人们
心中，引领国潮生活新方向。

大会现场，2025年中国报业创新
发展案例展同步亮相。云报集团云新
闻客户端精心布置的展区，以精美的
视频、文图及德宏咖啡、楚雄彝绣、明
信片等特色产品，让与会嘉宾深度领
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第四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召开

“ 有 一 种 叫 云 南 的 生 活 ”
入 选 创 新 发 展 案 例

本报讯（记者 胡梅君 高玥 通讯
员 于飞） 7月13日，以“普洱咖啡 香
遇北京”为主题的普洱咖啡品牌专场
推介会在北京市朝阳区象外空间举
行，中央有关部委机关、研究机构、高
校嘉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明日报等媒体以及普洱籍在京人士
齐聚现场，共赴“咖啡之约”。

推介会上，来自普洱的推荐官从
不同维度展现普洱咖啡的独特底蕴与
普洱的多元价值。普洱咖啡推荐官以
生动的咖啡故事为主线，从普洱咖啡
生长的自然环境、种植历史以及咖农
们的匠心守护，引领现场嘉宾全方位
感受普洱咖啡从枝头到杯中的独特魅
力。普洱咖啡师品牌推荐官聚焦“普洱
咖啡师品牌”与“普洱创业之城”，以鲜

活案例讲述普洱在“咖啡+创业”模式
下的双向赋能图景，诚邀大家到普洱
投资兴业。普洱文旅推荐官以“茶咖双
韵 普洱烟火”为主题作旅居推介，诚
挚邀约大家走进普洱体验“左手咖啡，
右手茶”的生活方式，沉浸感受多民族
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7月 11日至 13日，以“普洱咖啡
香遇北京”为主题的普洱咖啡城市推
介活动在北京多点开启。来自普洱市
的近 20家咖啡企业分别走进当地的
文化空间、企业、高校、社区、文化地
标、集市等，以咖啡品鉴展销、咖啡沙
龙、咖啡小课堂、招商恳谈、文旅推介
等形式多点位开展宣传推介，让北京
市民近距离感受普洱咖啡和普洱文化
的魅力。

“普洱咖啡 香遇北京”专场推介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黄鹏） 7月 12日，全
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会暨
教学展示活动在文山学院举办。来自全
国 28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
部）负责人、思政课教师代表，以及文山
学院的师生共500余人参会。

此次活动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
旨在深化相关教育研究，推动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创新发展，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央党校一级教

授韩庆祥、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骆郁廷等 5位专家，围绕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学改革创新等主题，
分享了各学段思政课在理论研究、资源
建设、案例教学、教学设计等方面的成
果，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思政课教学提
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教学展示环节中，9位思政课教师

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独特的设计思路、
丰富的教学互动和娴熟的授课技巧，呈
现了多堂精彩的示范课，充分展现了思
政课教学的创新活力，为与会教师提供
了宝贵的教学范例。

此次活动为全国思政课教师搭建了
交流展示平台，通过思想碰撞与经验分
享，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将助力提
升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实效，推动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迈向新高度。

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会在文山举办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 实习生 瞿锐
捷） 7月15日，云南省总工会“工会共建
劳模林”义务植树活动在昆明市西山林
场举行。在昆的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省总工会干部职
工等共同栽种下 400余株滇青冈、华山
松树苗。

活动现场，参与活动的劳模代表及
职工在林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迅速投入

到植树环节中，一排排新栽的苗木在山
坡上错落有致，为西山林场增添了一片
新绿。

“劳模林是传承奋斗初心的‘使命之
林’，是弘扬劳模精神、凝聚奋斗力量的

‘精神之林’，是践行绿色发展、共建美好
家园的‘生态之林’。让我们充分发挥广
大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为山川增绿、为
职工造福。”活动中，昆明市林业和草原

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段丽华现场开展了
“三个精神”微宣讲，并普及了林业科普
知识。

2021年，省总工会选定西山林场部
分所属区域建设“工会共建劳模林”。截
至目前，共完成“工会共建劳模林”项目
的人工造林 99.8亩、征占用林地植被恢
复造林18亩、森林抚育144.9亩，种植苗
木2万余株。

省总工会举办“工会共建劳模林”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7月12日
至13日，第十届全国缅甸研究青年
论坛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多所
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和政府专家学
者、青年学子齐聚边境傣乡，围绕中
缅关系、中缅政治经济等议题，共同
探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本
届论坛共收到投稿近70篇，最终精
选21篇论文进行现场交流，涵盖跨
境合作、边境治理等领域。

论坛设置 3个平行研讨组，青
年学者聚焦前沿课题开展交流。中
山大学副教授张添，华南师范大学
博士吴杨珍，云南大学助理研究员
吴思琦，德宏州宋学、王彩基等专家
作交流。期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
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德宏研究基
地正式揭牌。同时，还举办了学术刊
物编印座谈会，《亚太安全与海洋研
究》《南洋问题研究》《缅甸研究》等
多家期刊负责人共议区域国别研究
成果传播成果发表和应用。与会学
者还到瑞丽畹町口岸、姐告国门及
沿边产业园开展实地调研，到雅戈
尔服饰、音皇电子等企业参观。

全国缅甸研究青年论坛
在德宏举办

本报讯（记者 谢蕊灿） 7月15
日，“吉金威楚——楚雄州青铜文化
展”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开幕，
140套（件）楚雄州境内出土的春秋
晚期至汉代珍贵青铜器亮相展馆。

本次展览汇集省州县多家文博
机构的精品资源。其中，国宝重器春
秋战国时期万家坝型铜鼓、战国半
环钮铜编钟，以及万家坝古墓群出
土的战国羊角钮编钟、兵器、农具等
展品令人瞩目。展览分为鼓音千年、
钟鸣新声、干戈征战、寒耕暑耘、烟
火器韵 5个单元，生动再现当时的
社会面貌、艺术审美和多姿多彩的
生活图景，讲述楚雄地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有力印
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
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2日。

本报讯（记者 侯婷婷） 7月15
日，云南省博物馆原创大展“从西南
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期的云
南”开幕。

本次展览围绕 3 部分展开叙
事。第一部分“星汉灿烂”展示昆明、
哀牢等西南夷族群的文物，通过青
铜兵器、装饰品及生活用具，勾勒出
多元共生的边疆文化图景；第二部
分“古滇华章”展示战国时期“滇国”
历史画卷；第三部分“万里同风”展
示通过“滇国相印”“滇王相印”封泥
与“滇池以亭行”简牍等形成了完整
的证据链，补证了司马迁《史记·西
南夷列传》相关记载。

本次展览展示了云南 30多年
来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云集晋
宁河泊所、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
头、祥云大波那4个“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重点文物，以及祥云红土
坡、宁蒗干坝子、曲靖八塔台、昌宁
大甸山、个旧黑蚂井、广南牡宜等
60余个最新考古发现，系统完整地
展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到
益州郡的考古实证、历史研究成果。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9日。

“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在省博物馆开展

楚雄州青铜文化展开幕

抢通进村道路抢通进村道路。。 供图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李承韩） 7月 15日，
云南交投集团在昆明发布了“绿美通道·
交通大模型”，标志着该集团在智慧交
通、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AI技
术创新应用进入了全新阶段，开创了行
业数智化转型升级的新范式。

2023年12月，云南交投集团携手华
为、长安大学启动了交通大模型研发工
作，紧扣“数字+交通”“数智+通道”，一
体推进大模型软硬件资源等，从探索
路径、试点验证到工程化落地，经过近
两年的研发，构建了“绿美通道·交通大
模型”。

作为交通行业垂类大模型，算力是
大模型的基础支撑。云南交投集团建成
了通用算力达4.5万核、AI算力达100P、
综合存储能力达10PB的智算中心；本地
化部署了盘古、DeepSeek、智谱清言等国
产通用大模型，全面集成了自然语言、视
觉、多模态、时空预测等能力；建成了统
一高效的模型开发管理平台与工具链，
具备了数据工程、模型工程、智能体开
发、监控运维等全流程支撑能力；建成了
超过 600GB的行业知识语料库和超过
400G企业专有知识库，在行业专用语料
的基础上，通过匹配通用语料，构建了行
业模型的训练数据集和覆盖“建管养运
服安”全场景的评测数据集。

“此次发布的交通大模型开展了 4

轮增量训练与评测，形成了涵盖行业认
知与业务理解、交通态势感知与预测、交
通场景多模态认知、决策生成与辅助优
化4个行业模型主体架构。”云南交投集
团科技与数字发展部部长孙秀珍介绍，
行业认知与业务理解大模型在交通核心
业务领域的评测表现均已经超过了通用

模型的表现，平均准确率达到了84%；交
通态势感知与预测大模型在交通流量的
短期预测、速度预测、拥堵事件识别等态
势感知方面的精度，与当前通用大模型
相比精度提升了 9.91%，与传统小模型
相比精度提升了14.35%。

同时，云南交投集团将大模型的核

心能力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面向建设、
管理、养护、运营、服务、安全、办公业务
需求，完成了知识问答、合同审查、简报
生成、小语种翻译、AI信息员、AI应急值
班员、施工图纸智能审查、工程进度智能
分析、路网运营态势研判等30多个AI应
用服务开发并实现落地应用。

云南交投发布绿美通道交通大模型

云南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云南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