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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7日电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蒙古文、藏文、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5 种民族文字版，已由中
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学习读本》5种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述评之一 见第二版

百年德和的新滋味
本报记者 龙舟 万旭

在位于昆明市南强街的德和品牌旗舰店内，萌态十足的瓦猫格外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盛夏，富罗、宣会、师丘等高速公路
建设工地上运输车辆穿梭如流，不远
处，渝昆高铁曲靖段施工正酣……一个
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正是曲靖市加
快构建公路优结构、铁路提速度、民航
扬优势、水运强弱项立体交通体系的生
动写照。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打造内联
外畅的综合交通网。在这一理念的指引
下，曲靖精准定位枢纽坐标，紧紧围绕

“一中心一样板两区”战略部署，以交通
先行带动要素聚集。当下，“一环三纵五

横五联”的高速公路网、“五高四普两支
一城际”的铁路网及 1小时航空经济圈
正逐步成型。

为确保交通项目的顺利推进，曲靖
科学编制“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在规划的引领下，铁路专用线布局、
滇东纵向铁路通道和沪昆铁路长水设站

等前期工作稳步推进。同时，积极谋划储
备公路、机场、铁路、客运枢纽站 4类项
目，2025年计划启动建设项目8个，预计
总投资 290.16亿元。曲靖还抢抓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机遇，上报
53个储备项目，为交通运输领域的设备
更新换代按下“加速键”。

资金是交通建设的“血液”，曲靖积
极融通政策活水，精准对接国家、省级交
通规划，将重点项目纳入政策“篮子”。6
条“互联互通”高速项目全部纳入《云南
省 2024年度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和《云
南省2024年度“重中之重”项目清单》。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海 常远）近日，
记者从 2025年夏季云南文旅主题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按照最新文旅统计制
度测算，今年 1至 6月，全省共接待游
客 3.71亿人次，同比增长 10.8%；实现
旅游总花费 6584.31 亿元，同比增长
10.5%。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创新产业融合，
培育旅居、夜游、入境游等新增长点，拓
展旅、文、农、商、体、娱、研、教等文旅消
费新场景，以旅游转型升级为牵引，促进

文旅消费快速增长。作为大力培育的新
增长极，“旅居云南”新品牌正在改变云
南旅游发展格局，全省旅居人数达280.3
万人次，同比增长45.4%。

上半年，我省聚焦“文化兴滇”，持
续打造文博旅游热点。“滇西抗战文物
主题游径”入选国家优秀文物主题游

径，组织全省 48家博物馆（纪念馆）延
长开放时间 1.5小时，全省备案博物馆
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 14%。聚焦夜间
文旅消费，让游客停下脚步，融入“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谋划“云南之夜”品
牌和“遇见云南”夜游、夜演、夜购等系
列产品。14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实现营收 181亿元，同比增长 8%。聚
焦海外市场，大力发展入境旅游。支持
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等 6个州市 14个
点位开展入境游便利化试点，320个景
区对台胞证首办者免除首道门票。全省
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251.03万人次，同比
增长86%。

曲靖：构建立体交通体系 激活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雯

上半年全省实现旅游总花费逾65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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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焕然一新，街头巷尾干净整洁；老厂区生机勃
勃，特色街区业态丰富……近年来，云南把城市更新作为保
障民生、促进发展、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围绕好房子、好小
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打造城市更新民生工程、发
展工程、安全工程，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云南模式”。

“以前下雨天楼道漏水，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找不到，现
在楼道安全卫生，街道变得漂亮，外孙们也爱来我这里玩
了。”家住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的李奶奶，谈起家门口的
变化笑得合不拢嘴。近年来，昭通市以“绣花功夫”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不仅让千年古城焕发生机，更让居民的生活品质
实现跨越式提升。截至2025年5月，全市已完成124个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惠及居民5.2万户。

像昭阳区一样实现老旧小区蜕变的案例，在云南比比
皆是。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
念，我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塑造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城市空间格
局，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在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居住品质提升行动中，我省稳步
推进老旧小区、城市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2021年以来，全
省共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49万个、城市危旧房8922套
（间）、城中村58个，新开工建设安置住房4.08万套。

聚焦“一老一小”，全省完成10个省级完整社区建设试
点。2021年以来，2785个小区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改
造各类老化管线 1万余公里，增设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1785
个、停车位11.4万余个，新增文化休闲健身场地等154万平
方米，极大地提升了人居环境舒适度。

聚焦“住有所居”，全省扎实推进住房保障工作，累计建
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18万余套，开工建设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6664套，建设公租房91.19万套，发放租赁补贴58万余
户次，解决近410万名群众住房困难问题。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好房子”是关键。云南认
真贯彻国家《住宅项目规范》，启动 20余部地方标准的制
（修）订，开展典型案例征集，发布数字家庭建设标准并开展
试点，在部分地区推出第四代住宅，着力为群众提供更人性
化、更智能、更便捷的住宅。玉溪市 2023年颁布《城市更新
条例》，成为全国较早出台城市更新条例的地级城市。

统筹发展和安全，城市发展更有韧性。全省坚持先体检
后更新，全力完成年度城市体检任务，并结合体检结果谋划
储备项目，目前已储备城市更新项目 4800余个，城市更新
年均完成投资千亿元。同时，有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和“透明城
市”建设，完成城市燃气、供排水管网新建改造约2.17万公里。2024年，全省城市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为 69.75%，较“十三五”末提升 8.64个百分点。昆明市主城
建成区雨污分流系统覆盖区域占比从34.8%提升至89.9%。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全省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按照“全、真、
活、深”工作思路，持续做好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截至目前，全省
有历史建筑 2558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 137座（个/
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8座，总数并列全国第三；中国传统村落数量达 777个，
居全国第一位。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娄莹）7月17
日，2025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媒体通
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2025年大
会将于10月中下旬在大理白族自治州
举行。这是大会第三次落地云南。

本届大会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主办，中体产业集团、云南省体育局
和大理州共同承办，通气会介绍了大
会整体规划、核心亮点及筹备进展。
据介绍，大会将聚焦首发经济、科技
户外、跨界融合三大亮点，设置“开幕
式+主题活动”主体活动，并结合体验
表演、资源推介、赛事活动等配套活
动，提升大会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带动
力，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
各板块方案基本确定，筹办工作正有
序推进。

通过前两届大会的成功举办，云
南户外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
势，每年新增户外运动相关旅游、旅

居人员超 2000万人次，拉动相关消
费达千亿元以上，构建起涵盖户外运
动用品销售、俱乐部运营、赛事组织
以及旅游服务等的完整产业链，成为
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打
造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
区，我省持续推动“金沙江云南流域”
的资源整合，加快构建全域户外与体
育旅居的深度融合。同时，秉持发展
与招商并重的理念，指导各地储备户
外运动招商项目，服务主体在云南落
地开花结果。

大理作为“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全
域旅居度假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户
外运动资源和旅游资源。在总结前两
届大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理州正
积极整合资源，完善各项方案和预案，
强化服务保障，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升
级、服务接待能力提升及安全保障措
施落实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文峰）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突出抓好新
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

“三类干部”等重点对象的学习教育，
推动学习教育有关安排同干部教育管
理监督工作要求有效贯通、深入融合，
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三类干部”
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主
线，扎扎实实抓紧抓好。安排“三类干
部”列席学习教育读书班和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为年轻干部讲授学习教
育专题党课，组织年轻干部开展集中
学习研讨，持续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见行见效、走深走实。州委主要负
责同志以视频方式为州县乡三级党员

领导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各
级“三类干部”就近就便参加学习。同
时，举办州管年轻干部集中学习研讨
会议，组织65名州管年轻干部集中观
看警示教育片《莫让年轻有为变“妄
为”》，听取年轻干部学习教育查摆问
题整改情况，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清白
做人、干净干事、锐意进取，将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文山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举行州管“三类干
部”家属助廉座谈会，组织143名州管

“三类干部”家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
《亲情绑架下的权力腐败》，通报近年
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就家属助廉经验做法开展交流
研讨，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社风。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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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靶向发力
赋能“三类干部”学习教育提质增效

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第三次落地云南

汇聚全球南方
磅礴力量

——《“金砖合作”推动全球
南方携手共进》智库报告解析

见第四版

在岗位扎根
为时代添彩

见第六版

面对独龙江乡暴雨灾害——

党员奋战一线
保障一方安宁

见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丹） 7月 17日，
第八届聂耳音乐周在昆明开幕。

本届聂耳音乐周以“奏响奋进旋
律 共谱时代华章”为主题，于 7月 17

日至 23 日在昆明与玉溪举办。昆明
分会场以“音乐+文旅”模式推出近
20场活动，玉溪分会场围绕“聂耳故
乡 音乐之都”举办“聂耳杯”青少年

合唱展演、演讲邀请赛等活动，传承
聂耳爱国主义精神、奏响新时代爱国
强音。

下转第二版

第八届聂耳音乐周开幕第八届聂耳音乐周开幕

走进位于昆明市南强街的德和品牌
旗舰店，一尊萌态十足的瓦猫格外引人
注目，它慵懒地躺在店梁之上，顾客伸手
可触。在它周围，是琳琅满目的各类伴手
礼，每一款都散发着浓浓的“云南味儿”。

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持
续深耕云南美食文化，通过创新表达、拥
抱智能制造、积极跨界融合，以全新的
产业链逻辑，探索文旅消费从产品到文
化体验的路径，让本土饮食文化可触、
可感。

创新表达 引领文旅“潮”玩法

“我们在巧克力里加了很多云南本
土的食材，推出了鸡 巧克力、麻辣洋芋
条巧克力等，受到顾客喜爱。”昆明德和
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
理李爽说。

把云南“四季花开”的浪漫凝练为
“花语盲盒牛轧糖”，配上专属花语，消
费者在选购时，可选择特定日期以及不
同寓意的祝福，大大提升了产品的情绪
价值和云南文化沉浸感；法式黑松露
酱、松茸坚果酱等即食软罐头，适配面
包、意面等场景，并附赠“躺赢菌”“暴富
菌”等趣味盲盒卡片，让山珍变身潮流
零食；黑松露薄饼的包装融入非遗甲马
图案，唱片造型的普洱茶礼盒扫码可听
昆明方言故事，让地方文化可看可听；
一个个冰淇淋，搭配云腿酥、玫瑰酥、杨
梅酥等云南专属“帽子”……在这个以
火腿罐头闻名的老字号旗舰店，各种创
意产品展现着满满的青春活力。

德和罐头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
其前身是浦在廷先生创立的兄弟食品罐
头股份有限公司。1923年，孙中山先生
亲笔题词“饮和食德”褒奖，企业遂取“德
和”二字作为商标沿用至今。从最初的小
规模生产到如今的行业翘楚，这家百年
老字号一路走来，不断适应行业变迁，通
过年轻化的创新和融合，持续拉近与消
费者的距离。

“1921年创始的时候，我们卖的就
是云南特产，直到今天我们做的也是云
南特产，只是时代不一样，产品形态相应
发生一定改变，但是德和的文化根基始
终源于云南食品。”李爽介绍，德和旗舰
店计划于 9月进行升级，引入书店及文
创品牌，打造一个消费者愿意停留、觉得
有趣并能收获多维体验的“云南形象综
合展示空间”。

拥抱智造 提升企业硬实力

2011年，德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
华老字号”企业，此后，德和没有躺在“功
劳簿”上吃老本，而是不断迈出革新的步
伐。2016年底，职业经理人团队入驻德
和；之后的2017年、2018年间，企业将原
有传统午餐肉产品进行升级，推出“黑猪
云腿午餐肉”；2019年铺设销售渠道，拓
展电商板块；2020 年发力全产业链；
2024年开拓全国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截
至目前，企业拥有德和黑猪门店 22家、
德和罐头门店23家，今年销售额预计将
达到4亿元。

“老字号”要不断发展，不仅需要营
销的“花活”，更需要生产制造与品质把
控的硬支撑。

在推出“黑猪云腿午餐肉”的同时，
德和自建现代化、智能化的养殖基地，将
林下养殖和规模化智能养殖相结合，培
育出肉香味浓、雪花丰富、生命力旺盛、
抗逆性强的云务黑猪。目前，基地拥有
1500头云务黑猪种猪，年出栏 3万头特
色黑猪育肥猪，满足“德和黑猪”系列和

“大满罐火腿”系列产品的原料供给。
2024年，德和全资子公司——宣威

兄弟食品火腿工厂建成投产，产能每年
达2000吨。火腿工厂配备了恒温恒湿发
酵室、风干室、冷藏库、质量检测及研发
实验室等，以传统宣威火腿腌制技艺结
合现代科技，生产出咸香适中、口感鲜美
的云腿产品，同时，为适应现代生活健康
需求，产品减盐达25%。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