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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 7月 22日，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昆
明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
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64人出席
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
作关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条
例（草案）》《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受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负责人作《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
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云南省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
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负
责人作《关于废止〈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
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关于《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条例》《丽江市漾弓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审查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民族委
员会负责人作关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献血条例》等 3件单行条例审
议结果的报告。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
人作关于云南省 2024年地方财政决算
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该决算草案审

查结果的报告；省审计厅负责人作关于
云南省 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生态环境
厅负责人作全省 2024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省发展
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外办负责人分别作
我省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情况、国际友好城市暨省级对
外援助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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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丹）近日，省知识
产权局、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纵深
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的通知》，进一步
深化专利转化运用机制，推动创新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通知》指出，纵深推进专利转化运
用工作，对于推动云南省新一批高价值
专利实现产业化，提升高校和科研机构
专利产业化率，促进一批主攻硬科技、掌
握好专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专利产

业化内涵式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围绕夯实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利转化能力、提升中小企业和重点产业竞
争优势、强化专利质量促进专利产业化的
政策导向、形成促进专利转化运用的长效
机制4个方面提出15项具体任务，涵盖高
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专利产
业化样板企业和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产业化政策和管理
制度调整优化、建立专利转化运用常态化
长效化工作机制等内容。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专利转

让许可次数1682次，新增备案专利密集
型产品 221个，总数达 2329个；52家高
校院所 2024年以来新增专利盘点入库
进度达85.13%；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
15亿元，同比增长 82.04%；对 67家企业
78项高价值专利给予资金奖补 640万
元，专利转化助推云南省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据了解，我省各有关部门将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以专利转化运用培育新质
生产力，为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玉溪市
聂耳音乐广场响起，数千名观众自发高
声合唱；当玉溪和上海的孩子们手拉手
走进聂耳小学，讲述着校园内随处可见
的聂耳故事；当玉溪师范学院年轻学子
设计的AR聂耳数字形象在社交网络受
到网友喜爱……“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正
跨越时代，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爱国精神，奏响奋进乐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作
为聂耳的故乡，玉溪市牢记嘱托，创新形
式，用心用情用力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擦亮聂耳音乐文化品牌，厚植各族
群众家国情怀，凝聚共同团结奋斗的前
进力量。

传承：红色旋律激荡聂耳故乡

在玉溪市聂耳纪念馆，存放着一张
1941年灌制的唱片《起来》，其中包括美
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传唱的
《义勇军进行曲》。宋庆龄在唱片封套上
题词：“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
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

“前进！前进！前进进！”
1935 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

际，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
行曲》诞生。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
映，这首主题曲传遍大江南北，雄壮的旋

律吹响了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激起了
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激情和斗志。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最后的作
品。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以音乐为武
器，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21
岁至 23岁，他创作了 40多首乐曲，无数
中华儿女唱着他谱写的歌曲走上抗战第
一线，《毕业歌》《金蛇狂舞》《翠湖春晓》
《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至今。

红色旋律如同一根长长的丝线，让
今天的我们还能“触”到前辈们身处的时
代脉搏。

7月 17日，在第八届聂耳音乐周玉
溪分会场活动中，一群活泼的“小报童”
唱着《卖报歌》出现在聂耳音乐广场上，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歌声清脆，仿佛将
人们带回到那个烽火年代。《码头工人》
《毕业歌》……一场聂耳作品“快闪”活动
令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以歌声为纽带，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玉溪市与中国音乐学院、中国合唱协会
等专业音乐机构合作，常态化举办“聂耳
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包括以“聂
耳杯”命名的合唱、民乐、钢琴等艺术展
演活动。“依托聂耳大剧院组建玉溪市聂
耳合唱团，向全市24支少儿合唱团授予

‘聂耳少儿合唱团’称号，全市组建 678
支聂耳百姓合唱团。”玉溪市聂耳文化中
心主任赵琳介绍，同时还开发“聂耳和国
歌”系列红色音乐党课，开展访、听、温、
唱“四合一”的特色研学活动。每年各类
活动覆盖群众超40万人次。

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创作文艺精品。
玉溪市打造了情景剧《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大型花灯剧《聂耳》等多部舞台艺术
精品，获国家和省艺术基金支持。每年组
织“百千万文化工程”惠民演出超 150
场，惠及近 10万群众，以不同艺术形式
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引领：擦亮文化品牌凝聚力量

7月17日清晨，聂耳广场人潮涌动。
“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上，伴随着国
歌旋律响起，千余名观众齐声合唱。旅居
玉溪的重庆游客李维全说：“我们是自发
来到广场的。当国歌响起那一刻，我心潮
澎湃！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我们更要倍加珍惜，努力为祖
国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玉溪市将“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作为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

手，通过一系列有特色有影响的活动，让
聂耳音乐文化成为玉溪城最鲜明的精神
标识。

打造全民参与的“同唱一首歌 同为
一家人”品牌，从专业引领转向全民参
与。举办香港明星足球队“走进聂耳故
乡，同唱一首歌 同为一家人”文化交流
活动、“聂耳杯”大学生合唱展演、玉溪马
拉松等大型活动。2023年以来，玉溪市
累计举办大型升旗活动30余场次，20余
万人参加。

建设一批集爱国主义研学、红色体
验等功能于一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实践阵地。玉溪市将“聂耳和国
歌”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元素，建设聂耳
故居、聂耳公园、聂耳大剧院、聂耳纪念
馆、聂耳音乐广场、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
等沉浸式教育实践阵地，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了缅怀聂耳、感受爱国精神的重要
场所，推出红色旅游线路，推动玉溪文体
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在边境线上唱响“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玉溪师范学院“四只耳朵”社会实
践团成员在马关县金厂镇带领各民族
孩子朗读《聂耳日记》，讲述聂耳人生经
历和国歌的创作历程，排练《卖报歌》小
剧场……“这些同学曾是听故事的人，
现在变成了讲故事的人。”全国优秀共青
团干部、聂耳和国歌爱国主义教育宣讲
团指导老师连芳说。 下转第二版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下庄村的
杨永清夫妻，丈夫在通用汽车公司上
班，妻子做家政服务，两人每月工资各
有 5000多元，一年能攒下 10万元。靠
着在上海务工多年的收入，如今他们
实现了在祥云县城买房安家的心愿。
祥云县云南驿镇北淜村的李明德、赵
琼丽一家是脱贫户，脱贫攻坚期间被
吸纳到祥云县世瑞牧业有限公司就
业，目前夫妻俩每月工资收入合计
7000多元，就近就业能照顾家中老
人，几亩土地也没撂荒。

两个家庭，两笔“增收账”，其中的
关键在于保障稳定就业。祥云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毕建斌介
绍：“祥云县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不
足，约 40万人口中劳动力达 26万余
人，我们从‘外输’‘内转’两个方向发
力促进精准就业。劳务输出方面，通过
深化沪滇、闽滇协作机制，共建劳务协
作基地，实现岗位精准对接。在本地转
移就业方面，发挥传统种植养殖业的
托底作用，依托工业园区培养新型产
业工人，构建多层次就业格局。”

从云南来到上海，许多祥云工友
见到的第一个老乡就是熊光新。2012
年开始“沪漂”的熊光新，因为人熟、地
熟、热心肠，他一边打工，一边协助大
理州驻上海劳务工作站开展劳务对
接、就业帮扶等工作，先后帮助 3000
多名同乡在上海找到工作。“打工人出
门在外，遇到临时住宿、交通事故理
赔、劳务纠纷、工伤鉴定、法律援助等
困难，通过劳务工作站从中协调，两地
人社部门沟通解决，让我们感觉在外

地也有了‘娘家人’。”熊光新说。
近年来，祥云县先后与浦东新

区祝桥镇、浙江金东、福建晋安区、
福安市等地的人社部门建立劳务合
作关系，并建成福州晋安区劳务协
作基地（祥云基地）、匹克（中国）有
限公司劳务协作祥云基地，发挥基地
的双向联络作用，建立常态化跨区域
岗位信息共享机制，广泛收集发布就
业岗位信息，推动人岗精准配对。截
至目前，祥云县劳动力省外转移就业
47299人。

对于返乡就业者和在本地转移就
业人员，祥云县的幸福驿站为他们提
供便利和服务。2024年，祥城镇将闲
置的小学校舍改为就业幸福驿站，由
4个社区联合成立的云南西旺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就近解决周边
乡镇、社区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
为务工者提供了“拎包入住”的宿舍。
人力专员王栋告诉记者：“我们通过摸
排收集了4000余名劳务人员的信息，
并对接花卉基地、服装厂、糕点厂、保
洁公司等几十家企业，驿站成立不到
1年，累计服务500多人就业。”

据介绍，目前，祥云县农村劳动力
县内转移就业 91533人，占转移就业
总数的 51.4%。刘厂镇蔬菜种植吸纳
用工2000余人，下庄镇水果种植吸纳
用工1200余人，东山乡肉牛养殖吸纳
就业 1287人，云南驿镇牛、鸡、肉鸽
养殖业吸纳就业 2321人……乡镇种
植养殖企业创造大量稳定用工需求，
让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员实现家门口
就业。 本报记者 段苏航 秦蒙琳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做强做大新兴产业，着力推进重点工业领域延链补链强链，
全省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重点行业增势较好、
支撑有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

工业是经济转型的主战场。今年以来，我省立足资源禀赋，发
挥自身优势，聚焦以铝铜为主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以铟锗
铂为主的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以发挥磷资源优势的新能源电
池产业、以中药材精深加工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以数字信息大
通道为牵引的信息产业等具有云南标识度且有资源、有产业基
础的特色优势产业，强力推动转型升级，做强做大资源型企业。

围绕以铝铜为主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全省紧盯精深
加工率提升和下游产业链延伸，持续提高电解铝加工转化率。
同时依托88.5万吨阴极铜产能，大力发展下游铜材产品、同步
发展再生铜产业，努力建设西南最大铜产业基地。上半年，全省
铜材产量同比增长 23%、铝材产量同比增长 20.7%、有色金属
冶炼和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

围绕以铟、锗、铂为主的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全省强化科
技赋能，以异质结N型电池及钙钛矿叠层电池对 ITO靶材的需
求为牵引，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加快 ITO靶材产业化进程，帮助
企业抢占迭代发展先机。同时，结合磷资源优势，研发攻关电子
级磷化工产品，推进磷化铟产品扩产提质。锗产业方面，大力整
合原材料，做大核心产品，打造高附加值下游产业链。铂族金属
方面，全面加快昆明高新区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园等高质量平台
建设，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和技术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链向
终端产品延伸。上半年，全省铂族金属产量同比增长超50%、锗
产量同比增长超15%。

作为我省“绿电+先进制造”的优质赛道，新能源电池产业
表现依然抢眼；在近3年来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
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产业增加值增长72.1%。“新能源电池产
业的持续壮大，得益于重大项目牵引、优势企业梯队壮大和储
能行业助力。”省工信厅装备工业处负责人介绍，云南杉杉、贝
特瑞、曲靖亿纬锂能等项目陆续投产，带动全省新能源电池产
业链条不断完善；大批国内新能源电池巨头纷纷落地云南，优
势企业梯队壮大，极大提升了产业规模。储能市场火热，致信、
远信、海博思创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也给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目前，围绕以磷锂资源优势为主的新能源电池
产业，全省加快推动“磷矿—磷酸—正极材料—电池”一体化生
产降本，垂直整合新能源电池产业链。

聚焦以数字信息大通道为牵引的信息产业，我省全面提速
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完善国际陆海光缆布局，构
建“低时延”通信圈，推广布局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服务应
用，推动形成“天地一体”服务能力；发挥绿色能源优势，统筹布
局大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探索形成“绿电+智
算”服务模式，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产业集群；支持我国数
字领域企业参与南亚东南亚5G、光纤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
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下转第二版

5月 31日，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江乡遭遇强降雨，独龙江水位突破
历史最高纪录，导致道路中断、电力瘫
痪、通信失联。洪水退去后，独龙江乡迅
速组织6支党员突击队，开展群众安置、
道路抢修、生产自救等工作。

“房子被冲毁了，一家八口人今后去
哪里住？”站在被损毁的房子前，巴坡村
村民双文荣犯了愁。“我们已帮助你申请
了临时救助、低保等政策，你儿子双建荣
被纳入务工就业人员信息库，方便及时
动员就地就近就业。”巴坡村党总支书记
木京龙来到受灾现场核实受灾情况，着
手制定精准帮扶措施，第一时间逐村逐
户建立台账。为了早日让受灾群众住上
安居房，独龙江乡为房屋严重损毁的 6

户规划在村民小组内重建，为受损较轻
的31户制定原址修缮加固方案。对灾害
导致生活困难的 6户 27人，独龙江乡将
其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制定“一户一
策”精准帮扶方案，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持续暴雨导致独龙江乡往贡山方向
4公里处的独龙江公路路基塌陷，让这
条连接县城与独龙江乡的唯一通道中
断。独龙江乡迅速整合党政军警民及社
会力量，党员干部全天候驻守，用挖掘

机、推土机从独龙江向县城方向抢通，贡
山县公路分局调集机械从贡山县城方向
抢通。两支队伍在持续暴雨中回填塌陷、
清理塌方，共动用 220余台（班）大型设
备，组织10000余人次抢通了损毁公路，
让救援车辆、物资得以进入独龙江乡。

由于道路瘫痪、通讯受阻，独龙江公
路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龙建平带领
队员穿越滚石、塌方频发的地段，徒步近
百公里，精准统计49处路基、路面、桥梁
灾害点和近 6公里路段受损情况。南方

电网公司派出 635名专业抢修人员，携
带397台发电机、93架无人机挺进灾区，
运用无人机吊运轻型电杆、发电机等设
备，给受困村民运送生活物资。在迪政当
村南代安置点，独龙江供电所10名党员
突击队员肩扛手抬350多公斤的微型永
磁水轮发电机，徒步 50余公里险峻山
路，为5户村民重新点亮灯火。6月5日，
独龙江乡实现应急供电。6月10日，全乡
恢复供电。

下转第二版

我省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纵深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

玉溪市创新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歌声铭记烽火 奏响奋进乐章
本报记者 杨茜 王剑钊 刘宇丹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贡山县独龙江乡凝聚干部群众力量——

抢险救灾重建家园 守住兜牢民生底线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进入“高温模式”，气候清凉宜人的春城昆明成为“避暑清凉游”热门目的地，吸引国内外一批批游客
前来。据有关智库发布的数据，全球避暑胜地排名中，昆明位列第一，中国的3个无夏城市昆明、拉萨、西宁中，气温最舒适的
是昆明。图为游客在昆明大观公园赏花纳凉。 本报记者 杨峥 摄

昆明成昆明成““避暑清凉游避暑清凉游””热门目的地热门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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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条例》公布
见第二版

云南省实施监督法办法修订
草案提请一审

完善监督机制
提升监督实效

见第二版

平等参与 多维保障
向新发展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我国
“十四五”时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成就

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