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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

七甸崔福田餐厅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

53012119790906152X01- 1，登报

作废。

△弥勒市弥阳镇个体户杨文

翠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 各 一 本 ，证 号 ：云 地 税 字

532526197302281441，登报作废。

△何正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号码：5307220016015512。

△弥勒市金元汽配经营部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
号 ： 云 国 税 字
532526197902190543，登报作废。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鱼塘卫
生院遗失辐射安全许可证副本，
证书编号：云环辐证[00780]，登报

作废。
△郁恋明遗失身份证，号码：

532502198212020022，登报作废。
△弥勒市弥阳镇个体户罗贤

红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各 一 本 ，证 号 ：云 国 税 字
532526196608060014，登报作废。

△罗莉莉遗失恒大云报华府
一期购房首付款订金收款收据，

号码：0003874，登报作废。
△周凡琪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 ， 身 份 证 号 ：
53012419900205002X。

△弥勒市竹园镇腾达手机店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码：云
国税字 532526198811201133号，
登报作废。

△弥勒市竹园镇腾达手机店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
码 ： 云 国 税 字
53252619881120113301 号，登报
作废。

△ 弥 勒 市 虹 溪 镇 龙 腾 通

讯 遗 失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云 国 税 字

431023198806046510 号 ，登 报

作废。

△刘德勋遗失警官证，警号：

015437，登报作废。

△弥勒市竹园镇博铭通信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云

国税字 532626198503020328号，

登报作废。
△蒙自鑫晨和谐农庄遗失国

税 局 发 票 2 份 ，代 码 ：
153001714018，号码：02674818-
02674819，登报作废。

△张秀娣遗失退休证，身份
证号码：532224194202022124，登
报作废。

△ 云 南 秉 秀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号：J7310031975902；开户银
行：招商银行昆明关上支行；
账 号 ：871905088810702，登 报
作废。

讣告
中共党员，云南副食果品集

团有限公司副厅级离休干部陈臻
同志，因病于 2019年 2月 14日在
昆明逝世，享年93岁。

根据陈臻同志生前嘱托，丧
事从简。家属向所有关心陈臻同
志的领导和亲朋好友表示感谢。

中共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党组

登报作废登报作废 分类广告 讣告讣告

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

“2017年底将产业扶持资金
入股到养牛合作社，今天就能分
到 10%的红利，这种扶贫方式最
适合我们这些没有劳动力的老
人。”2018年 10月 25日，在禄劝彝
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硝井村养
牛合作社的分红现场，硝井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罗有芬告诉记者。贫困
户近 4000元的收入中，特色产业
收入占到了 1200元左右，特色产
业逐渐成为全县贫困户脱贫增收
的“引擎”。

近年来，禄劝县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
升贫困户自我“造血”功能，从精准
到户的产业发展中为贫困户制定
了“短、中、长”期发展计划。特别是
县政府所在地屏山街道办事处，针

对所管辖的16个脱贫村1115户贫
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以“因地
制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种养结
合”“一村一品、一户一业”为主的
《屏山街道特色种养业 2016年至
2018年度扶贫工作重点计划》，为
贫困户脱贫增收量身制定了产业
扶持措施。

屏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桂英
介绍，按照《计划》“乡有主导产业、
村有骨干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的
要求，针对各村不同情况，他们对
扶持项目的实施也每年不同。2016
年针对523户既有劳动力又有低保
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选择1+3+X、
1+X、10+X等产业扶贫模式，即：户
均实施 1头能繁母猪+3头商品仔
猪+特色林果种植、1头能繁母牛+

特色林果种植、10只能繁母羊+特
色林果种植的措施。角元村贫困户
李国金当年领了 10只能繁母羊，
种了甜杏、车厘子等各两亩，当年
种养业为他家增收 4000多元，现
在他的羊已发展到40只，产值达4
万元。

2017 年度，以“一项合作股
份”为着力点，投入资金 479 万
元，以“贫困户+合作社+企业”的
模式，发动 588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分别种植烟叶、工业辣椒、荷兰
豌豆、密本南瓜 653.5亩，共收益
265.98万元，进一步巩固扶贫增
收成效。

2018年度，对新增和补增的
59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原有增
收力度不足、脱贫难度大的贫困

户，以“一户一业”为主，在“一项种
养业”上下功夫，扶持 334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种植烟叶、密本南瓜、
指天椒、荷兰豆等作物共 871亩；
扶持 921户养殖乌骨鸡 12894羽；
扶持 11个村级合作社，以“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营模式，
带动 589 户贫困户入股龙头企
业，确保贫困户每年有入股金
10%的分红，实现“一份合作股份”
稳增收。

通过近3年的产业扶持发展，
屏山街道所辖18个村中的16个脱
贫村1115户贫困户均有持续稳定
增收的产业支撑，增收 1200元至
3000元左右，为全县脱贫探索出
了可持续增收的成功经验。

本报记者 曾滨

走进砚山县平远坝子，田野一
片碧绿，农民们正忙着采摘、搬运
蔬菜，一派热闹忙碌的景象。“原来
自己种地，现在土地流转后到蔬菜
基地打工，不仅有务工收入，还有
土地流转租金。”差黑村委会双海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姜正蕊面露喜
色地说。

平远镇农户过去主要种植玉
米、辣椒、姜等传统作物，土地利用
率低、广种薄收，增收十分困难。近
年来，该镇依托地势平坦、土地面
积广阔的优势，大力推进土地流

转，积极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以土地流转推动烤烟、林果、蔬菜、
蚕桑、花卉等产业规模发展，找到
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平远镇把发展现代农业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着
力打造平远特色小镇，补齐‘文砚
平’半小时经济圈的短板。”平远镇
人大主席王全兵介绍，《平远镇农
业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该镇农业产
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 14万亩
烤烟轮作区、10万亩经济林果及2
万亩绿色蔬菜产业区、10万亩种

桑养蚕产业区、2万亩花卉产业
区、5万头大牲畜养殖区。为实现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
2016年起，平远镇开始实施新一
轮土地流转，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有能力有技术的企业入驻平远带
动农业产业发展。

双海村村民菜永丽因缺乏劳
动技能而致贫。2016年12月，她将
自家的 9亩土地流转给砚山县福
之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期 15
年，每亩土地流转租金1100元，今
后租金每年还会递增2%。如今，夫

妻俩在公司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
元，再加上近1万元的土地流转租
金，一年有5万多元的收入。“没想
到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菜永丽
感慨地说。

据了解，2016年以来，平远镇
已流转土地 2.96万亩，涉及农户
1717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73
户。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既
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加快了脱
贫致富的步伐，也调整了产业结
构，实现了农业与农民的双赢。

本报记者 李建宏

禄劝县扶持贫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

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砚山县平远镇流转土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日前，记者走进芒市宾馆，最
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的缅桂
花树，挺拔耸立，枝繁叶茂。一棵
是周恩来总理亲手种植，另一棵
是缅甸前总理吴巴瑞亲手种植，
石碑上刻着“中缅友谊树”。

1956年 12月 26日，中缅两
国总理共同参加两国边民联欢大
会，亲手种植了两棵象征中缅胞
波友谊的缅桂花树，以示纪念。

“那时我12岁，在芒市小学读
书，因为热爱舞蹈、学习成绩优秀，
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被抽去跳孔
雀舞，为周总理献花。”已经70多
岁、有傣族“金孔雀”之誉的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方桂英
说起往事，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孔雀舞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舞蹈加深了中缅两国情谊。”方桂
英说。虽然现在上了年纪，但她仍
利用空余时间教群众跳孔雀舞，
所教弟子多达千人，他们到昆明、
北京、缅甸从事舞蹈工作，弘扬民
族文化，传承中缅友谊。

为了更深入地推进两国友
谊，2001年，中缅在“中缅边民联
欢大会”的基础上举办“瑞丽中缅
胞波狂欢节”。

“中缅边民联欢大会是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与缅甸进一步改善
关系的重要标志，为中缅密切交往
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社科联副主席、中缅关
系研究所副所长段晓东说。

每当“瑞丽中缅胞波狂欢
节”举行时，美丽的边城山欢水
笑、歌舞翩跹，数万不同肤色的人
们共颂胞波友谊。以“和平、发展、
吉祥、共欢”为主题的中缅胞波狂
欢节，维系着中缅边民情感，共建
和美边境，促进了文化交流。狂欢
节已成功举办了18年，成为中缅
两国和谐共欢的重要国际性节庆
活动，对推动中缅旅游、边贸、文
化及社会繁荣进步起到了良好的

作用，成为中缅胞波友谊的见证。
2013年 8月，国家发改委批

复了《云南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总体规划》。目前，瑞丽国家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缅跨境
经济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围绕重点领域，推进产业、经贸合
作，促进形成宽领域覆盖、多层次
参与、全方位推进的合作交流新
机制，受到中缅民众的广泛赞誉。

2018年 9月，第四届跨喜马
拉雅发展论坛在芒市成功举办。

“论坛一届比一届更务实，一年上
一个台阶，从交流、交往到互通有
无，贸易往来频繁。”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
洲所所长胡仕胜说，论坛的深入
开展，增进了对话交流，促进了区
域合作和共同繁荣发展。

同年10月，中缅青年友好会
见活动在德宏开展，500余名来
自中国、缅甸的青年代表、外交官
员、公司企业代表、创业青年齐聚
德宏，手拉手、肩并肩，跳起欢快
的舞蹈，走进如诗如画的莫里瀑
布，来到睦邻安好示范寨“一国两
寨”，进入风景秀丽的勐焕大金
塔，欢声、笑声、掌声此起彼伏。

“民心相通，资金融通，贸易
畅通，道路连通。”缅甸外交部官
员圣于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云
南与缅甸在各领域的交往日趋频
繁，交流合作不断走向深入。通过
交往交流，对推动国家事业发展、
实现边境稳定、增进两国人民福
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滇缅共同举办的边境贸易交
易会、马拉松大赛、友好村寨创建、
边民联欢等活动，丰富了民间交往
领域和内涵，促进了双方友好合
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
进，云南依托区位优势，朝着范围
更大、层次更高、领域更广的方向
阔步迈进，滇缅合作的明天将更
加灿烂。 本报记者 管毓树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连日来，罗平县九龙街道法坞村周围山坡上的果树挂满了金黄色的硕大椪柑，许多游人携亲带友前来
采摘，体验乡村生活。近两年来，罗平县结合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 本报通讯员 艾关丽 摄

本报讯（记者 戴振华 通讯
员 张国英）近日，景洪市基诺山
乡16户村民分别与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勐仑管护所签订了
《农地征地补偿协议书》，并完成土
地权属移交工作。19宗已办理农村
土地经营权证、却停耕16年以上
的38亩土地，结束了“一地两证”
的历史，永久性恢复成林地纳入
自然保护区的规范管理中来。

据了解，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勐仑管护所西片区的
景洪市基诺山乡亚诺和巴卡新寨2
个村寨16户村民的19宗农田，在
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之前，一直为
村民世袭沿用，在林权制度改革期
间，又被丈量并向村民颁发了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但这些地块均
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
权属范围内，导致了村民拥有农
村土地经营权证，却根据相关森

林法规不能使用土地的现状。
为解决这一矛盾，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积极探
索保护区规范管理新模式，多次
深入村寨听取社区群众诉求，并
协调争取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保护基金会的项目资金，在征得
所有持证农户同意退出意见后，
于2018年10月在保护区启动《亚
诺、巴卡新寨保护区内农地修复
实验示范地》项目。

2018年 10月 30日，西双版
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景洪市
基诺山乡人民政府等7家单位召
开了项目协调会议，最终达成了

“由自然保护区永久性收回16户
农户手里持有的农村土地经营权
证19宗地块；由西双版纳热带雨
林基金会项目资金支持，以每亩
5000元的补偿标准，全额向农户
兑现土地补偿金”的协议。

本报讯（记者 李寿华） 近
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个鸟类
保护协会及百鸟谷三河源庄园鸟
类科普基地在泸水市鲁掌镇三河
村挂牌成立。

据了解，怒江州科协依托怒江
地理位置、自然景观、鸟类资源优
势，成立了怒江州峡谷鸟类保护协
会，尝试新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
扶贫新模式。协会将以“协会+基

地+农户”模式，深入开展农村科普
服务新平台建设，在泸水市、福贡
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创建鸟
类保护协会及科普基地，打造新的

“百鸟谷”和旅游景观，促进怒江州
农村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广大农民
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怒江生态
保护工作和乡村旅游业繁荣发展，
拓宽山区贫困群众的增收路子。

通过建立怒江·百鸟谷三河

源庄园鸟类科普基地，在乡村建
设科普长廊、科普园地和百鸟谷
鸟类科普网络平台，开展野外观
鸟活动，给各地游客拍摄野生鸟
类、了解鸟类的野生种群提供方
便，让更多群众了解鸟类、爱护鸟
类。基地目前有 15个鸟塘，45名
村民从事入村观鸟游客的服务工
作，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人，
每月可增收2000多元。

本报讯（记者 王琼梅）近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开通 5G试验基
站，这是云南移动继丽江、大理、玉
溪之后在全省范围内开通的第4个
5G试验基站。

这个 5G试验站的设备由华为
公司提供，旅客可在5G展示区体验
4K超高清360度全景VR视频直播。

据了解，目前，中国移动正以
“2019年 5G预商用、2020年规模商
用”为目标，积极实施 5G网络领航
者计划。云南移动将全面部署5G网
络建设，努力构建以5G为引领的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推进
人人通信、物物相联、人机互联，着
力探索5G为核心的新应用。

中缅胞波情谊深

西双版纳探索
自然保护区规范管理新模式

19宗地块结束“一地两证”历史

怒江州成立鸟类保护协会和鸟类科普基地

乡村旅游显魅力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开通5G试验基站

“排雷英雄”杜富国入选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

上接第一版
身为作业组长的杜富国深知这种
手榴弹当量大、危险系数高，他在
报告险情接到上级“查明有无诡
计设置”的指令后，对艾岩说了一
句“你退后，让我来”，便小心翼翼
地按照作业规程，用小刷子一点
一点清除弹体周围浮土，突然，

“轰”的一声巨响，他倒在了血泊
里，保全了战友，自己失去了双眼
和双手。

杜富国英勇负伤后，南部战区
陆军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向献身强
军备战的排雷英雄杜富国同志学
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广大官兵深入
学习杜富国同志先进事迹，进一步

固牢对党忠诚根基、激发练兵备战
动力、永葆革命军人本色，汇聚形
成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磅
礴力量。2018年 11月 24日，杜富
国被南部战区陆军授予一等功奖
章和证书；2018年 12月 18日，被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授予“云岭楷
模”荣誉称号；2018年12月20日，
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首届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杜富国同志目前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接
受康复治疗。杜富国同志的伤情
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社会
各界人士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向
他和他的家人表达敬意和慰问。

本报讯（记者 饶勇 通讯员 梁
家礼 李志祥）日前，226名怀揣致
富梦想的大姚县农村青年踏上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征途。

连日来，大姚县职业教育中心人
头攒动，参加外出务工的青年们头戴
小红帽，收拾好行李装车集合，一旁
的工作人员则反复叮嘱各种细节，组
织务工人员有序出发。“到企业后我
一定遵规守纪，注意安全，踏实工作，
吃苦耐劳，团结同事，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努力挣钱，让家人都过上好生
活。”来自湾碧乡湾碧村委会独家村
小组的村民白建锋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在大姚县此次对外输
出的 226名务工人员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达91人，主要输出地为广
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出发前，
县政府专门统一组织了外出务工人
员的体检和培训，县人社局安排专
职工作人员全程送到用工企业，并
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权益维护、生
活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确
保劳务输出人员“留得住，能致富”。

大姚226名农村青年
踏上务工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