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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雯 通讯员 杨晓
祥）会泽作为云南省第三人口大县，
学龄人口相对较多，新建普通高中，扩
大普通高中办学规模的需求更加突
出。会泽县积极争取普通高中建设资
金9.1亿元，在县城开工新建3所普通
高中，新增学位 9000个，破解普通高
中扩容难题。

会泽仅有会泽一中、实验高中、
茚旺高中、东陆高中 4所高中。占地
总面积 48.35万平方米，校舍总建筑
面积 25.25万平方米。共有教学班 339
个，在校学生 20877人。根据户籍人
员信息，会泽 15周岁—17周岁学龄
人口 56000余人，按照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将达 90%计算，未来几年内，仅
普通高中就将有学生近 30000人，需
要增加学位 9000左右，才能解决净
增学生的就学问题，新建高中学校已
经迫在眉睫。

会泽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
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教育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最彻底的一项事业，
在脱贫攻坚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此，会泽举全县之力发展教育，想方
设法解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面对高中扩容难题，及时争取到云
南省解决高中学位缺口学校建设项
目，规划投资 9.1亿元，新征土地 540
亩，在县城东边、西边、北边三个区域
内，新建致远高中、大成高中、文渊高
中，增加180个教学班9000个学位。

目前，3所高中土地征用、校园规
划、可研立项、地质勘查等前期工作已
经完成，并于 1月 8日开工建设，将于
2020年9月1日竣工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张雯 通讯员 李小
捌）今年以来，曲靖市政务服务系统
以落实投资项目代办制度为抓手，针
对企业在开办和生产经营过程中手续
多、办事难等问题，为投资项目无偿提
供全程代办服务，助推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目前，全市累计为 89个投资项
目提供全程代办服务、代办事项 267
项，投资概算236.08亿元。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县（市、区）
政务服务大厅发挥投资项目代办服
务窗口作用，接受网络、传真、邮递等
方式的不见面委托代办。依托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一部手机办事通”，实行网上审批，
严格落实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容
缺受理制度，积极主动为项目业主开
展代办服务。

麒麟区政务服务大厅受理窗口为
疫情防控企业开启代办“绿色通道”，3
小时完成麒麟区首家防护口罩生产企
业的注册开办。沾益区实行“五步”代
办流程，累计代办 20个投资项目，投
资概算 86亿元，在曲靖各县（市、区）
中代办业务量最多。富源县建立预审
联动机制、分类代办机制、跟踪服务机
制，确保代办工作顺利开展。曲靖经开
区充分利用“审管联动智慧政务综合
管理平台”，促进代办服务工作高效推
进、限时办结。

曲靖开展投资项目
全程代办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飞）马龙区作为
“麒沾马”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管理模
式，在城区停车泊位上采用智能停车
收费系统，新兴收费方式与传统模式
相结合试运行一个月以来，成效明显，
受到市民好评。据悉，曲靖经开区同步
开启智能收费模式，共同为曲靖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据介绍，智能收费就是车辆离场
时用微信扫描小票上的二维码自主交
费，然后点击通知收费员，车辆在5分
钟内离开本路段计费停止。智能停车
收费系统联网操作，精确计时，便民利
民，节省时间，还避免了收费争议及乱
收费等矛盾。

目前曲靖马龙区和经开区均采用
了智能停车收费系统。其中，马龙 15
条大小街道共划有 1800余个停车收
费位置，收费员 30人；经开区有 3600
余个停车收费位置，收费员 13人。一
个月以来的试运行，随着智能停车收
费系统投入使用和不断完善，市场反
馈普遍表示认可与接受。

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云南省会泽县大桥乡，

总面积12910.64公顷，其中核心区3930.79公顷，念湖湿地

面积662公顷。这里景色优美，山、水、林、田、湖浑然一体，错落

有致。保护区有鸟类179种，水禽总数达3万余只。其中，有国

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6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15种，被誉

为“鸟类的天堂，黑颈鹤的乐园”，每年到会泽越冬的黑颈鹤约

占全世界黑颈鹤总量的10%。每到冬季，在念湖水域以及周边

耕地里，常见黑颈鹤、灰鹤、斑头雁、赤麻鸭、苍鹭、白鹭等各种

水禽和涉禽成群结队地在浅水沼泽区戏水，在湿地、农地中悠

闲觅食，构成了滇东北红土高原湿地水域的独特景观。

快讯

会泽新建3所高中
新增学位9000个

马龙区停车泊位
实行智能收费

为巩固好脱贫成效，富源县胜境
街道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组建专业合
作社等方式，扩大种植规模，助推农业
产业做大做强，率先实现了新型经营
主体带动贫困户全覆盖。

“我家的萝卜卖了3500块。”村民
徐本玉说。

“我家的洋芋卖了2000块。”脱贫
户肖本会说。

一年前，吴洪昆的洪箐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在三道箐下村落户，在村里流转
了100多亩优质土地，投资90余万元，
建起了23个蔬菜大棚。从此，原本平静
的穷山沟热闹起来了，村民就近有了务
工的去处，自家种植的蔬菜搭上基地销
售渠道的快车，卖到外地，卖出好价钱。
基地经营一年来，已经卖出将近8批蔬
菜，实现产值500余万元。

“去年种了两亩多洋芋，10多亩
包谷，家里用不完的可以卖到基地。”
一直在基地打工的游小彩说，“闲时家
里有两个劳力来基地打工，一年下来
能多收四五万元。”

在洞上社区的秧田洼村，则是另
一番春耕景象。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晓
伍正带着他的致富队伍忙着给已经整
理出来的500亩辣椒地育苗、浇水。

3年前，已有 10余年甜椒种植经
验和销售渠道的张晓伍，以个人名义
成立了益佳农牧专业合作社。他以每
亩700元的价格，在村里流转了500亩
地发展甜椒种植，扶持带动 8户种植
大户和80余户零散农户。甜椒亩产两
吨多、收益3500元左右。

一些流转了土地的贫困户，既跟
着种了辣椒，又到合作社务工，一年下
来收入增加了不少，顺利实现脱贫。大
洞村 71岁的贫困户李桂芝在合作社
务工，到年底就有了17000元的收入。

“看着大家种植辣椒和务工能有这
样的好收入，今年跟着合作社一起干的
人肯定少不了。”张晓伍信心满满地说。

在海田社区的禾其丰家庭农场
里，段益州正盘算着与四川饭扫光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食品加工厂
事宜。这是段益州第一次尝试延伸产
业链走深加工的路子。

“目前，公司每年的蔬菜产量在
1000吨左右。”段益州介绍，“待投资
6000万元的食品加工厂建成后，将扩
大辣椒、蚕豆、黄姜种植面积，同时可
消耗全县 3万亩土地的蔬菜产量，解
决当地500人左右的就业问题。”

本报记者蒋贵友通讯员郭燚

天刚蒙蒙亮，80多岁的任芝芝老
人就拄着拐杖，提着凳子，踱着小碎
步，往楼下赶。

“老人家哪里去？”“跟年轻人一起
去打工，得赶早，晚了没位置。”老人的
言语间有些着急。

任芝芝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1月19日，从会泽县火红乡格枝
村大梁子小组搬进会泽易地扶贫搬迁
惠仁院。以前，一家6口住在塌了一半的
土砌房里，从老家到最近的集市，有10
公里山路，全程都要爬坡，15块钱的车
费，使得她多少年没舍得出过村。

“党的政策好，我一把年纪还能住上
县城的新房。”任芝芝说，现在的日子以
前想都不敢想。如今，楼下就有医院、有
学校、有商店，还有扶贫车间能挣钱。

刚搬进新城时，任芝芝很不适应，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天，无意中听儿
媳妇说起楼下的扶贫车间打工没有年
龄限制。老人便让儿媳妇带她去打工。
拗不过老人的执著，儿媳妇只好带她
去看了看。

“这么好的事，我也能干，挣点钱
回去给孙子多买点文具。”第一天，老
人分拣草莓得到11块钱的工资，把她
乐坏了。从此每天早早起来就往扶贫
车间赶。

“想过好日子，就不能什么都伸着手
去要，得靠自己去挣。”任芝芝说，自己年
纪虽然大了，但眼睛看得清，脑子也清楚
得很，做点简单的活计没得问题。

本报记者陈飞文/图

基层发现

富源县
企业引进来
村民务工忙

好日子
得自己去挣

“前移，再前移。”寻沾高速毛家 1
号大桥桥面上，几十名工人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最后一片T梁吊装。

近日，站在近60米高的大桥上，工
人们正指挥架桥机将一块重达80余吨
的T梁顺利归位。这是寻沾高速毛家 1
号大桥左幅第四跨最后一片T梁，至此

寻沾高速公路六标项目主线梁板架设
圆满完成，标志着寻沾项目曲靖段主体
结构工程完工，为确保 2020年内全线
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寻沾高速是滇中城市经济圈高速
公路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银川至
昆明高速（G85）和杭州至瑞丽高速

（G56）的横向连接线，是沟通滇中城市
群的交通枢纽，也是滇东北出滇入川的
重要通道，计划于2020年9月底完工通
车。其中寻沾高速6标段（曲靖段）由中
交二航局昆明分公司承建，起于K44+
200老黄口北侧老黄口 2号大桥（K43+
855）桥头，止于沾益辖区红瓦房水库西

北侧约 1公里路基段，线路全长 12.699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
时速 100公里。主要包含路基、桥涵等
工程，其中主线桥梁共 9座，桥梁单幅
总长达6160米，共有预制梁板1402片，
单片梁板连在一起有42公里。
本报记者陈飞通讯员薛超摄影报道

本期关注

一大早，家住大桥管理所旁的村
民老高就兴致勃勃地和游客聊起了
天：“黑颈鹤我们叫它‘老雁鹅’，是吉
祥鸟，多少年来，我们本地人从来没有
伤害过它。”

在众人赞许的眼神中，大桥乡杨梅
山村的符忠能补充说：“今年的老雁鹅
怕是要长胖了，我们这里今年种了几万
亩燕麦，最近经常看到老雁鹅到地里吃
燕麦。”

一位过路的老农插话说：“我在磨
盘山上收洋芋，老雁鹅天天都会飞到山
上的洋芋地里来。我把大的捡回家，小
点的就留给老雁鹅吃。”

“老雁鹅年年都要来，大家习惯了，
它想吃就让它吃点吧。”村民朱大妈说。

群众的爱鸟、护鸟意识这么高，与
县委、县政府持续多年的保护措施有
关，同时也与保护区的变化有关。在各
级各部门的不断努力下，念湖变美了，

鸟类也多了，来的游人成倍增长，许多
人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还有一些人成
了“护鹤员”。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的爱鸟护鸟意
识，2019年 9月以来，新砌杨梅山移民
搬迁安置新村隔断墙 12道 600余平方
米，安装隔断门 12道。粉刷杨梅山、李
家湾洪家坪墙体 3000余平方米，喷绘
建设科普长廊 2个；建设竹篱笆围栏 3
公里，规范保护区农村“三堆”散乱现

象；打捞湖面垃圾20余次；新增设户外
垃圾桶 15个，改建 40平方米冲水式公
厕1个，保护区环境大为改善。

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开展以“保护环
境，关爱黑颈鹤”为主题的征文和演讲
比赛，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加强环
境保护和爱鸟护鸟宣传教育，提高全民
爱鹤护鹤意识。

如今，在保护区内，人在鹤前耕，鸟
随人觅食的场景随处可见。

从2019年春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护局机构升格以来，会泽县
创新工作机制，招聘70余名护鹤员，组
建成一支集护鹤、保洁、违建监管为一
体的基层管护队，对保护区实行分片包
干责任制管护。

同时，为减少人为干预，提高生

态旅游的组织化程度，从 2019 年 12
月起，对游客实行设点申报准入制
度，动员观光游客自愿申请加入到护
鹤科考志愿者队伍中来，从而把过去
简单的观光行为变成全民共同参与
的保护行为。

2020年新春伊始，会泽县鹤管局

再次推出新举措，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 8个村委会 31名村干部聘为保护区
的“公益护鹤员”。

在家门口就有了一份新职业，接到
聘书的村干部们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
认真干好这份工作。

“穿上护鹤员的衣服，突然感到

肩上有了责任。”大桥乡杨梅山村党
总支书记谭政伟高兴地说，“今后，
我们开展管护工作就更有底气和信
心了。”

老护鹤员张书刚感慨地说：“有村
干部的加入，我们的管护队伍壮大了，
各项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为让到会泽越冬的黑颈鹤吃得
饱，保护区给黑颈鹤建起了‘专用食
堂’——黑颈鹤食物源基地。每年采取
只种不收的方式，在黑颈鹤经常活动
的区域种上洋芋、燕麦、蔓菁等农作
物，供它们食用。”保护区宣教中心讲

解员任晓增为游客讲解道，“如果遇到
冰雪覆盖等极端恶劣天气，还要到黑
颈鹤集中栖息地投放玉米，让它们每
天都能吃得饱。”

以食物源基地建设为抓手，会泽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选育本

地 50种黑颈鹤喜欢吃的植物。在保护
区内流转土地350余亩，示范种植荞麦
等无膜小杂粮，引领保护区农业调整产
业结构方向，加强与省农科院和食品加
工厂的合作，在保护区试种多个杂粮品
种，一是增加土地利用率，给黑颈鹤提

供食物保障；二是不使用地膜，减少面
源污染，利于来年耕种。

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重点区域安
装上了国内一流的高清化、网络化、智
能化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无死角保
护黑颈鹤的饮食起居、出行安全。

重点工程进行时

寻沾高速
曲靖段主体
结构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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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名村干部成为“公益护鹤员”

50种植物建起“专用食堂”

爱鸟护鸟宣传深入人心

黑颈鹤缘何钟情大桥乡
本报记者蒋贵友陈飞 通讯员陈南英袁嵘洪开平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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