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 力

●罗平县北部山区常年

种植油菜面积30 余万亩，

约占全县的40%
●气候冷凉，商品油菜

籽出油率高于坝区

●播种晚20多天，3月

中旬进入终花期，衔接了罗

平县油菜花的观赏时期

支 撑

●与省农科院合作，建

立了260亩核心示范区

●平均亩产206.9 公

斤，增产38.6公斤

●每亩节约化肥农药用

量20%左右

●节约田间管理劳动力

投入1.5个

良 策

●提高组织化能力建设

和技术带动作用

●延伸油菜花旅游环线

●加强科技合作，引进

优质稳产油菜新品种

说潜力 别具特色风景好

暮春时节，沿 320国道从曲靖市麒
麟区东山镇驱车到罗平县城，一路上映
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遍布山间的一片
片油菜。已是 4月下旬，罗平县北部山
区的 30余万亩油菜即将收获，褪去油
菜花灿烂的光华，结满荚果的油菜让人
感受到了丰收在望的喜悦。

关于油菜，罗平有着说不完的自
豪、道不尽的情结。这里发展油菜具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既是
全国最大的旱地油菜生产基地，也是云
南省最大的油菜产区，种植规模及产业
特色在国家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已成
为全国农业三产融合发展的典型。

“就罗平县山区油菜而言，其中最

具发展潜力的北部山区涉及富乐、马
街、老厂 3个乡镇和阿岗、九龙的部分
区域，常年油菜种植面积 30余万亩，约
占全县油菜种植面积的40%，也是全县
油菜种植面积最稳定的区域。”罗平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文友介绍。

“罗平北部山区地质地貌特点显
著，自然植被好，适于发展农业旅游观
光，从富乐至九龙的盘山公路全长 60
余公里，公路沿线油菜环山种植，与村
落交相辉映，形成与坝区迥然相异的田
园风光，与坝区油菜共同组成吉尼斯世
界纪录最大天成自然花园。北部山区油
菜生育期整体较坝区推迟 15天左右，
有效延长了罗平油菜花旅游观光时间，

同时北部山区气候相对冷凉，更有利于
菜籽油分积累，商品油菜籽出油率高于
坝区。”云南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昆明综
合试验站站长、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李根泽研究员认为，
罗平山区油菜播种时间要比坝区晚 20
多天，坝区油菜每年 3月中旬进入终花
期，此时山区油菜正好进入盛花期，这
样就很好衔接了罗平县油菜花的观赏
时期。山区公路长，沿线时而村庄，时而
梯田，油菜花风光别具特色，作为罗平
油菜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北部山区油
菜，有其独有优势和发展潜力，应予以
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献良策 持续支持基础实

4月 15日，罗平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并邀请有关人员组成考察组，实地
察看北部山区油菜田间生长情况，听
取油菜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分析产业
发展现状、技术需求等相关情况，期望
为罗平北部山区油菜产业探寻新的发
展路径。

“从富乐到罗平县城的公路沿途多
种植油菜，能否通过产业带动，打造百
里油菜花长廊，力争形成一条经 320国
道从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进入罗平县
的油菜花旅游新线路。”多次到罗平北
部山区调研考察的李根泽提出。

这一提议，得到了考察组的认同。
考察组认为，罗平北部山区油菜是罗平

油菜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潜力最大
的部分，通过提高组织化能力建设和技
术带动作用，将成为推动罗平油菜产业
进一步发展的新亮点和增长点。油菜花
旅游潜力大，发展北部山区油菜，将延
伸具有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油菜花旅
游环线，带动山区农村经济增长和当地
的农产品销售，发展民宿经济，促进三
产融合，并发挥对全省的典型示范和带
动作用。建议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加强
科技合作，扩大宣传，继续引进优质稳
产油菜新品种，配套绿色轻简高效生产
技术，提高油菜平衡生产能力和农旅结
合发展潜力，同时为条件类似地区油菜
发展提供借鉴。

产业要发展，科技须先行。目前，罗
平北部山区油菜种植水平和开发利用
程度总体上还低于坝区，但持续积累的
成果，为其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科技基
础。今年 3月 26日，在罗平旱地种植的
强优势杂交油菜“云油杂 28号”尽管受
到霜冻、雪灾等的影响，仍实现 107亩
连片平均亩产 216.56公斤，最高亩产
232.74公斤；油菜全程机械化轻简技术
生产技术规程在罗平板桥镇示范应用，
较传统生产方式每亩用种量降低0.3公
斤、化肥农药用量减少 20%，实现每亩
节本增效368.25元……这些科技储备，
将成为罗平北部山区油菜产业腾飞的
新引擎。

话支撑 示范突破辐射强

“油菜是这里老百姓习惯种植的传
统作物，只要种下去，不用费大力气管
理就可以收获，平均亩产有 150多公
斤，老百姓觉得效益不错。”罗平县富乐
镇副镇长赵习泓介绍。

天时、地利、人和兼具，罗平北部山
区发展油菜产业有基础、有潜力，关键在
于怎样念好“花字经”，打造出油菜产业
新的经济增长点，让油菜这朵小花在罗
平大地绽放更为耀眼的芳华。

与坝区相比，罗平北部山区油菜病
害轻、虫害重，虫害防控压力大；地块
小、不规整，不利于机械化生产，种植劳
动强度较大；管理相对粗放，油菜生产
水平不平衡，产量水平明显低于坝区，

对轻简高效生产技术需求迫切……
把脉开方、对症施策。今年，罗平县

种子管理站与云南省农科院经作所合
作，依托国家和云南省油菜产业技术体
系等项目支持，在富乐镇桃园村建立了
260亩核心示范区，筛选并示范了耐迟
播、适于旱地种植的优质油菜新品种

“云油杂15号”，配套“翻耕或免耕精量
撒播结合秸秆还田覆盖播种、播种时一
次性全程施肥、无人机飞防蚜虫”为核
心的轻简高效生产技术。田间测产结果
显示，核心示范区平均亩产206.9公斤，
较非示范区亩增产38.6公斤，每亩节约
化肥农药用量20%左右，节约田间管理
劳动力投入1.5个。

“这次示范取得了四个突破，一是
品种的突破，早熟杂交油菜品种得到当
地老百姓的认同，自留种、常规种减少；
二是产量的突破，往年这里平均亩产只
有 150多公斤，今年示范区平均亩产的
增幅大约在 15%；三是飞防的突破，我
们在山区搞无人机飞防还是第一次，今
年搞了两次效果非常好，蚜虫基本见不
着了；四是典型的突破，这个点在北部
山区非常具有代表性，起到了很好的典
型示范作用。”罗平县种子管理站站长
雷元宽总结，通过办样板、搞示范，应用
良种良法，提高山区油菜生产效益，让
当地老百姓得到实惠，促进了山区油菜
面积和产量、产值的稳定提升。

视点视点

她 33年如一日，始终把幼儿教育
作为高于一切的事业，在自己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22年
党的教育培养，锻造了她勤勉的政治
品格；在她的人生路上，谱写了一首首
奋斗的诗篇，被广大教职工誉为“播种
爱的心灵舞者”，她就是中共云南省委
金牛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刘瑞崑。

为孩子执教一辈子。刘瑞崑说:
“爱是温暖、爱是力量，爱让生活处处
充满阳光，给孩子带去爱和欢乐是我
一辈子的工作。”33年前，她从昆明市
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带着对幼教这片
净土的向往与渴望，投身于幼儿园这
个多彩的世界。2003年，她接手金牛幼
儿园，从最开始 3个班的金牛小区配
套幼儿园，到 2006年发展成为 8个班，
并具有一定影响力，2007年经上级主
管部门批准为独立办园，更名为“中共
云南省委金牛幼儿园”。2011年 12月，
独立办园仅 5年的金牛幼儿园顺利通
过云南省评审专家组的省级终评，驶
入了云南省一级一等示范幼儿园的快
车道，成为云南省第 13家获此等级的
优质园所。幼儿园从无名到有名、从有
名到有声，从有声到引领辐射，发展到
今天，刘瑞崑都感觉恍若昨日。

引领改革创新之路。刘瑞崑常说：
“努力学习，人才活得时尚；埋头苦干，
才能增长才干。”多年来，她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的学习培训方式，全面提
升教职员工的整体素养，她带领团队
到省内外“拜名师、访名园”，2018年
10月与全国幼教高地浙江省西湖区多
所幼儿园牵手，并与浙江省直机关北
山幼儿园签订了幼儿园帮扶协议等。
她积极引领并参与国家、省、市、区级
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指导工作。她在
发展中创新，通过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作为“第一课题”，通过言传身教，春风
化雨，营造“人和园美”的工作氛围等
措施引领文化建设之路。

扎根基层教学相长。“坚持创新探
索，坚持走进课堂，坚持教学相长，坚

持主动辐射。”刘瑞崑担任园长后，围
绕这个坚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
管”不分家。她坚持探索新形式下教育
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的幼教改革。她
坚持深入一线教学，每周有针对性推
门听课、每周五对全体教职工开展培
训、每月针对年轻教师培养开展教学
指导活动，对教师一日活动进行随机观
察，发现问题及时指出或立即演示指
导，主动上示范课，帮助年轻教师提高
业务能力；她着力全面提升教科研品
质，打造了一支阳光、活力、进取、凝聚
的教研团队，幼儿园实现了学科骨干零
的突破，小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园
长妈妈”。

爱心传递永不停步。云南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承担着澜沧县的脱贫攻
坚任务，她主动请缨参加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的脱贫工作中，先后与南岭乡
南现村平新组两户农户结成帮扶对
子，并送去了全体金牛幼儿园教职员
工的慰问，为脱贫攻坚履行自己应尽
的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刘瑞崑
坚守一园之长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全
体党员签订了疫情承诺书，在党员同
志的抗疫行动感召下，6名青年教师递
交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她在原定开学
的当天以视频的形式“走进”幼儿园、
通过“云升旗”，和全园幼儿、家长进行
了“云见面”，缓解了家长和孩子在疫
情期间对园所的想念和焦虑，她还带
动老师和家长们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
之中，充分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扩
展线上学习模式。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
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
人的心灵。”一个用爱心点亮孩子心灯
的教师，幼儿灵魂的心灵舞者，刘瑞崑
深谙“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一道理，
她用自己的爱心、行动不断地感化并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传递着快乐
与幸福。

本报记者 陈鑫龙

本报讯（通讯员 汪德琪）曲靖市
红十字会紧紧抓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百日攻坚”问题检视整改的契机，压实
帮扶责任，加大帮扶力度，打好“两场战
役”，积极助力脱贫攻坚。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良好
的脱贫攻坚帮扶氛围。1月下旬以来，
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募集款物3480余万元，助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投入10万余元，支持挂包
贫困村师宗县竹基社区做好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救助疫情中的困难群众。在
竹基社区开展寿桃及草莓种植、生猪养
殖等产业扶贫，通过专业合作社惠及
5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落实“三免一
补”优惠政策，向广东、福建、浙江等地
组织输出劳动力 23名；结合竹基社区
位于集镇所在地的实际，完善制度、强
化考核，加强卫生环境保洁，提升人居
环境。

打好“百日攻坚战”，提升脱贫攻坚
帮扶质量。曲靖市红十字会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促攻坚、三包一帮助脱贫”先
锋行动，投入帮扶款物价值 140余万
元，为竹基镇“爱心超市”建设提供

6960件（顶）衣帽等物资支持，为 51名
困难群众提供助学、助医等救助，统筹
推动脱贫攻坚、文明创建、人居环境提
升等工作。使竹基社区在已脱贫出列的
基础上，实现了贫困人口 100%脱贫的
目标。日前，在曲靖市脱贫攻坚“挂包
帮”单位2019年度考核中，曲靖市红十
字会获“综合评价‘好’等次”，被市委、
市政府通报表扬。

曲靖市红十字会党组认真落实
帮扶主体责任，在市红十字会机关、
竹基社区分别召开党员大会，上一堂

“脱贫攻坚专题党课”，引导基层党组
织、挂包党员干部、农村党员深刻学
习领会脱贫攻坚相关部署，提高思想
认识，凝聚合力促攻坚。以脱贫攻坚
问题检视整改“百日攻坚行动”为载
体，对标对表检视剖析问题，对检视
出的 101个问题分别形成问题清单。
与师宗县委、竹基镇党委协调对接，
全面认领问题，共同研究整改措施。
会同挂包村与 7个责任单位（站所）、
22名责任人签订整改落实责任书，明
确整改责任。目前，竹基社区已经整
改销号问题 52个。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近日联合
麻醉科、血管外科、医学影像科、老年
ICU和心脏外科 6个学科专家团队，打
破内科、外科和医技学科壁垒，采用经
皮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和腹主动脉腔内
修复术“一站式”手术，加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使一名患有重度主动脉瓣狭
窄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及腹主动脉瘤
伴血栓形成的患者转危为安。

患者黄磊（化名）今年 67岁，来自
普洱市，曾因晕厥两次于 4月 1日入住
昆医大附一院心脏内科。经医学影像、
心脏彩色超声等检查，最后诊断为二
叶式主动脉瓣重度狭窄、陈旧性心肌
梗死，室壁瘤形成，急性冠脉综合征、
腹主动脉瘤伴血栓形成、多发动脉粥
样硬化、糖尿病、心功能 II级。患者心
脏等重要脏器供血不及正常人的五分
之一，近期发生猝死的风险极高。

“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合并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及腹主动脉瘤，这样的
病例在老年人中并不少见，大部分患
者因医疗技术及经济的因素得不到
及时救治。为挽救该病例，昆医大附
一院经院内两次多学科会诊后，确定
最终治疗方案。”昆医大附一院心脏
内科主任孟照辉介绍，心脏内科联合
血管外科、心外科、麻醉科、影像科及
老年 ICU等多个专家团队，针对老人

特殊病情提出多套应急方案，在反复
论证后最终决定，按照云南省心血管
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制定的”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急性冠脉综合征救治指导
意见”，在符合感控手术条件下，先行
冠脉介入治疗，再行经导管主动脉瓣
置换术联合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一
站式”手术，为这名急危重症的老年患
者进行一站式三个介入四级手术。

昆医大附一院院长王昆华表示，
按照常规治疗方法，患者即便维持到
完成分次手术，但其间不仅增加手术
风险，还承受额外创伤，同时延长住
院时间，增加患者经济负担。术前，该
院多学科团队勇于创新，突破难点，
仔细研读患者病情，对特殊危重情况
作了充分评估，最终认定“一站式”手
术方案切实可行。

4月 10日，昆医大附一院心内科、
血管外科、麻醉科等专家团队在杂交手
术室，采用双长导管支撑等特殊技术，
历时4个多小时，成功为老人完成了手
术。这一复合手术方式不仅使生命垂危
的患者重获新生，同时还降低了患者手
术风险，大幅减少治疗费用。目前，该患
者各生命体征、生理指标正常，正在接
受康复治疗，预计下周可以出院。

记者了解到，该手术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标志着云南对高难度急危重
症患者的救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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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医大附一院

“一站式”救治心血管危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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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红十字会

打好“两场战役”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季征）总结我国近
年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论
文《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进程和
展望》近日在《生物保护》期刊上发表。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相
关人员介绍，对物种的保护中最突出和
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问题是哪些物种
才最需要优先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分布，长期
受到自身因素限制和外界因素干扰，呈
现种群退化和数量持续减少，种群及个
体数量都极少，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
限，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

2005年，云南首次提出了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的保护概念，并在2010年启动
了《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
纲要（2010年-2020年）和紧急行动计划

（2010年-2015年）》。2012年，原国家林
业局（现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
下发了《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拯救
保护工程规划（2011年-2015年）》，并得
到全国各省（区、市）的响应。目前，云南
省纳入政府层面保护行动计划的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共计87种。华盖木、漾濞槭、
巧家五针松、滇南苏铁等20种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繁育人工种群10万余株，回归
3万余株。迁地保护的壮丽含笑、华盖木、
滇桐、云南金钱槭、萼翅藤、富民枳、漾濞
槭等已开花，部分种类能正常结实。

据了解，此次发表的论文向国际同
行系统介绍了我国对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开展的保护进展和成就，展现了保护
工作的亮点研究，并对未来保护工作进
行了展望。

本报讯（记者 季征）近日，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沈有信研究
团队将石漠化植被的恢复与岩溶地质
背景结合，取得了系列研究进展。

岩溶也称喀斯特，占世界陆地面
积的 12%至 15%。失去植被后，岩溶地
貌形成石漠化景观，已经成为中国南
方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岩
溶地质背景下的植物生境的最显著特
征之一是地表裸露岩石（简称露石），
石漠化状态下，露石占据地表 30%以
上比例，重度石漠化的比例更高达
70%以上。

长期以来，植物生态学研究中
的露石比例仅靠估测（样方或样线
内出现岩石的频度），对此，沈有信
研究团队利用新的精准测量技术，

通过微样方拍照，应用图像处理技
术精准计算露石与土面面积，并开
展了露石对降水和干湿沉降物再分
配研究，发现露石占比变化，造成了
植物生境内水分和干湿沉降的巨大
差异，露石分配的降水很大一部分
以优先流的方式被通过露石相连的
地下基岩快速下渗。

在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展了土壤置
换试验，用富含养分和繁殖体库的
森林表土置换石漠化迹地表土，并
给予水分供应和减光处理后，石漠
化迹地能快速萌发并生长类似于岩
溶森林的幼苗植物群落。这一成果
为开发石漠化区仿自然森林群落的
构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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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植物所发表论文

介绍我国对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保护进展和成就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团队

在岩溶石漠化与植被恢复
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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