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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月 10日，中老边境勐满口
岸本年度出入境旅客人数超过20万人
次，同比增长 617%。与此同时，位于中
缅边境的打洛口岸也呈现出入境人货
两旺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全州口岸（通道）进出口货
运量、货值、通关时间均位居全省前
列，口岸经济发展迅速。

7月 13日，中老边民“国际老庚”
大赶摆在勐腊县勐满镇曼列村举行，
大批边民涌入市场摆摊交易，前来赶
摆的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

“我家与境外的‘老庚’边民结为友好
家庭，还被评为友好示范家庭。”曼烈
的村民依金开对说，她的8户老挝亲友
提前一天入境来赶摆或摆摊，边民互
市使勐满口岸越来越热闹了。边民的
经济收入通过跨境交易得到了增加，
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了。

7月 10日，打洛口岸一派繁忙，出
入境人员正有序排队办理通关手续，
满载着进出口货物的车辆正一辆辆通
过海关查验驶出货场，不远处的货场
内，等候驳接的货物堆积如山。

打洛口岸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和

云南省对缅重要的陆路口岸，全省主
要的糖业企业西双版纳英茂糖业有限
公司每年都要经此将境外种植砍收的
近 10万吨甘蔗运回国内入榨。“甘蔗
砍收后的 24小时为最佳入榨时间，如
果运输时间过长，会发霉变质。”西双
版纳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朝明
介绍，随着口岸的智慧化建设日益完
善和通关效率的提升，减少了甘蔗等

“鲜特急”商品的物流折损，新鲜度有
了保障。

4月 29日，打洛口岸边民互市一
二级交易市场完成了首笔线上跨境结
算和国内交易。打洛镇曼夕村村民玉
宽通过大通汇双边交易系统从境外购
入 30公斤的茶叶，并将其上架“边户
通”App，随后，国内收购商西双版纳睦
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市场价
1176.62元采购了该商品。“边民互市
实现线上跨境结算和国内交易，标志
着打洛口岸打造的边民互市一二级市
场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打洛口
岸贸易服务中心主任张洛介绍，以前
边民虽然享受边民互市的相关政策，
但是鲜有机会自主参与贸易，现在通

过“边互通”App就能轻松进行线上跨
境结算和国内交易。

今年以来，打洛口岸的进出口货
运量增长迅猛，口岸通道和查验货场
均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为有效维护
口岸通关秩序，当地政府协调海关、边
检等联检部门，专门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和境内外沟通联系机制，互换互通
口岸信息，动态掌握入境人员情况，协
调缅方有序放行车辆、人员、货物，及
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海关、边检部门，
确保人流货流快速通关。

西双版纳州以提升口岸基础设施
建设为切入点，创新口岸建设投融资
模式，通过提升改造打洛口岸联检
楼、加快推进查验货场“三场合一”建
设和新的中缅汽车货运通道建设等
项目，持续优化口岸发展布局，一体
推进口岸功能提升。今年 1月至 5月，
西双版纳州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
647.95万吨，同比增长 37.8%；进出口
货 值 实 现 291.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8%；出入境人员 196.65万人次，同
比增长151%。

本报记者 戴振华

出入境人货两旺，通关效率提升——

西双版纳口岸经济活力迸发
本报讯（记者 龙舟 张雁群）日前，

昆明市红色乡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走廊
建设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丹桂
村启动。

启动仪式上，红色乡村民族团结示范
走廊沿线的寻甸、东川、嵩明、禄劝、富民5
县（区）的代表共同签署红色乡村民族团
结示范走廊共建共享机制框架协议。5县
（区）将通过建立基层组织联建、区域发展
共促、民族团结共创、精神家园共筑、交流
活动共办、社会管理共治、先进经验共学
等机制，促进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把“红色乡村”打造成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大课堂、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的绿美乡村。

据了解，为建设红色乡村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走廊，昆明市把红色资源转化
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不竭动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
化，通过红色乡村旅游“重走红军长征
路”、红色文化课堂、红色精神巡讲、红色
文化传承创新等活动，推动红色乡村农
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沈迅）日前，昭通市
与昆明医科大学在昆明签订云南省滇东
北中心医院合作协议。双方将按照委托
管理原则，以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为
基础，共建高水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
三级甲等医院。

昭通市与昆明医科大学在前期深度
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合作办医模式
和内容，在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加挂
昆明医科大学滇东北中心医院和临床医
学院两块牌子，在委托管理、目标管理、
基本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
局。双方将以高水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和三级甲等医院建设为目标，促进医疗
服务同质化，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着
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学科科研基地。

昭通市与昆明医科大学
合作共建区域医疗中心

本报讯（记者 吕瑾） 7月 12日，楚
雄彝族自治州在大姚县举行统一战线爱
心助学10周年座谈会。

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民革
上海市嘉定区委等爱心结对单位及云南
省侨联、受资助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楚雄州教体局和大姚县分别为浙江省新
华爱心教育基金会、民革上海市嘉定区
委颁发了捐赠证书。浙江省新华爱心教
育基金会与楚雄州侨联、武定县教体局、
武定一中举行了武定一中“捡回珍珠计
划”签约仪式。

10年前，楚雄州委统战部、州侨联
牵线民革上海市嘉定区委、浙江省新华
爱心教育基金会，结对在楚雄州开展捐
资助学。10年来，两家爱心结对单位累
计为楚雄州 1574 人次贫困学生捐资
768.5725万元，资助学校建设57万余元。

楚雄州举行统一战线
爱心助学10周年座谈会

拥有“身份证”、佩戴智能项圈、享
用配方饲料……近日，在个旧市莲花
山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棚
旧牧场里，2000多头新入园的乳肉兼
用型奶牛开启了“智慧生活”。

新建成的棚旧牧场占地320亩，计
划养殖弗莱维赫、蒙贝利亚2个品种的乳
肉兼用型奶牛3000头，年产优质生牛乳
1.5万吨。目前，首批入园的2000多头奶
牛已入住牧场的高标准“智慧化”牛舍。

在棚旧牧场，一头牛从日常吃喝
到健康管理，都有数字技术提供保障。
所有牛都佩戴黄色的电子耳标进行档
案记录，为生牛乳质量安全追溯提供
依据。奶牛们还统一佩戴智能项圈，用
于收集反刍时间、进食时间和活动量
等数据，通过算法推断出奶牛的繁殖
期。这些数据还能让养殖人员及时发
现行为异常的病牛。

牧场引进了全混合日粮饲料制备
机和转盘式挤奶机。营养师通过电脑
系统设置好营养配方后，制备机就能
针对不同饲料的种类、数量进行充分
搅拌。转盘式挤奶机则具有奶牛分群、
自动识别，以及牛奶自动计量、奶杯组
自动脱落、设备自动清洗等功能，在节
省人工成本的同时提高挤奶效率。

牛舍内配备了自动牛体刷、风扇、
智能喷淋系统、恒温水槽等设施，温
度、湿度等数据实时上传至数字管理
平台，由系统自动控制何时开风扇通
风、何时喷淋等。

据了解，棚旧牧场达产后，预计将
带动周边区域饲草饲料种植面积达
10000亩以上，带动 2000户农户增收。

个旧市将依托莲花山乡村振兴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项目打造特色奶牛养殖
基地，促进周边村集体经济进行产业
扩展融合，形成联合草站、肉牛养殖、
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模式，走上“乳
业+特色牧业”创新发展之路，不断提
高乳业产业附加值。

本报记者 饶勇 通讯员 龙江

个旧市打造特色养殖基地——

2000多头奶牛开启“智慧生活”

大姚县新街镇碧么村的烟叶种植
大户黎永庭栽种烟叶 10余年，有丰富
的烟叶种植经验，但每年回收残膜是
他最头疼的事。“今年，我家种了 40亩
烤烟，前几年都是用普通地膜。今年政
府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我试用了 20
多亩，这个地膜 60天左右就自然分解
了，节省了摘膜的人工成本，还能起到
节水的作用。”黎永庭说。

今年，新街镇通过全生物降解地
膜推广示范点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广
宣传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不断提升
农户知晓度和环保意识，助推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今年新街镇烤烟面积为

7650亩，前期试用降解地膜 500亩，群
众和烟农的反映较好。”新街镇副镇
长赵金宏说。

农用地膜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抗旱
节水、增温、保墒、增产的作用，但地膜
的广泛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
田里的白色污染。全生物降解地膜是
一种以生物降解材料为主要原料的新
型地膜，具有生物降解性能，能在一定
周期内通过微生物自然分解，对环境
无污染。全生物降解地膜不仅能保护
土壤、水源和生态环境，还能保持土壤
湿润，提高土壤温度，减少土壤水分的
蒸发，提高土壤保水能力，从而减少灌

溉次数和用水量，达到节水的效果。
2022年以来，大姚县聚焦重点覆

膜区域、重点覆膜作物和关键环节，探
索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在当地的适用
性和可行性，在新街镇、金碧镇、龙街
镇等乡镇推广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目前，全县试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田地
达3000余亩。同时，大姚县不断优化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通过“新推广+旧回
收”模式，持续开展传统地膜减量、替
代，为农田“减塑”，守护绿色耕地，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助力全县农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段晓宇 通讯员 张正江

大姚县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3000余亩农田穿上“环保新衣”

入汛以来，临沧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冲在防汛救灾第一线，构建
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由于近期降雨量较大，凤庆县凤
山镇落星村境内的桃源河水位上涨，
河岸边道路路基塌陷，塌陷面积达
500多平方米，威胁群众安全。落星村
党支部迅速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
防汛救灾。“村支书组织我们抢险，作
为一名党员，我也要积极贡献力量。”
落星村党员殷存学说，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30余名党员、120余名群众积
极参与抢险救灾，经过一天的努力，道
路路基得到加固，群众出行有了保障。

在防汛救灾中，凤庆县组织党员、
志愿者和群众积极投身防汛抢险第一
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制定排危工
作包保方案，降低灾害可能造成的损
失。同时，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值守
制度，实时掌握雨情、水情信息，确保
及时准确上报并应对解决。

沧源佤族自治县组建乡、村、组三
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827支、6400余
人，依托“乡镇党委—村党总支—村民

小组党支部—村民聚居点党小组—党
员中心户”五级网格组织体系，推动各
级网格长、网格员点对点挂联“一老一
小”等特殊群体，确保防汛救灾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同时，划分党员责任区
160余个、设置党员先锋岗 300余个，
2000余名党员干部沉一线、摸实情、
查隐患、解难题，带头宣讲防汛防溺水
知识1200余场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问题200余件次。

受近期强降水影响，怒江水位持
续上涨，镇康县境内发生不同程度的
泥石流、塌方、滚石、树木倒塌。监测到
汛情后，镇康县及时组织党员突击队、
驻村工作队员、抢险队深入一线开展
应急救援。面对汛情，镇康县共成立1
支县级应急队伍137人、7个乡（镇）应
急队伍 390人、76个村（社区）应急队
伍 1155人、村民小组应急队伍 4469
人，抽派应急、水务、交通、气象等部门
人员集中办公，强化运用“1262”精细
化预报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做到24
小时监测，及时会商，精准调度。

本报记者 李春林
见习记者 隋鑫 李彤 通讯员 康文明

临沧市党员干部投身防汛救灾最前线——

勇挑重担 守护平安

近日，昆明市金星社区充分发挥老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组织社区老党员、
书画爱好者开展党建引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活动，用笔墨颂党恩，以诗词促团
结，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群众心中。 本报记者 陈飞 通讯员 张轩鸣 摄

翰墨丹青绘团结翰墨丹青绘团结

暑期到来，位于昆明市呈贡区七星山下、滇池东岸的卧龙古渔村成了乡村旅游
胜地。古朴的村落环境，错落有致的“一颗印”“三合院”建筑、清新的田园风光营造
出秀美的乡村图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见习记者 高吴双 实习生 李媛 摄

亲近乡村亲近乡村 畅享清凉畅享清凉

昆明市建设红色乡村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走廊

近年来，丽江市古城区整合辖区
红色资源，建设了思政教育、传统文化
教育、政德教育、“四史”宣传教育、廉
政教育、初心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等思
政教育“八大教室”，聚焦不同需求制
定“个性化菜单”，让“八大教室”发挥
学习服务阵地作用，靶向助推红色资
源匹配各类学习需求。

古城区围绕“八大教室”打造了思
政教育研学、革命传统教育研学、不忘
初心研学、政德教育研学 4个研学阵
地，在原有核心场馆参观学习基础上，
因时而进，新增了课件学习、体验学习、
时政学习、案例学习、实践学习等内
容，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党史、民族团
结、乡村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等，丰富
了各类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的供给。

在课件学习上，配套了多媒体教
室，提供了涵盖政治理论、经济建设、
民生事业、生态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等
领域的百余部课件，课件均为名师、专
家等讲解。同时，精心准备数十部红色

电影，在开展理论学习的同时感受革
命教育。在思政教育学习阵地上，拓展
出“为民办实事”体验学习服务，通过
开展“我为古城环保出份力”“我当环
卫工人”等劳动教育活动，深刻感悟劳
动精神、实干作风。在革命传统教育学
习阵地上，拓展出“重走长征路”的党
性锻炼学习服务，跟随英雄足迹沉浸
式践悟长征精神和团结意识。在不忘
初心研学主题阵地上，拓展出美丽古
城“小卫士”、“我当一天河长”实践学
习服务，通过“理论+实践”互动式学
习活动，增强生态意识、责任意识。

优化提升后的“八大教室”，教学
形式和教学内容都得到了全方位拓
展，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自由选择
服务内容进行组合，实现需求单位“按
需点菜”、服务单位“按单下菜”，满足
红色学习教育的个性化需求，可为机
关单位、社会团体、各类组织提供包括
政治理论学习、主题党日活动、政治节
日活动、工会活动、团建队建等服务。

本报记者 李铁成 通讯员 赵根玉

古城区建好用好思政教育“八大教室”——

因时而进 培根铸魂

本报讯（记者 王淑娟）日前，大理
白族自治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体搬迁项
目一期竣工验收。

该项目以大临铁路和在建的大南高
速公路为轴心，建设地点为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大仓镇，于 2022年 9月开工建
设，规划用地面积247.22亩，建设粮食储
备仓库（平房仓）13栋、成品粮应急仓库
（低温仓）1栋，总仓容20万吨，总建筑面
积41149平方米。同时，新建生产及生活
配套区、综合楼、生产辅助用房、质检服
务中心、信息化管理系统以及变配电房、
消防设施、停车场等辅助设施，总投资估
算53191.51万元。

该项目的整体竣工验收，对我省粮
食安全仓储流通、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
人工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改善工作环境
等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将进一步缓解省
级储备仓容缺口压力，优化完善省级粮
食储备仓容布局。

大理州国家粮食储备库
整体搬迁项目一期竣工

镇康县木场乡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架设桥梁开展生产自救镇康县木场乡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架设桥梁开展生产自救。。

古城区开展古城区开展““我为古城环保出份力我为古城环保出份力””劳动教育活动劳动教育活动。。

个旧市棚旧牧场智慧牛舍个旧市棚旧牧场智慧牛舍。。

本报讯（记者 彭少杰 张帆 见习记
者 贡秋次仁） 7月13日，余秀华新诗分
享会在香格里拉市举行。

活动现场，余秀华分享了自己的新
诗集《后山开花》。该诗集是余秀华的第
四部诗集，收录了其近年来新创作的
150余首诗歌。活动吸引了不少诗歌爱
好者前来参加。

余秀华于197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
因出生时倒产而造成脑瘫、行动不便。她
从2009年开始写诗，并于2015年发表诗
集《月光落在左手上》，获评网易“2015
年十大女性奖”之首，并被《出版人》杂志
评为“2015年度作者”。

余秀华新诗分享会
在香格里拉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