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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显活力 五华“丰”景正当时
金秋时节，陡普鲁社区白泥塘梨园

内，饱满圆润的大黄梨挂满枝头，果香
四溢；厂口社区的鱼菜共生基地通过打
造“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绿色
闭环生态循环系统，实现四季种养、多
元收益的目标；沙朗的大闸蟹农庄里，
中华绒螯蟹被散养在稻田中，实现稻蟹
共生、一田双收。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丰富多彩的农耕体验、农耕文化展演、农
耕文化研学及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在五
华区西翥街道各社区上演。这不仅是一场
庆祝丰收的盛宴，更是五华区近年来坚
持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高农村基础设
施配套，持续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以
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果展示。

补齐短板 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动能

近日，陡普鲁片区“四好农村公路”建
设项目（烂板桥至蚂蟥箐）完成支线全线
及部分主线施工，该项目主线贯穿陡普鲁
社区多个村落，支线东接盘龙区、西接厂
口工业园区，项目建设完成后，将为沿线
社区以及工业园区的发展带来新活力。

近年来，五华区持续强化西翥片区
农业农村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实
施陡普鲁片区“四好农村公路”项目的
同时，先后完成昆肖线（石盆寺至西翥
街道办事处段）小修保养；铺设母格进
村道路沥青路面 2360米。如今，西翥辖
区内已有昆肖公路、108国道、轿子雪山
旅游专线、绕城高速、昆倘高速等重点
线路，沿线一批特色旅游景区景点、特
色农家乐以及厂口产业园等项目搭上
了发展“快车”。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瓦恭、陡普鲁、桃园
3个社区入选昆明市 2023年度学习推
广“千万工程”经验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大村、东村、陡坡和新民社区入选省
级“千村示范”创建候选名单。

2024年，西翥建设高标准农田3302.4
亩，新建灌溉管道19.44公里、泵站3座、
水池7座，渠道修复1973米；新建机耕路3
条，总长1930米，完成粮播面积32790.29
亩，为任务面积29940亩的109.5%。

强链补链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

走进迤六社区淡水鲈鱼养殖基地，
一个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每当工人们投
喂鱼食，水面响声四起、鱼儿欢腾……
依托辖区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的优
势，社区引进高密度水产养殖技术，发
展淡水鲈鱼养殖产业，推动社区集体经
济收入逐年增加。今年 8月，“西翥鲈
鱼”成功入选 2024年第二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
聚焦绿色食品生产链、加工链、流

通链、品牌链建设，五华区先后建成凯
普和良道蔬菜基地，林奇、若美斯、戴闻
等花卉基地，博凡食用菌菌包生产加工
基地，持续推动绿色农业加工提质增
效。随着迤六淡水鲈鱼养殖基地、厂口
鱼菜共生基地、龙庆高密度水产养殖基
地等渔业基地的建设，辖区渔业养殖规
模达 31849立方水体，年产优质鱼类可

达百余吨。目前，辖区 1个基地被评为
省级“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2个基地
被评为州市级“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
全区有绿色有机认证农产品 151个，13
个果蔬品种获得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
证，认证数量在全市位居前列。

推动绿色农业加工提质增效，拓宽
绿色食品流通销售渠道，五华区先后建
成厂口绿色食品产业园、桃园物流园
区，引入德和食品智造基地、五华精品

农业供应链中心、万纬物流等项目，并
积极发展绿色食品总部经济，打造云南
省新农人总部基地，开展 100余场助农
直播、产业带溯源直播系列活动，累计
销售额达3亿元。

打造IP 提升乡村全面发展质量

依托每年 3月陡普鲁社区白泥塘
千亩梨花齐放的盛景，西翥街道连续举
办梨花节，打造农文旅 IP；与昆明潮商
仁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特色
民宿，打造“梨当家”品牌，将梨产品发
展为集医药、食用、装饰于一体的产业
链，让赏花经济实现“常新常开”。

做足“农业+”文章，五华区先后打
造沙朗民族文创园、沙朗古驿道、阿哩
哩风情寨、西翥温泉田庄、沙朗温泉酒
店、凯普农业示范基地、云琦丹生科制
药基地等多个景区景点和示范基地，麦
和稻田、振峰庄园、二鸟宅等农文旅业
态持续做强品牌、提升体验度，开拓经
济发展的新场景新模式。

目前，西翥街道正在持续推进母格
老村活化利用项目，招引 23家投资主
体带业态入驻，民宿、制香非遗工作室、
饮品、面包、茶空间、咖啡、公共阅读空
间、心理疗愈等多个业态在母格聚集发
展；落水洞片区农文旅项目已完成概念
性规划的编制，进入湖区的两条道路将
于近期开建。不断推出的农文旅融合的
特色旅游项目，让该街道实现昆明周边
独特的农文旅半小时旅游经济圈的转型
升级目标不断迈进，为五华区乡村振兴
注入澎湃动能。 五华区委宣传部供稿

五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农耕文化展演。 稻蟹共生，一田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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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闻出版教育培训中心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原
件，证号：事证第 153000000421号，登
报作废。

注销公告
云南泰怡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解散，并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后果自负。

云南泰怡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公公 告告

分类广告

我省开出首张
线上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 9月 25日，
我省开出首张线上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由
官渡区人民医院发放到产妇家属手中。

今年起，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
门，对云南省妇幼健康信息平台等进行
升级改造，对接云南政务服务网开通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受理端口；对县级政务
服务中心相关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系统整
合；申请材料电子化，大幅压减办理时长
和办事成本。实现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
上“全程网办”，线下“一次提交材料、一次
集成办结”，新生儿出生后的出生医学证
明、预防接种证、户口登记、社会保障卡申
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居民医保登记、科
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等7项业务政务服
务事项在15个工作日内全部办结。

上接一版 《奋力续写新时代誓词碑
新故事》

宁洱县委组织部部长赵伟表示，
我们将把回信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
组织好三堂课、讲好三个故事，即组织
好弘扬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优良传统
的讨论课、培训课、宣讲课，讲好民族
团结誓词碑故事、思普革命故事、新时
代伟大实践变革故事；强化凝心铸魂，
发挥好普洱民族团结园党性教育重要
阵地作用，加强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着
力把回信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
动力，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回答好

“怎么当好收信人”之问，引领各族群
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续写宁洱县
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在誓词碑前宣读回信时，宁洱县
委党校校务委员吴卓嶧就在现场。作
为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志愿讲解
员，她对这块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誓
词碑的故事也有深入的了解。“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我要更
加努力研究好誓词碑的价值，用更加
生动的语言讲好誓词碑的故事。”吴卓
嶧说，我们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做好民族团结誓词碑优良传
统的宣传者和传承者，让民族团结佳

话代代相传。

“我们要永远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续写誓词碑故事，让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站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前，从江城
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宝藏乡良马河村赶
来参加庆祝活动的王平安凝视着誓词
碑上父亲王开林的名字，久久不能平
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和我们讲民族
团结誓词碑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像誓
词碑上说的那样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
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王平安说，

“总书记在回信里让我们要发扬先辈光
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
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回去后我们将学
习贯彻好重要回信精神，弘扬民族团结
誓词碑优良传统，团结大家把家乡建设
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内聚
居着汉族、傣族、拉祜族、佤族等 22个
民族，是“宾弄赛嗨”的发源地。随着现
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孟连各族群众
享受到了越来越好的教育、医疗、交通
等公共服务，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民
族团结之花也越开越灿烂。“中华民族

是一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就是相
亲相爱的一家人。”孟连县娜允镇娜允
村七组村民相宝和乡亲们聚集在一
起，收看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普洱
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的新闻
报道。亲身感受着生活越来越好的相
宝坚定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才能带领中国
走向繁荣富强。我们要永远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续写誓词碑故事，继续
做好民族团结，‘宾弄赛嗨’建设我们
的家乡。”

“民族团结誓词碑铭刻着各族人
民对民族团结的坚定承诺和对祖国大
家庭的深厚感情，已经成为激励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看着新闻
报道中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
后代在誓词碑前接过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思茅区倚象镇踏清河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牛花才激动万分。她
表示，将更加积极参与村庄的民族团
结宣传活动，组织村民开展民族团结
知识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团结
的意义和价值，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牢记心间，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
开越绚烂。

本报记者 胡梅君 沈浩
见习记者 高玥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记者从云南
省外办获悉，9月21日至24日，应中国人
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邀请，由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
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
甸、泰国、越南、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等国组成的周边国家和平组织与安全智
库领导人考察团一行15人访滇。

9月 23日，省委外办负责人与考
察团就推动深化和拓展云南与南亚、

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进行座
谈。座谈中，该负责人介绍了云南省情
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欢迎各国朋友
到云南农村基层走走看看、深入地了
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时愿同各方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考察团团长、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战略研究所所长、巴基斯坦外交部前
外秘苏海尔·马哈茂德表示，中方提出

的“三大倡议”作为优质的全球公共产
品，为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安
全挑战提供了宝贵指导和方向。云南
省民族团结、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基础
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值得周边发展中
国家学习借鉴。

在滇期间，考察团聆听省委党校
专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国际意
义”的专题授课，还参访了玉溪市紫玉
花卉产业有限公司、马房村等地。

周边国家和平组织与安全智库领导人考察团访滇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近日，国家
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新
中国成立75年来，云南农村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生产实现了从短
缺到总量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转变，人民
群众实现了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

“吃得好”质的飞跃。
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锐

意进取，全省粮食总产量不断创下新纪
录。1957年云南省粮食产量 634.5万吨，
比 1949年的 374万吨增长 69.7%。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得到充分调动，1984年粮食产量首次突
破 1000万吨，达到 1005万吨。1994年粮
食总产量达到 1146.5万吨，之后，云南
粮食总产量每两年突破一个百万吨关
口，2000年达到 1467.8万吨。2004年粮
食总产量超过了1500万吨。党的十八大
以来，随着农业科技措施的大力推行，全
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分别
于 2013年、2016年和 2021年突破 1700
万吨、1800万吨和 1900万吨。2023年全
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974万吨，是1949年
的5.3倍，年均增长2.3%。

粮食单产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
立以来，云南农业政策持续优化、科技

投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粮食单产水平
逐步提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1年云南粮食单产达到每亩 201.35
千克，2011 年达到每亩 257.88 千克，
2020年达到每亩303.28千克。2023年提
高至每亩310.14千克，是1949年粮食单
产的3倍。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云南
积极调整粮食生产格局，科学规划粮食
生产区域，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推动粮食产
业融合发展，区域专业化生产水平不断
提高。目前云南省共有36个县纳入产粮

大县粮食产量监测。2023年，云南省 36
个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占全省的
51.6%，粮食产量占全省的 55%，综合单
产每亩 325.49千克，比全省平均单产高
4.9%。总体上看，产粮大县粮食生产能
力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主产区的稳定作
用日益显现。

种植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入。云南省
积极贯彻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
策，巩固提升粮食产销平衡能力，进一步
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稳定提升水稻、玉米
等主粮供应能力，持续扩大大豆和油料
生产，积极发展冬早玉米、冬马铃薯、小
杂粮等特色粮食作物，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和产量只增不减。2008年以来，全省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6000万亩以上，
2023年达到 6364.83万亩，比 1978年增
长15.4%。从主要粮食品种生产情况看，
2023 年稻谷、玉米、小麦播种面积
4326.48万亩，薯类播种面积 920.03万
亩，分别比1978年增长5.7%和154.4%。

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同时，油料
和一些比较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得到了
快速发展。2023年全省油料产量 68.45
万吨，是 1978 年的 12.4 倍；茶叶产量
55.68万吨，是 1978年的 31.3倍；水果产
量 1380.88万吨，是 1978年的 118.8倍；
糖料产量1586.89万吨，占全国糖料产量
的 13.9%；烟叶产量 87.08万吨，低产低
质烟田逐年调减，高端烟叶开发成果显
著；鲜切花产量达到189.73亿枝，花卉定
价权进一步巩固，云茶、云糖、云烟、云
果、云花等特色农产品市场影响力不断
扩大。

75年的发展成就，是党的惠农强农
政策不断落实的过程，是人民群众的智
慧和创造力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展望
未来，云南将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
引下，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安
全，为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

云南粮食生产不断提升持续突破
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 9月 26

日，云南省科技副总及产业导师第二
批选聘会议在昆明召开，选聘 132名
高层次人才和 85名企业高管、技术
专家作为第二批省科技副总及产业
导师。

据悉，第二批省科技副总及产业
导师选聘工作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
略发展目标和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
岸经济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开
展，92%以上的选聘人员专业领域与
我省重点产业相关。同时，在第二批省
科技副总中，有 30余名来自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等省外知名科研院所，占 23.48%；省
产业导师中，10名来自四川新绿色药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林联林
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省外企

业，占 11.76%，有效拓宽了“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用才路径。
据介绍，132名省科技副总将赴116户
民营企业和16户国有企业开展服务，
85名省产业导师将赴 18所本科院校
和15所专科院校开展服务，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

省委人才办还部署启动了云南省
专家人才产业服务团政策服务团工
作。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
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投资促进
局、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等 11
家单位抽调 15名精干力量组成政策
服务团，通过巡回“上门”服务在建重
大产业项目和重点产业企业。

突出务实管用 拓宽选人渠道 服务营商环境

我省选聘第二批科技副总及产业导师
启动专家人才产业服务团政策服务团工作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近日，第
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云
南省精心筹备，组织政企代表团参会
参展。

本届东博会上，云南展区总面积
120平方米，以“共建‘一带一路’南向
国际陆海大通道”为主题，展现云南在
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国际
物流大通道建设方面的成效，以及通
过大物流带动大贸易、承接大产业、促

进大开放的发展机遇和前景。云南省
交投物流、能投物流、省国际班列公
司、瑞和锦程、文山茂盛和运捷科技等
企业积极展示各自产品及发展优势，
寻求商机，促进合作。

会议期间，云南省代表团将与东
盟国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各界人士
开展交流，希望借助参会参展，进一步
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新空间，推动“一带
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建设走深
走实。

云南政企代表团参加第21届东博会

本报讯（记者 王毅） 9月 26日，
“国社之镜·世纪光影”新华社新闻摄
影展云南分展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开
展。主展精选近300张珍贵照片，以百
姓视角和光影艺术生动展现新中国成
立 75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主展的基础上，云南分展增设
“世纪光影·美丽云南”篇章，精选140
余幅新华社照片，展现云南在推动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
这次展出的照片涵盖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注重从新闻专业
的角度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呈现一系
列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关键节点，反
映祖国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和云南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荣光。

本次展览除主展外还将在全国各
地举办多场地方分展，云南分展将持
续至今年年底。

“国社之镜·世纪光影”
新华社新闻摄影展云南分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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