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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昆明 6月 16日电（记者
陈耀）6月15日，“2018年大理·剑川
木雕艺术博览会暨剑川木雕文化
节”推介会在昆明滇池会展中心 19
号木艺馆内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经云南省国际博览事务局同意，
由大理州人民政府、云南省木雕协
会主办的“2018 年大理·剑川木雕
艺术博览会暨剑川木雕文化节”将
于6月26日至6月30日在剑川木雕
艺术小镇举办。

剑川木雕文化节共设置开幕
式、剑川木雕旅游产品创意雕刻大
赛、剑湖论坛、大木作传统古建筑艺
术成果展、剑川特色文旅产品展销
会、剑川民间绝活技艺展示、剑川木
雕艺术小镇招商引资推介以及剑川
白族传统美食体验等 10 项活动内

容。南博会期间，为了推介剑川木
雕文化，该县在位于18号馆的中国
大理剑川木雕馆展出剑川木雕、布
扎刺绣和黑陶等手工艺品。

剑川木雕历史悠久、工艺精湛，
文化积淀深厚，被称为“滇西奇
葩”。1996年剑川县被文化部命名
为“中国木雕艺术之乡”，2011年剑
川木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目前，全县从事木
器木雕产业人员2.1万余人，木雕品
牌商标 34 个。2017 年全县实现木
雕产值 3.88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
值的10.7%。

当前，剑川县正在着力打造
剑川木雕艺术小镇，该项目已于
2017年5月份开工建设，预计今年6
月底可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剑川木雕文化节推介会在昆举行

本报昆明 6月 16日电（记者
陈耀）连日来，在第5届南亚博览会
现场，大理旅游展馆充分展示的大理
旅游元素，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观看，成为此次南博会的一大亮点。

本次南博会，我州在滇池国际
会展中心1号馆的云南旅游馆中搭
建了一个 80 多平方米的大理旅游
形象展馆。该展馆围绕“风花雪月、
自在大理”的旅游主题，充分展示
大理元素、体现了浓郁的民族风
情。走进展位，旅游宣传主题画醒
目大方，旅游宣传产品丰富多彩，民
族歌舞表演精彩纷呈。

大理旅游集散中心集团有限公

司企划部副经理杜又涛告诉记者，
该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南博会暨
昆交会，通过推荐，让游客能够感受
到大理的魅力。

除了大理旅游集散中心公司，我
州还有12县市的26家旅游要素企业
参展，充分展示优势旅游资源、旅游
产品、特色旅游商品等。

据介绍，此次南博会上，我州旅
游部门不仅在现场发放了许多旅游
宣传资料，展示我州自然风光、民族
风情、美食特产，还通过播放宣传视
频，扫二维码送小礼品及大理旅游文
化知识抢答等方式，展示我州在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大理旅游展示南博会上成亮点

本报昆明 6月 16日电（记者
陈耀） 在南博会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馆内，大理展馆主打高原、生态、
绿色品牌，42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上
千个绿色农产品单品，深受广大客
商的青睐。

在大理品宏高原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上海阿迪尔
信息公司的项目经理文晓凤正在
品尝黑蒜。她一进入大理展馆就
被黑蒜吸引住了，品尝之后，觉得
口感很好。黑蒜营养价值较高，近
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文晓
凤希望通过洽谈合作，把大理的黑

蒜引入上海，并推向全国市场。大
理的独头蒜生长环境优越，生产
出来的黑蒜品质更佳，在国际市
场广受好评。今年，大理品宏高
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希望借
助南博会契机，拓宽大理黑蒜的
国内市场。

大理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馆设
在会展中心三楼 2号馆，展区面积
336平方米。全州共42家企业参展，
产品涉及高山生态茶、洱海绿色食
品、高山药材，高原牛奶，以及咖啡、
核桃、花卉、水果、蔬菜和肉制品等
种类，大部分为绿色有机产品。

大理绿色食品南博会上备受青睐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丽芳）祥云
县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找
准党建引领农业产业发展的切入
点，构建“县有多业、一乡两特、一
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县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强引领，确保粮食安全。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学习教育培训阵
地作用，牢固树立“党建+保粮促稳
定”思想理念，按照“稳粮增收、提
质增效、创新驱动”总要求，立足党
建、依靠科技、主攻单产、强化服
务，采取以项目带动、样板推动的
方法，有序推进绿色高产高效示范
样板建设，重点作好旱作立体多熟
制种植和晚秋间套种两篇文章，确
保了粮食安全。2017年，全县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50.92 万亩；粮食总
产 21.49 万吨、增长 1.56%；粮食面
积、产量连续多年位居我州首位。
粮食单产达 420公斤，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强优势，扩大产业规模。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和富余劳
动力资源优势，实施“党建+人才战
略”，培养农村实用人才7932人，培
植州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41 家。
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大力创建
特色产业基地，着力打造“绿色食
品牌”。目前，全县农村土地流转
面积达 12.23 万亩，规模化经营比
重达 34%，特色产业基地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截
至 2017 年底，建成蔬菜基地 15.07

万亩，高优桑园基地10.27万亩，农
产品加工产值近26.43亿元。

强品牌，提高出口创汇。打造
“党建+四全”绿色发展基地，稳步
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建设，野生菌、蚕桑、蔬菜、水
果、核桃等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规模化发展和集约化经营步伐
加快。野生食用菌、蔬菜、水果等
特色农产品出口势头强劲，松茸、
牛肝菌、鸡油菌等 17 个品种获出
口认证，共开发利用野生食用菌品
种 40 多个，年加工销售量达 4860
吨、产值 1.1 亿元，产品远销日本、
法国、美国等国家。2017年出口创
汇7000万美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野
生菌加工出口基地和国家南菜北

运、出口创汇重要基地县。
强组织，推动融合发展。形成

“技术部门+支部+协会+农户”的
抱团发展模式，以楚大高速公路为
轴线，逐步打造“三产融合”经济
带。启动实施刘厂现代农业产业
园和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着力推进中央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特色水果果酒、果醋、果汁精深
加工等一批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积极发展“农业＋旅游业”新型业
态，重点发展休闲观光、体验式农
业，打造了润禾、泰鑫等一批农业
精品庄园。目前，全县休闲农业经
营主体达 75 家，年接待游客 32 万
人次，带动劳动力转移就业 1万多
人，实现营业收入4100多万元。

祥云县党建引领高原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永平县新田村村民正在用
水稻机械化技术插秧（摄于 5 月
30日）。

为确保春耕生产稳步推进，
连日来，全州各级农业部门以实
施基层党建与春耕生产双推进
为目标，充分发挥各级农技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
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春
耕生产，确保 292 万亩大春作物
在最佳节令内满栽满插。
［通讯员 周应良 马 凌 摄影报道］

1990 年，23 岁的我被招录为
国家干部，分配到金沙江畔的鹤
庆县中江乡政府工作。

报到的当天是 12月 30日，正
值岁末，满怀着对未来工作生
活的憧憬和向往，我一大早向县
车队走去。到了嘈杂的客运站，
我费力地爬上车顶，将手里的铺
盖卷放在行李架上，用麻绳在铁
栏杆上捆牢。再挤进班车内，过
道里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找到自
己的座位入座。汽车启动，车厢
很抖，像打摆子，排气管重重地
放了两声炮，终于颤颤巍巍驶离
站台。这是从鹤庆县城云鹤镇经
六合直达中江的班车，三天才有
一趟。

车子沿邓丽公路往南行驶，
大约有两公里的弹石路，到小教
场就终止了，变成了土路。车子
驶出松桂街，往东拐入松（桂）六
（合）路，艰难地行驶着，轮胎在坑

洼的路面上跳跃和颤动。身体像
随风扬起的麦粒，抛起又落下。
整车人大呼小叫，只有驾驶员处
变不惊。

120多公里的行程，七八个小
时的煎熬，终于到了中江乡政
府。虽然晕车和疲惫，但能跳出

“农门”考进政府机关工作，我的
内心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感激。

在中江工作期间，不知沿着
这条路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也
没有再晕车了。六年半后，我调
往金墩乡政府工作，也就逐渐远
离了这条艰难的路。

2014年1月，金沙江上的华能
龙开口水电站建成投产发电。正
在崛起的龙开口电站大坝像一道

彩虹横卧金沙江上。电站进场公
路——金（墩）中（江）公路建成通
车，距鹤庆县城120公里的中江路
缩短为55公里的宽敞三级公路。

金中公路是中江和近邻的
六合、金墩东山片的幸福路。同
样是这条路，同样是前往中江，生
活所带来的变化，道路的更加快
捷和顺达，甚至比我们的想象还
要迅速。现在听得最多的是“出

了家门、上了车门、进了城门，一
天往返县城两三趟，谈笑之间当
天就可以到达省城昆明”的赞语。

现在，从鹤庆坐火车到州府
所在地下关，只需要84分钟，开车
到下关也只要两个半小时，从丽
江机场坐飞机到昆明仅 40 多分
钟，这是鹤庆县近年来交通出行
更加便捷的真实写照。

记忆和现实，截图了两张不
同的画面，仅仅四十年的时间，整
个社会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迁。
眼前铺陈开的，不仅仅是惊叹，更
有改革开放带来的自豪和对未来
的向往！

与改革开放同成长 与幸福大理共奋进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主题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大理州委改革办 大理日报社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漫漫中江路
□ 王宏志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兴祥 通
讯员 杨丽云） 近日，宾川县在宾
居大王庙水库组织开展水库安全
度汛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演练。

水库安全度汛调度方案演练，
模拟大王庙水库汛期蓄水已达汛限
水位，且上游来水较大，短时间可能
出现洪水漫坝的危险，必须启动调

度方案，开闸泄洪；水库安全度汛应
急预案演练，模拟大王庙水库汛期
连续降雨，水库高水位运行，水库发
生左坝肩后坝坡出现裂隙及塌陷险
情，必须启动应急抢险避险方案。
技术负责人宣布启动调度方案、应
急预案，一声令下，群众转移组摇
响警报，广播通知在河道内放牧、

劳作及在河道沿线低洼地带劳作
的群众尽快离开河道，往高处走，沿
下游通知群众做好转移准备。在演
练中，各组按各自分工，紧张有序地
开展工作，每名队员都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快速而准确地完成自己
的任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按照
演练计划和既定目标完成调度方

案、抢险任务，演练取得预想效果。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增强水

库管理单位的责任意识、防洪防汛
意识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
能力，进一步明确了应急抢险避险
规程，提高了水库周边、下游群众
的防范意识，为汛期的安全调度、
防险抢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宾川开展水库安全度汛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演练

上接第一版
住在附近的群众看到处理结果，纷
纷拍手称赞。

16日，记者在下关镇兴国路兴泰
小区，看到公共场所卫生整洁。而
就在前几天，这个小区里有人将拾
捡来的垃圾堆放在小区公共场所，
天晴时发出恶臭，雨天时污水外淌，
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生活。接到举
报，6月9日，大理市城管局等部门组
织人员对垃圾进行清理，共出动人
员 23人次，清运垃圾 11车次，并对
周边污染地面进行清洗。住在兴国
路的市民许崇高说：“看着一堆堆垃
圾被拉走，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下
来。环保督察，让老百姓得了实惠。”

自 6 月 11日起，中央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玉溪市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工作以来，玉溪市做
到立说立改、改出成效。如今，一件
件群众关心关注的环境问题得到及
时整改，感受着身边的环境一天天
变好变美，广大群众纷纷拍手称赞。

“以前的煤炭销售点已经被取
缔铲平掉了，我们终于可以打开窗
户，呼吸新鲜空气啦！过去每到雨
季，煤灰被雨水冲刷后进入下水
道，最终流入抚仙湖造成污染，大
家心里不是滋味。”看着大家最关
心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江川区江
城镇东门小区的居民们纷纷称赞，

“环保督察太及时、太好啦！让老
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结束了过去一
天到晚煤尘飞扬、到处都是黑灰的
生活。希望借此次‘回头看’机会，
解决更多老百姓关心的环境问题，
使‘母亲湖’抚仙湖更清、更美。”

雨后的江川区前卫镇后卫村
委会小后卫村弥漫着清新的空气，田
里的稻谷和烤烟长势喜人。记者了
解到，位于当地的一家铜械工艺制品
厂多年来一直往灌溉水沟中排放黄
色污水，导致附近田地被污染，村民
无法耕种。“现在好啦，黄水不见了，
田地又可以耕种啦。”村民张本华由
衷地表示，感谢环保督察组回应
问题、真抓到底，通过停工整改，
企业排放污水的情况得到有效治
理，村民们又在田间地头忙活起来。

江川大街街道河咀社区是星
云湖沿湖村庄，64岁的村民张宝有
见 证 了 星 云 湖 的“ 辉 煌 ”与“ 落
寞”。“作为一直在星云湖边生活的
人，看到星云湖被污染，我们村里
人都感到十分痛心与无奈。”他告
诉记者，“环保督察让村容村貌有
了很大变化，看到星云湖水质慢慢
好起来，感到很欣慰，我相信只要
大家真正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星
云湖的水质会回到我们小时候那
样清悠悠的。”

（转载自6月18日《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