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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雪松） 4 月 18
日下午，鹤庆县召开2024年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鹤庆县委副书
记、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协调
领导小组组长罗占宇参加会议，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县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副组长施磊主持会议。

罗占宇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产改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全面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助推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要统一思想，提高
站位，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产改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努力打造一支宏大的产
业工人队伍，为建成“滇西县域经济强
县”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要强化统筹，压实责任，凝聚推进产改
工作的强大合力。按照“三法三化”要
求抓好落实，确保改革有序推进；企业

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顶层设
计，健全制度环境，营造社会氛围，在
人才培养、创新创造、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好
主体作用；要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笃行不怠，攻坚克难，
全面推动产改工作创优提质，为实现
鹤庆县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罗占宇代表产改领导小组与县产
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签订了

《鹤庆县 2024 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责任书》；施磊宣布了
鹤庆县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第二批重点推进企业名单并授牌；
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传达了大理州
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
议精神。

鹤庆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作了
现场述职。

鹤庆召开2024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雪松 文／图）
当下正是桑叶旺盛生长季节，鹤庆县各
地蚕农走进桑田采摘桑叶，开始2024年
第一批春蚕养殖工作。

走进鹤庆县茧丝有限责任公司如
意小蚕工厂基地，只见桑树长势良好，
工人们忙着采摘、精选桑叶、蚕种催
青。负责人莫耀锋说：“我们厂是全县
最大的小蚕共育点，今年共育 1200 多
张，比去年同期增长 20％。350 户蚕农
的蚕种经过我们 10 天的科学规范化饲
养后，再发放到养蚕户手中。”

在鹤庆县润锋蚕业有限责任公司
蚕品种试验基地，专业技术人员正在进
行定座、称量、收蚁等工作。鹤庆县茶

桑果药站高级农艺师杨金顺说：“今年
全县春季饲养蚕种 10000 张左右，均从
云南省蚕桑蜜蜂研究所、山东蚕业有限
公司等地进种。经过润锋蚕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催青工作，正在进行收蚁和小
蚕饲养。目前，蚕茧价格较好，预计全
年养蚕6.3万张，生产鲜茧2740吨，产值
1.7亿元左右。”

据了解，鹤庆县已投产桑园 4.3 万
亩。2023 年全年养蚕 63200 张，生产鲜
茧2746.89吨，鲜茧销售收入17404.33万
元。全年平均每张产茧43.47公斤，平均
每张产值 2753.85 元。全县有 6 镇 2 乡
54个村4856户农户从事蚕桑生产，户均
养蚕收入3.58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赵燎春） 近年来，
鹤庆县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立足高原特色产业资源，通过“银
都鹤庆”区域公用品牌高标准选品战
略，引导企业强化产品力，打造出一批
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为推动产销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助
推鹤庆县优质产品走出去，2月29日，开
展了“银都鹤庆”第一届农特产品产销
对接会。活动以“产销对接 助农振兴”
为主题，通过展台搭建、产销对接、品牌
推介、资源合作等形式，强化产销衔接
机制、共享农商互联资源、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共谋乡村振兴路径。
产销对接会虽结束，但其产生的积

极作用仍在各企业的商业合作中持续
显现。其中，永乐江、兴鹤万家两家超
市在产销对接会后与鹤庆绿缘实尚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产品入驻协议；
云南兆元云建（鹤庆）供应链管理公司
分别与鹤庆县琼华高原特色林果有限
责任公司、鹤庆县金灿食用玫瑰有限公
司达成初步合作；大理供销社成功下单
大理红糖世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手
工红糖；四方街、老祥云商超也在与部
分企业持续洽谈中。

本报讯（通讯员 洪梅芬 张鹤雄
段建苹 文／图） 近年来，鹤庆县六
合乡从改善民生入手，全面提升改造
农贸市场，不断擦亮乡镇文明底色，
打造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整洁、
管理规范、秩序井然的农贸市场，为
群众营造干净整洁、舒心放心的购物
环境。

2018 年，六合乡在结合“沪滇帮
扶”支持下，投资 1562.94 万元，进行
六合乡农贸市场、小商品交易市场
和 环 境 整 治 项 目 建 设 ，新 建 占 地
14.78 亩的六合乡六新综合市场。经
过改造的农贸市场整体面貌焕然一
新，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整
洁，市场内部分区合理，摊位经营井
然有序。

“2023 年，农贸市场使我们村级
集体经济增加 8.45 万元。利用村级
集体经济，村里新装了 93 盏太阳能
路灯，点亮了六合村，提升了群众
生活幸福指数。”六合村党总支书记
李春艳说。

“以前的农贸市场地方小，一到
街天就堵。市场重新建了后，环境干
净又整洁，还有停车场，买菜非常方
便。”居民高大姐高兴地说。

◀ 群众在六合乡六新综合市场
采购水果。（摄于4月11日）

小市场 大民生

六合乡农贸市场旧貌换新颜

□ 通讯员 杨莉 张金顺

近年来，祥云县加强了县城区户
外广告招牌的设置和日常管理，既消
除了户外广告招牌安全隐患，还凸显
了招牌的文化内涵。

在祥云县城鼓楼南街做服装销售
的黄雪祥到祥云开服装店已 16 年，谈
起鼓楼片区的商业文化氛围，他对小
小的店面招牌赞赏有加。黄雪祥说：

“具有古典气息和文化特色的店面招

牌提升了这条街的形象，这些年来，
前来钟鼓楼南街旅游打卡的人也越来
越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鼓楼区是祥云县城的老城区，沉
淀着祥云古城浓厚的文化气息。从
2020 年起，祥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鼓楼区四条主街道的门头牌匾进行整
治，每一块店面招牌都融入了祥云之
名、“洱海卫城”印章、云纹饰、店名四
大元素，充分展现了祥云古城悠久的
历史和“彩云南现”美好传说的地域

亮点。根据书法字体的文化内涵，将
云纹巧妙融入到祥云字体，造型新
颖、特点鲜明，一店一设计，得到了商
家的认可，营造出了祥云独有的文化
内涵。

祥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加强了
户外广告招牌的集中排查整治，根据
相关要求，重点排查县城区内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等区域内户外广告和牌
匾是否存在螺丝松动、破损、锈蚀、龟
裂、风化及用电安全隐患、占用消防

设施和通道等问题。开展“拉网式”
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登记汇
总，建立问题档案，与商户共同制定整
改计划，逐户签订《户外广告（招牌）设
施安全责任及义务告知书》。并对一
店多个招牌、老旧破损、影响消防通
道、侵占公共空间、影响城市容貌等
违规户外广告招牌一律拆除。

通过户外广告招牌管理规范化、
精细化、安全化，让县城区户外广告招
牌的文化“颜值”和安全性都得到提升。

大理市下关八小的同学们在踊跃回答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的问题。（摄于4月
15日）

当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州、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到下关八小开展知识产权
进学校活动，举行了知识产权知识宣讲、知识竞赛等活动。下关八小被认定为云南
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授牌仪式也于当天举行。

［通讯员 杨智琴 苏字承 摄影报道］

永平县龙街镇中心完小的同学们在进行“学海无涯书屋”好书交流阅读活动。
（摄于4月19日）

当天，龙街镇中心完小开展“书香浸润心灵，阅读伴我成长”为主题的书香校园
阅读活动，内容包括亲子阅读、好书阅读分享交流等。通过活动，同学们感受到了阅
读的力量，在阅读中收获了快乐。 ［通讯员 张品良 摄］

游客在剑川县马登后山马象
公路沿线的杜鹃花海中赏花。（摄
于4月18日）

每年 4 月至 5 月初，马登后山
马象公路沿线遍开杜鹃花，鲜艳夺
目、姹紫嫣红。近年来，剑川县
马登镇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马象公路沿线的杜
鹃花海成为该镇的一张生态旅游
名片。
［通讯员 高文 杨滢 摄影报道］

鹤庆第一批春蚕养殖工作有序推进

鹤庆——

产销对接促消费 畅通循环助振兴

祥云整治县城户外广告招牌“颜值”“安全”双效提升

小招牌擦亮城市大“名片”

辛屯镇如意村群众在采桑叶。（摄于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