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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钱 江）9月 17日，
市委书记郭大进到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昭通卷烟厂调研烟草产业发展，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继续
把烟草行业做强，追求卓越为昭通高
质量发展再创佳绩。

郭大进到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袁
坤劳模工作室、昭通卷烟厂生产车间
等地，调研烤烟生产、卷烟销售及雪茄
烟种植开发和卷制工艺，听取卷包技
改、制丝技改等情况汇报。

“在昭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烟草
行业从业者作出了突出贡献，体现了

烟草人的精神风貌和担当。”郭大进代
表市四套班子向烟草行业从业者表示
慰问和感谢。他指出，烟草产业作为
昭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为昭通巩
固脱贫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
献，肩上也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和昭通卷烟厂形成
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为全市基础
设施建设、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作出
了重要贡献。

郭大进强调，要扎实抓好烟叶生
产和收购。要推进种植规模化、烟农
职业化、服务专业化、生产机械化，巩

固好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种植水平，巩固
好昭通烟草行业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郭大进强调，要抓好卷烟生产与
销售。工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既是
财税的来源，又是就业的支撑，也是文
明的体现。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卷包
技改、制丝技改等项目建设，加大力度
做好服务，做好要素保障工作。要加
快推动烟草项目建设，及时解决项目
建设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
早日建成投产。

郭大进要求，要全力支持服务好
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烟草产业是全

市的重点产业，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
持服务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保障好相关的工作措施、部门的工作
服务和工作经费；要提高烟田质量，在
大力争取烟叶生产指标的同时，保护
好已规划的基本烟田，加大基建、技术
投入力度；要维护好“两烟”市场环境，
加大部门之间联合执法力度，依法打
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做好保
险赔付工作，维护好烟农的利益，让烟
农对烟草行业充满信心。

王斌、夏维勇、刘和开、毛玖明等
参加调研和出席座谈会。

郭大进调研烟草产业发展时强调

追求卓越为昭通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
本报讯 今年以来，盐津县中和镇艾田村多措并举，

推进撂荒地整治，探索变“废”为“宝”发展路径，大力发
展以辣椒、七彩花生为主的蔬菜种植产业。眼下，通过
撂荒地整治后种植的40亩辣椒迎来了丰产采收期。

秋风轻拂，辣椒飘香。在艾田村石坝子村民小组蔬
菜试验试种基地里，一垄垄青红相间的辣椒挂满枝头，
村民正在采摘成熟的辣椒。采摘、打包、装运……忙碌
而有序，田间地头呈现一幅产业兴、农事忙的丰收景象。

回乡创业的高中勇负责辣椒地管理与技术指导，之
前他在外务工，掌握了不少种植技术，熟悉农作物生长
习性，对辣椒的栽种、管护、采收早已熟记于心。在艾田
村建立蔬菜种植基地后，高中勇积极响应国家整治撂荒地
的号召，回乡创业，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参与到蔬菜试验试
种基地的建设中。说起今年的辣椒种植，他十分高兴。

“今年主要种了美人椒和小米辣两个品种，5 月底
开始播种，8 月初开始采摘，现在已经采摘第四批了。”
高中勇说。辣椒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移栽、管
护、采收等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村民在流转闲置土
地后又通过到种植基地务工挣钱，既得到了土地租金，
又多了一个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

今年以来，艾田村结合撂荒地整治盘活闲置土地
资源，从农户手里以每亩 500元的租金流转了村民因外
出务工而闲置的土地 40 亩，由村“两委”干部带头发展
辣椒产业，引进能人大户和村集体专业联合合作社成
立蔬菜试验试种基地，并组建辣椒栽种专班，邀请农技
人员作技术指导，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公司+能人大
户+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统一采购种
苗、统一组织承包、统一施肥管理、统一订单销售，加强
辣椒产前、产中、产后生产管理，实现种子不愁、技术不
愁、产销不愁。

撂荒地变成“聚宝盆”，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土地资
源，也为村集体公司和村民带来了收益。

艾田村党总支书记张小波说：“今年种植的 40亩辣
椒产量预计可达 60 吨，可实现产值 30 万元左右，除去
成本，村集体公司净收入可达 18 万元，还可带动 35 户
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

据了解，今年艾田村整治撂荒地 80亩，其中 40亩种
植辣椒、40 亩种植七彩花生，既盘活了撂荒的土地资
源，又发展壮大了产业，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走实
走好乡村振兴路增添了动能。

（盐津县融媒体中心）

盐津撂荒地
变蔬菜种植“聚宝盆”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安林 文/图）金秋九月，正是辣
椒丰收的时节，在彝良县龙街苗族彝族乡的田间地头，红
彤彤的草莓椒挂满枝头，村民在地里采摘后就卖给前来收
购的商贩，一筐筐火红的辣椒映衬着村民丰收的喜悦。

龙街乡有独特的富硒土壤，气候条件优越，昼夜温
差大，十分适合辣椒种植。近年来，龙街乡按照彝良县

“4+N”农业产业发展规划部署，强化党建引领产业组
织化，采取“党支部+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方式，由乡党委政府牵头引进昭通彝辣红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并成立专业合作社，为村民提供辣椒种苗和种
植技术，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并每亩补助 220 元的种苗
款；由各村（社区）党总支牵头，村（社区）集体经济公司
在参与引进企业入股分红的基础上，以劳务派遣的方
式，抽调村（社区）干部为辣椒田间管理和销售提供服务
保障，公司按收购数量的一定比例支付劳务报酬；村（社
区）党总支发动村（社区）干部和农村党员带头落实面积
和种植，辐射带动广大群众分散种植，逐年扩大种植规
模和提升品质，让火红的辣椒托起群众增收致富梦。

“我家今年种了10亩草莓椒，虽然前期受气候影响，
但后期长势很好，价格也比去年上涨了很多，还有专人
上门收购，节约了运输成本，今年我家种植的草莓椒收
入可达 6万元以上。”谈及今年的草莓椒种植，龙街乡坪
子村的张大妈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据悉，龙街乡今年共有草莓椒种植户 2454户，种植
草莓椒11009.9亩，兑现补助242.2万元，亩产草莓椒预计
1500公斤，预计实现产值 9600余万元，全乡 12个村（社
区）集体经济公司劳务收入将达48万元以上。收购的草
莓椒经过烘干或生产成泡椒后，远销四川、湖南、贵州等
地，为全乡打造出了一条特色种植、农民增收的乡村振
兴之路。

龙街乡
万亩草莓椒托起致富梦

近期，不少地方着力提升就业服
务水平。从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
划，到启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
务攻坚行动、集中对未就业毕业生进
行就业帮扶……从中央到地方，一系
列举措正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高校
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创历史新高，“稳
就业”“保就业”任务十分艰巨。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影响，就业市场
呈现供给增加、需求减少趋势。《中

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今年一
季度的求职人数对比去年底增加了
34.64% ，但 招 聘 需 求 却 只 增 加 了
5%。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挖掘岗位
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支持
帮助学生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
步，尤为重要。

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建立就
业困难毕业生群体帮扶工作台账，

“一人一档”“一生一策”，建立帮扶
机制，开展针对性指导；河北设置公
益性岗位，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

以就业的毕业生进行兜底安置；广
西举办面向困难高校毕业生的专场
双选会……致力于解决困难高校毕
业生求职痛点、难点，让困难高校毕
业生求职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相
关部门拿出真金白银，对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社保补
贴、税费减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次
性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创业担保贷
款……落实“政策包”，打出“组合
拳”，护航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给更

多高校毕业生吃下了“定心丸”。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

巨。前进道路上，各地相关部门要采
取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送信息、送服务、送政策、
送保障，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
细就业指导服务，更好地帮助高校毕
业生找到建功立业的机遇与舞台。

本报讯（云报客户端记者 沈 迅
通讯员 陈科邦 周振兴 文/图）初秋
时节，鲁甸县水磨镇水磨村 2000亩万
寿菊竞相绽放，从空中俯瞰，一片片金
黄色的万寿菊镶嵌在绿油油的山峦之
中，美不胜收。

为带领群众找到新的增收产业，
水磨村探索创新“一村一品”发展思
路，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重要支撑，村里引进了农业
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流转 2000 亩土地，党员带头
示范，群众积极参与，蹚出了一条种植
万寿菊促增收的新路子。

水磨村党总支书记丁世昌介绍，万
寿菊种植与传统农作物相比，生产成本
低，劳动力投入少，经济效益相对较
高。通过规模化种植，既解决了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致使土地闲置的问题，也
解决了村里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家种了5亩万寿菊，可以采摘
5茬至7茬。附近的公司统一收购，公
司每月定时打款给我们，收入确实比以
前高多了。”水磨村58岁的村民余桃英
笑着说。

据丁世昌介绍，万寿菊亩产 2—3
吨，每亩成本800元左右，公司统一收
购价是每公斤 1.2元，扣除成本，每亩

收入约有 2000元，并且从花期结束至
次年 5月，村“两委”还计划带头轮种
萝卜等农作物，不让土地闲置，发挥其
最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鲁甸县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高度
重视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在推进
花椒、马铃薯、苹果等产业发展的同
时，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开辟出
多条山区群众的致富 新 门 路 。 今
年，全县万寿菊种植达 3 万亩，种植
范围覆盖 8 个乡（镇、街道），预计万
寿菊产量达 7 万吨，可为农户创收
近 7000 万元。

鲁甸3万亩万寿菊开出“致富花”

让高质量就业成就精彩人生
丁恒情

本报讯（通讯员 董莉莉）近年
来，随着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一个个“小”农场在现代农业转
型中崭露头角。小小的家庭农场
让农村有看头、农业有奔头、农民
有劲头，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不竭
动力。

9 月 7 日一大早，笔者在太平镇
太平村 16 组李子种植户陈正兵家的
果园里看到，他们夫妇俩正忙着新
一轮的锄草、修枝、施肥，为来年的
丰收做足准备。

2016 年 6 月，在镇政府的鼓励引
导下，陈正兵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
152 亩李子。几年来，他们不断学习
李子种植技术，了解销售市场，严格
按有机农业标准化技术种植。功夫
不负有心人，如今，农场里栽种的五
月脆、蜂糖李、半边红等多个品种的
李子因果形好、口感脆甜，吸引了不
少外地水果经销商慕名而来。

“2022 年，我家的果园被认定为
县级示范家庭农场。只要我们有需
求，农技人员都会到果园里指导我

们修枝、疏果、防治病害等，帮助我
们解决问题。现在，发展信心和干
劲更足了。”陈正兵的妻子袁义敏
高兴地说。

云富街道高滩村村民杨宜虎的
养殖场在 2022 年被认定为县级示范
家庭农场，今年出栏肉牛 110 头，产
值达 360 万元。他家在养殖肉牛时，
将每天产生的粪便无偿提供给附近
的村民作肥料，不仅解决了环保问
题，做到粪污“零排放”，还产生了示
范效应。

“养殖场每天产生的粪便大约 1
吨，5 公里范围内的村民需要拿去作
农家肥的，我们会亲自送去，5 公里
以外的村民会自己来装运。粪便虽
然臭，但供不应求。”杨宜虎的妻子
范仕容笑着说。

目前，水富市共有规范家庭农
场 77 户，预计到 2025 年可发展到
154 户，达到每个村 5 户以上。家庭
农场的兴起，让特色农业成为有盼
头的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动力。

水富家庭农场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旭）“我于
2004年外出务工，后来在政府的号召
下，2018 年，我带着 300 万元创业资
金回到三桃乡成立威信晨西博然养
殖有限公司，现在年产值达 1387 万
元。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支持。”陈科兰信心满满
地 说。陈科兰是威信县“归雁”代
表，在她的带领下，威信晨西博然养
殖有限公司于 2021 年被评为市级龙
头企业，带动周边 100 余户农户增收
致富。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农村实用型
人才流失严重、本地大学生毕业后不
愿回乡、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等问题，威信县实施“归雁兴威”行
动，成功回引 344 名县外优秀人才回
乡创业，打开产业发展新局面。

威信重点结对一批威信籍县外专
家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引回一批有志
于回乡创业投资的经营管理人才、引
进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威信籍专业技
术人才、服务一批威信籍优秀高校毕
业生回乡就业创业。建立威信籍县外
公职人员、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高校优秀学子、优秀务工技能
人才、挂任职人员及志愿者6类县外人
才信息库，组织县处级领导分类别、分
层次对人才进行走访，每年举办1次县
级投资（合作）洽谈会和“归雁兴威·故
地行”考察活动，积极推介全县重点产
业、优势资源、优质项目，让优秀县外
人才引得回、留得住。

自“归雁兴威”行动实施以来，威
信县成功创建返乡人才“市级优秀示
范社”1 个、“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
头企业”3 家、“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
基地”1个。

威信回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