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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纳社区——

从从““一时美一时美””到到““时时美时时美””

信息速递

安宁“赏花经济”迎热潮
清明游客同比增长92.34%

本报讯（记者 李燕） 4 月 8
日，记者从安宁市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清明小长假期间，安宁“赏花经
济”迎来热潮，累计接待游客12.29
万人次，同比增长92.34%；累计实
现旅游营业收入944.42万元，同比
增长96.86%。

近年来，安宁市着力打造乡
村旅游，依托“金色螳川”、宁湖花
潮、八街梨花、食用玫瑰花等特色
农业优势，融合地方民族文化特
色举办各类活动，以“花为媒”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截至
目前，“赏花季”已吸引 9.88万名
游客到安宁游玩，实现旅游营业
收入628.43万元。

清明节期间，安宁市“图、文、
博”三馆人气“爆棚”，喜提“网红打

卡点”。据统计，安宁市博物馆参观
人数远超往年同期，游客参观数量
同比增长81%；安宁市图书馆清明
假期接待读者 1200余人，同比增
长34.2%；安宁市文化馆清明期间
举办两场文化惠民演出，吸引游
客、群众500余人。

同时，安宁市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统筹调度全市力
量，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做足文旅经济文
章。今年以来，该市积极谋划文
旅宣传，先后推出“3月，来安宁
赏花”主题宣传 3期，推荐旅游产
品线路 5条，编制清明踏青旅游
攻略；全力做好景区调度、市场
整治、安全秩序、咨询和投诉等
各项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晓婕 万旭）
近日，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检验技
能竞赛在嵩明职教新城云南商务
职业学院落下帷幕。

本次竞赛由全国卫生职业教
育研究会、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检验
专业研究会主办，云南商务职业学
院承办。该竞赛属行业国赛，是目
前检验技能专业参与人数最多、专
业性最强的比赛。竞赛设中职组、
高职组和本科组，采用手工+仪器
法操作，进行血常规检验及临床应
用等8个子竞赛项目的技能比拼。
来自 19个省（市）的 57所学校 185
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专业技能。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许昌学
院、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等7家学
院获得团体一等奖；新乡医学院三

全学院、广西医科大学玉林校区等
15家学院获得团体二等奖；昆明
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等 20家学院获得团体三等
奖；西安培华学院、云南医药健康
职业学院等 8家学院获得团体优
秀奖。11人获得本科比赛一等奖，
51人获得高职类一等奖；25人获
得中职类一等奖。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党委副书
记郭新阳介绍，该校组织了8人参
加比赛，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下
一步，该校将坚持学赛共建，加强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契合技能人
才培养需求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和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为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
检验技能竞赛在嵩明收官

嵩明核桃村:日子甜过“脆豌豆”
从昆明驾车，一个半小时后，

便可到达嵩明县杨林镇核桃村。
这是一个以甜脆豌豆闻名的

地方。果然，还未进村，便见层峦
起伏的山地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
豌豆，三三两两的人群在地里忙
着采摘，路边的三轮摩托车上，摆
满了一筐筐水灵鲜嫩的青豌豆。

3月 29日，在位于村口的核桃
村委会农产品分拣点，七八家收购
商一字排开忙着指挥农户将一筐
筐豌豆过秤、记账、摆放、支付。据
介绍，豌豆上市后，这里每天的交
易量高达 30余吨，将销往昆明、曲
靖、宜良以及江苏、广东等地。

“50公斤，下一筐。”收购商杨
鹏从早上 8时进场就没闲过，他告
诉记者，从 3月初开始，他几乎天
天都到核桃村收豌豆，每天要收 3
吨左右。“核桃村的豌豆颗粒饱
满、品质好，我们运到江苏很好
卖。”另一位来自宜良县的收购商
吴永福则告诉记者，他收的豌豆
主要销往曲靖、宜良，每天要收两
三吨，基本上豌豆一运到市场，就
被分销商抢空了。

“我们村的豌豆甜脆可口，市
场占有率高，再加上这些年道路修
好了，四通八达，根本不愁销路。”
村民葛玉仙 2009年从曲靖市会泽
县嫁到核桃村后，迅速捕捉到村里

土壤无污染、水源好，白天阳光充
足，夜里空气湿度大这一特点，租
了几亩地，连着自己家的一共10亩
全用于种豌豆。“种了10多年了，成
本低、周期短、利润高。”葛玉仙一
边忙着整理豌豆装箱一边笑着说，
豌豆下市后，接着就种四季豆，一
年种两豆，家里收入提高了，面包
车都换了两台。

“玉仙，我们的卖完了，先回
了。”64岁的陆逊驾驶着三轮摩托
车正准备回家。他说种了一辈子

庄稼，以前不懂技术，收成不好，
销路也不好。自从村里请来专家
指导大家栽种农作物，路也修好
后，地里种出的青豌豆变成了金
豆豆，家家户户买三轮摩托车、买
面包车、翻盖新房子，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

据核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继文介绍，核桃村的气
候条件比较适合种豌豆，但之前
产量不高销路不好。近年，在杨林
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村党总支

邀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栽种，适时开展种植技术、农药
安全使用等培训，提高农户专业
化种植水平。为了解决货物流转
不畅及滞销等问题，该村还整合
3.3亩土地建起农产品交易市场，
吸引了昆明、宜良、曲靖等地的收
购商来此收购农产品。2023年，该
村还成立了文多商贸有限公司，
帮助群众联系、销售农产品。同
时，村里还对农产品采样做了绿
色食品申报检验，申报“三品一
标”认证，提高产品附加值。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农
业技术的推广运用下，核桃村种植
豌豆的农户也从零散几家发展到
家家户户。据统计，核桃村今年种
植“长寿仁甜脆豌豆”2000余亩，种
植农户 400余户，每亩产量约 0.5
吨，按目前平均收购价 3.5元每公
斤计算，今年豌豆收入将达 350万
元左右。

“冬种豌豆夏种四季豆，我们
核桃村一年就种两种豆，两种都是
金豆豆，日子甜过脆豌豆。”葛玉仙
一语逗笑了市场里的父老乡亲，大
家开开心心地搬运豌豆、点击微信
收付款，不用微信的老人们则喜笑
颜开地数着钱，筹划着下一季庄稼
的栽种。

本报记者 刘晓婕

干净整洁的道路贯穿社区，一
盆盆绿植、一簇簇鲜花装饰着居民
的房屋前后，绿水绕人家，枝头花
正艳，如今，在小哨街道矣纳社区，
居民在秀美山水风光里过上美好
生活。

近年来，矣纳社区坚持党建引
领，聚焦人居环境整治，补齐村容
村貌整治短板，大力推进绿美乡村
建设，社区颜值和宜居指数不断提
升。为此，张家屯居民小组上榜“云
南省绿美乡村”，八家村等 4个小
组被评为“昆明市绿美乡村”。

为改善人居环境，矣纳社区投
入30余万元持续推进农村污水治
理，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1座，
整治生活污水6个点位，安装污水
收集管网 900余米。同时，建设垃
圾收集池 10个、垃圾分类亭 3个、
每个村配备两名保洁员，新建和改
造户厕363座、公厕4座，切实解决
群众如厕难问题。

“我们社区在对‘脏乱差’环境
进行整治的同时，还带领居民打造
房前屋后小花园、小菜园。”矣纳社
区党总支书记孔令喜说，矣纳社区
在主干道种植玫瑰和非洲茉莉等
绿化苗木和花卉 20余种，投入资
金 30余万元，在部分主干道旁砌
筑花台380个，同时还制作3000余
平方米墙体彩绘，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生态保护理念、乡风民俗
等内容融入画中。

看着自家院子里各色鲜花盛
放、各种蔬菜茂盛地生长，张家屯
居民小组居民李进元开心地说：

“以前污水横流，苍蝇到处飞，路边
杂草丛生。现在水清山绿，一出门
就是美景，特别是道路两边的鲜花
开放之后，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现在一年四季都是景。我
家前段时间还评上了‘绿美之家’，
社区给了 1000元的奖金，后续还
想多种一些花，让院子更漂亮。”矣
纳寨居民小组居民程顺民情不自
禁地说。

为了让绿美乡村建设长效
化，让村子从“一时美”到“时时
美”，矣纳社区坚持建管并重、建
立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共商共建
共享治理格局，不断出实招调动
居民参与绿美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引导居民通过栽种果树、花木
等开展庭院绿化美化，精心打造
美丽庭院。矣纳社区制定“门前三
包”责任制，并将人居环境提升写
入村民公约，让参与绿美乡村建
设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如今，行走在矣纳社区，移步换
景，处处怡人，生态宜居的绿美乡村
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李燕

生态宜居的绿美乡村。 本报记者 李燕 摄

群众一早就忙着交易豌豆。 本报记者 万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