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中新区社会事务局为百岁老人庆生——

托起老年人幸福生活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2月2日，家住滇中新区小哨街道
兔耳社区响水居民小组的孔家小
院里响起欢声笑语，大家围坐在阳
光充足的院坝里，唱生日歌、切蛋
糕、拍全家福……共同为孔祥洪老
人庆祝百岁生日。

“早晨还给爸爸煮了长寿面，
吃了大半碗。”今年78岁的大儿子
孔令忠和76岁的儿媳王金美一直
与老人生活在一起，如今已是四世
同堂。“我们家总共8口人，老父亲，
我们夫妇，还有两个儿子和3个孙
子。最小的孙子在兔耳小学读二年
级，大孙子在白汉场中学读初二。”
王金美说。

1924年 12月 2日出生的孔祥
洪，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
为了庆生特意换了新衣服，笑眯眯
地看着大家，用手势示意家人把蛋
糕分给大家吃。

滇中新区社会事务局、小哨
街道办事处和兔耳社区工作人员

依次为孔祥洪老人一家送上慰问
信、百岁寿星荣誉证、百岁寿星之
家铭牌，这些不仅是对老人长寿
的庆祝，也是对他亲历乡村生活
百年变迁的纪念。

“从12月起，财政和民政部门
每月为老人发放 600元长寿补助
津贴，直接打到他的医保卡上。”兔
耳社区工作人员李珍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兔耳社区的百岁老人有 1
位，80岁以上老人有 73位，“80岁
至 89岁老人每月高龄补助是 110
元，90岁至 99岁老年人每月高龄
补助是200元。”

“尊老爱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需要更多
社会力量给老年人更多暖心、贴心
的服务，共同托举起老年人的幸福
生活。”滇中新区社会事务局工作
人员说。据悉，今年以来，滇中新区
社会事务局累计开展为老人服务活
动131场，服务老人4249人次。

本报记者 马逢萃

溪山读书会与新区座谈交流

动态

本报讯 （记者 喻劲猛 周
凡）近日，昆明市 2024年食品安
全事故（Ⅲ级）应急演练在滇中
新区举行。

本次演练以误饮醇基燃料
致甲醇中毒事件为背景，运用
视频展示、现场演示、桌面推演
等方式，对事件进行还原再现，
全过程、全要素规范展示事故
报告和先期处置、事故评价与
四级响应、事态升级与三级响

应、响应中止与后期处置等应
急处置流程。

演练提出，全市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绷紧食品安全思想
之弦、责任之弦，切实提升食品安
全应急处置能力的工作水平；要
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底线，积极
在全省食品安全工作中展现昆明
担当，作出昆明贡献；要进一步健
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确保
在真实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准确

规范有效组织应对，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降低影响。

此次演练由昆明市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滇
中新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

昆明市各相关单位以及滇
中新区各有关单位近 200人参与
现场观摩。各县（市）区、各（开
发）度假园区食品安全办及相关
单位参加线上观摩。

昆明市2024年食品安全事故（Ⅲ级）
应 急 演 练 在 滇 中 新 区 举 行

本报讯（记者 李燕）近日，溪
山读书会、天使汇基金发起人许晖
一行与滇中新区航空服务业局、临
空制造业局、科学城管理局、投资
促进局、滇中股权公司相关负责人
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新区投资促进局负
责人全面介绍了新区的发展成效、
空间载体资源、对外开放等情况，
并表示，滇中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
在交通区位、政策发展、体制机制、
营商环境、产业方向等方面具备独
特优势，希望与溪山读书会、天使

汇基金在科技创新、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
际人才培养等方面联动资源，深度
合作，共促高质量发展。

许晖表示，云南紧邻南亚东南
亚市场，在高原特色产业、长寿产
业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希
望与滇中新区共同构建“飞地”发
展模式，集聚更多人才、资源、技
术、资金，共同孵化更多科创企业，
实现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示范
效应，携手建设面向全国、辐射南
亚东南亚的发展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 舒珺珩）12月 3
日，记者从中老铁路开通运营3周年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老铁路开通3
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4300万人次；
运输货物超4800万吨，其中跨境货
物超1060万吨；自2023年4月13日
开行跨境旅客列车以来，累计运送
跨境旅客近40万人次。中老铁路“黄
金线路”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3年以来，我省聚焦通道能力提
升、物流枢纽建设等重点领域，建立中
老铁路沿线开发重点项目库，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进度。截至目前，中老铁路
沿线开发重点项目库共有项目77个，
开工率达98.7%，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99.7亿元，投资完成率超66.7%。

中老铁路“黄金线路”
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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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上午，嵩明县杨桥
街道白鹤社区气温只有 7摄氏度，
走进位于社区下甸心居民小组的
昆明南美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美园艺”）的花卉基地，却温暖
如春，洋溢着勃勃生机。

“天竺葵，网红爆款，花期
长。”“风铃能满足你对童话的幻
想。”“我们的花您放心，基地刚获
奖，品质有保证。”基地里，3个电
商直播团队一早就拉开架势，在

抖音平台开启了热闹喧腾的直播
模式。不远处，几位女工在有说有
笑地整理盆花，“你看这花开得多
好，就像来报喜似的。”“公司这次
获奖是个大喜事。”一张张笑脸掩
映在一片姹紫嫣红的世界里，天

竺葵、丹麦风铃、绣球、一品红竞
相绽放。一阵风随着温室门的打
开吹了进来，花儿轻轻摇摆，似在
传递着花田里的大喜事——基地
被认定为昆明市第十一批农业产
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高兴，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
参加市级评选，没想到就评上了。”
公司总经理邰琪满面笑容地说，被
评为市级龙头企业不仅是行业对
南美园艺的认可，也是公司再启新
程的动力。

2018 年，昆明南美园艺有限
公司在经过 1年的实地考察后，落
户白鹤社区。公司占地 116亩，总
投资 1500 余万元，建起 90 亩中
高档温室，搭建起水肥一体化智
慧系统。多年来，基地主要种植
天竺葵、龙胆、一品红、丹麦风
铃、绣球等 10 多种盆栽花卉，年
产鲜花 200 余万盆，主要销往贵
州、四川、广东、广西、新疆等地，
年产值在 1000万元左右。随着电
商业态的蓬勃发展，南美园艺也
紧跟风口，孵化了六七家电商，
常驻基地直播。目前，电商销售
额已占总销售额的 50%左右，

“我们的目标是电商销售占比
70%至 80%。”邰琪说，这也将是
公司新一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将
探索从生产到销售到售后全链条

覆盖，电商不再各自为阵，不用再
操心物流，他们只管做直播、卖
花，其他由公司一条龙服务，这样
才能实现1+1>2的效益。”

说话间，直播团队已售出四
五十盆花。“销售业绩不错。”邰琪
笑着说，一人独富不如大家共富，
南美园艺自落户杨桥街道后，就
一直坚持招用当地富余劳动力，
传授种花技术。“每年要请五六十
个长期工，零工也有二三十人，每
人每天收入在 100 元至 120 元之
间。”邰琪说，基地多为手上活，比
较适合妇女，因而工人以当地留
守妇女为主。“我们在家门口就能
就业，既照顾了家庭，也学到了手
艺，而且天天生活在花花世界，心
情都美美的。”家住白鹤社区的毕
艳存笑着说。

“现在被评为市级龙头企业，
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做好产品
研发、栽培和销售，还有责任和义
务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邰琪
充满期待地说，目前已带动 2户农
户栽培常春藤和培植朱顶红种
球，下一步，他们还将带动更多的
农户参与到盆栽花卉这一美丽事
业里来，让杨桥街道美美与共、花
香四季。

本报记者 冉芩 刘晓婕
通讯员 杨晓艳 祝大晨 文/图

昆明南美园艺——

花田喜事多 新程动力足

基地里盛开的绣球花。

工作人员调试直播器材。

工作人员为孔祥洪老人送上百岁寿星荣誉证。本报记者 周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