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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发挥返乡创业能人专长，拓展电商融合发展新路——

“村播学院”激活乡村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李燕）为深入

贯彻落实滇中新区 2024年“当好
排头兵”冲刺四季度经济工作推进
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升驻企特派员
的服务能力和专业素质，日前，滇
中新区政务服务局组织开展驻企
特派员税收业务培训，帮助驻企特
派员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税收政策，
提升为企服务质效。

培训中，滇中新区税务局工作
人员结合新区工作实际，讲授税收
优惠政策、征管流程、数电发票授
信额度调整、涉税违法行为处罚等

要点。参与培训的驻企特派员表
示，通过学习对税收政策有了更加
全面、深入的了解，将把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运用到服务企业中，为企
业提供更加精准、专业的服务。

滇中新区政务服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培训提升驻企
特派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为
冲刺四季度经济工作提供有力保
障。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强与税
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为新区
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推动新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区开展驻企特派员税收业务培训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通讯员
李晓暄）日前，滇中新区城市建设管
理局联合省交通综合执法高速一大
队、昆明交警九大队、昆明市交通综
合执法官渡大队等单位，在空港东收
费站启动为期三周的滇中新区直管
区公路超限超载联合整治专项行动。

联合整治队伍根据各自职责，
在现场分别开展大型货车检查、交
通秩序维护、普法宣传等工作，并走
进临空产业园顺丰快运中转场，以
座谈方式了解顺丰集团对大型货运
车辆超限超载管理情况，向一线交
通运输从业者进行普法教育宣传。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近
日，滇中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开展辖区医疗机构血压计、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行李检重秤等监
督检查及检定服务工作，切实保
障民生权益。

为有效加强医疗领域计量器
具的监管，切实保障医疗设备量值
准确可靠，进一步提升公共医疗服
务质量，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就
诊环境，新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中检
西南计量有限公司对辖区医疗机
构在用血压计进行集中检定。检定
工作严格按照规程，从血压计的外
观、零位误差、灵敏度、气密性、平
稳性、示值误差等方面进行全面检
定，共集中检定170余台血压计。

“检定合格的血压计将贴上合
格标签，注明检定日期和有效期。”
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发现问题的血压计将进行维修
调试和二次检定，不合格的将告知
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云南的窗
口形象和亮丽名片。为确保长水国
际机场在用行李检重秤等的精准
度，保障航班飞行安全及广大旅客
切身利益，新区市场监管局组织中
检西南计量有限公司深入机场，对
行李检重秤等的精度、稳定性、显示
准确度等关键指标进行全面检测。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所
使用的行李检重秤均检定合格，计
量精准可靠。”新区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形成计量
长效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切实保障
计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消除因计
量引发的投诉和飞行安全风险，维
护旅客和航空公司权益，让旅客出
行更安全、更放心、更舒心。

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通讯
员 马晓东）为更加全面深入了解
企业经营情况、面临的问题和需
求，连日来，滇中新区航空现代服
务业发展局充分发挥驻企特派员
和金融特派员挂钩服务企业作用，
全员齐上阵，持续走访辖区企业。

工作人员走进云南东方航空
食品有限公司、昆明铁路轨枕有
限责任公司、昆明长水油料有限
责任公司等挂钩企业，以及辖区
内的昆明市单山调味食品有限公
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
程和黄金电子新材料生产线等重

点企业和项目，耐心倾听企业诉
求，用心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企业介绍了今年以来的经营
情况、项目建设情况及 2025年的
发展规划。新区航空现代服务业发
展局工作人员与各企业相关负责
人围绕市场趋势、产品多元化拓
展、厂区土地盘活等内容展开深入
交流，并针对企业提出的产线升级
改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升规
纳统申报等事项进行当场解答和
协调。在谈到新区的“驻企特派员”
制度时，不少企业表示，新区“一对
一”的驻企特派员机制建立起了政

府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上午
刚问完关于项目立项的事情，下午
就把材料清单给我们了，现在有什
么问题都可以咨询驻企特派员，办
理政务服务事项太方便了。”多家
企业负责人称赞道。

下一步，新区航空现代服务
业发展局将聚焦提效能、强作风、
优服务，搭建企业交流平台，及时
了解并协助企业解决经营中存在
的困难，持续做好企业和项目服
务，围绕经济发展任务目标全力
以赴挖潜力，助推新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新区航空现代服务业发展局持续走访服务辖区企业新区整治公路超限超载

“我们的天竺葵都是基地栽培
的，品质有保证，室内室外随心
养。”“宝子们，今天的天竺葵品质
特别好，千万别错过。”12月9日一
早，在嵩明县山脚社区“村播学
院”，3名主播正面对镜头声情并茂
地推介当地花企种植的天竺葵。

去年 5月，袁香宇和丈夫辞掉
工作回到家乡嵩明创业。多方考察

后，他们在嵩阳街道山脚社区租了
5亩地栽种天竺葵，并成立嵩明睿
途商贸有限公司，以“公司+基地+
主播”的运营方式，开启了电商直
播事业。刚入行时，袁香宇也曾笨
拙地站在摄像头前，说话前言不搭
后语，2个小时的直播，只售出寥寥
几盆天竺葵。在持之以恒地练习和
实践后，袁香宇的直播越来越娴
熟，个性化风格也逐渐凸显，几个
月后，她的账号“昆明久霖花卉”就
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稳定客户群。
直播由一天一场增加到四五场，账
号由1个增加到6个，最高日销售
额达到2万元，月销售额
达到13万元左右。

在电商行业渐入
佳境的袁香宇开始思
索，嵩明有许多新鲜、
绿色的农特产品，除
了基地种植的有稳
定的销售渠道外，大

部分农户种植的花卉、水果、玉
米、豌豆等都要运往市场销售，受
市场行情影响较大。何不成立“村
播学院”将自己积累的直播经验
推广出去，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学
会直播，将自家种植的农特产品
推销到全国各地？袁香宇的想法
得到了山脚社区的支持。社区通
过盘活居民小组活动室、闲置农
房，为“村播学院”提供电商直播
培训场地。同时，社区加大宣传，
号召当地宝妈、姑娘、小伙们积极

“触网”，加入到直播行业，共同探
索电商融合发展新模式，拓宽直
播经济发展路径。

今年 2 月，“村播学院”迎来
了第一批学员，10多位年轻姑娘
跟着袁香宇从直播语言、表情学
起，开启了她们的直播生涯。“从
没想过自己可以直播带货。如
今，每天都能销售出去 100 多盆
花，收入很稳定。”24岁的蒋鸿迪
开心地说。据袁香宇介绍，经过
培训，多个开设账号的主播已经
能够独立直播，自主出单，每个
月销售 4000余单。目前，“村播学
院”每天要开 3至 4场直播，主要
销售天竺葵、大花蕙兰、马蹄莲等
盆栽花卉。从学院成立至今，累计
销售花卉 150 万元，并与当地主
营小香松、高山杜鹃、长寿花等花
卉的 3 家花企达成合作，培养主
播 50 余人，人均月收入增长至
5000元至 7000元。

今年，华林花卉基地种植的
天竺葵缺乏销路，负责人冯健华
找到“村播学院”帮忙。“之前都是
在当地市场销售，从没想过靠个
手机直播就把货卖完。”冯健华在
见证了“村播学院”的带货实力
后，竖起大拇指频频点赞，他也因
此和“村播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从传统的市场销售到现代的
直播带货，‘村播学院’为当地花卉
销售开辟了新渠道，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嵩
阳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村播学
院”不仅是一个农产品销售平台，
更是一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
生力量。“村播学院”不仅带动、指
导当地居民从事电商直播带货、电
商直播培训等，还提供“一站式、专
业化、全方位”专业指导和技术支
撑，有效解决了农村信息闭塞、物
流不畅等问题，帮助当地居民更好
地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下一步，嵩
阳街道将继续加大对电商产业的
扶持力度，积极发挥“村播学院”作
用，以直播小院为载体，培育懂技
术、懂农业、懂市场的“村播”人才，
搭平台、引项目、开直播、优服务，
不断壮大电商经营主体，推动“电
商直播+农特产品销售”在嵩阳广
泛应用和深入发展，拓宽农产品网
络销售渠道，稳步推进电子商务产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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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推介基地种植的天竺葵主播推介基地种植的天竺葵。。

袁香宇袁香宇（（左二左二））在指导学员直播在指导学员直播。。

对医疗机构在用血压计进行集中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