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3日，“燃”动嘉玲·迎“篮”而上，嵩明县小街镇首届“村 BA”在哈前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广场
火热开幕。

比赛在哈前村和积德村两个球馆举行，来自该县的31支球队分4组参赛。首场比赛由金辉建材队与杨林
经开区（战狼队）开场，吸引了众多观众，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运动员陈宇泽说：“这里环境很好，比赛打得很顺
畅。”村民陈利坤则激动地说：“我们小街镇举办‘村BA’，让人觉得幸福满满，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小街，感受
我们的热情与活力！”

据悉，赛事为期10天，12月23日起至2025年1月1日。运动员们将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争夺土味奖品大黄
牛和黑山羊。图为运动员全情投入比赛。 本报记者刘晓婕通讯员潘祎 摄影报道

小街镇首届“村BA”火热开赛

冬日暖阳下，嵩明县牛栏江镇
荒田村千余亩西兰花长势喜人，村
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正忙着采收、
装车……一派忙碌的丰收图景让
人应接不暇。“今年收成不错，9月
才收完烟叶，现在又收西兰花，烤
烟和西兰花轮着种，产量高、质量
好！”农户郭燕青一脸喜悦地说。

近年来，牛栏江镇持续聚焦产
业化升级，通过科学指导积极发展

“烟粮轮作”绿色发展模式，形成
“烤烟+N”产业体系，既保障了粮食
生产，又提升了烟农收入，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烟粮结合助力烟农增收

牛栏江镇气候温和、雨水充
沛、光照充足，荒田村、古城村等地
是优质烤烟产区。秋季，烤烟采收
后，如何更好地利用烟地，提高土
地的利用效率，让烟农的“钱袋子”
更大更鼓？牛栏江镇用行动给出了
答案。该镇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发
挥当地适宜栽种苦荞、豌豆、花菜
等传统农作物的优势，构建了“以
烤烟为主，苦荞、蔬菜等农作物协
同”的现代农业种植体系，最大程
度地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保障烟农
收入稳定增收。

在荒田村，村民们正忙着采
收西兰花。村党总支书记张迎强
介绍，该村现有耕地 6000余亩，其
中烤烟种植面积 4560亩。每年的
八九月份，烤烟采收后，村委会就
积极引导烟农栽种西兰花和松
花。“西兰花和松花种植周期短，
秋季采收烟叶后种植，冬季刚好

采收。”张迎强说，今年该村种植
西兰花 1000余亩、松花 400余亩，
通过这种轮种模式，不仅优化丰
富了村里的种植结构，也为烟农
带来了可观收益。

古城村委会 6000亩苦荞日前
刚结束采收。该村党委书记崔向
荣介绍，村委会从 2022年开始推
广“烤烟+苦荞”轮种模式，从最初
的 2000 亩发展到了今天的 6000
亩。“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这
种轮种模式能让群众增收呀！”崔
向荣说，苦荞种植周期短，种植成
本和管理成本低，9月底种下，11
月下旬采收，“最近3年最高卖到5
元一公斤，今年在 3 元一公斤左
右，每亩地能为烟农增加 1000元
左右的收入。”

据了解，牛栏江镇烤烟种植
面积已达 18200亩，而与之配套的

“烤烟+蔬菜”“烤烟+苦荞”等轮作
面积也逐年增加。今年，该镇烟粮
轮作面积已达到 10140亩，其中，
豌豆 900 亩、黄豆 700 亩、苦荞
7000亩、花菜 1540亩，占全镇烟地
总面积的55.7%。

技术支撑保障协同发展

“今年村里修了机耕路，整地、
理墒都是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
工。”古城村烤烟种植大户蔡绍友
说，得益于嵩明县农业农村局科技
增粮社会化服务项目，烟农不仅在
种植过程中得到了技术指导，还有
机械化助力生产。

据介绍，嵩明县农业农村局和
烟草专卖局每年都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烟农科学
栽种烤烟。同时，开展烤烟种植、农

作物栽种等各项培训，为农户提供
技术支撑。“今年开展了 11期技术
培训。”牛栏江镇农业农村发展服
务中心副主任撒兰普介绍，在县农
业农村局、烟草专卖局和镇农业农
村发展服务中心的宣传指导下，

“烤烟+粮食”的轮作模式渐渐深入
人心，烟农逐渐打消疑虑，积极参
与到“烤烟+N”的轮作模式中来。

“收完烤烟种苦荞，苦荞可以
充分吸收种烟土壤中残留的养分，
长得又高又壮，结出的荞穗粒大饱
满。”崔向荣说，“烤烟+N”轮作模
式，不仅成本低、周期短，还可以提
高土地的复种指数、改善土壤结
构、调节土壤养分的吸收和分解，
促进土壤肥力的提升，实现烟叶

“前促后控”，烟后作物“前控后促”
的需求规律，有利于烟后农作物健
康生长。“最关键的是，这种轮种模
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土壤
中的病虫害也得到了抑制，有效减
少了农药的使用。”

说到轮种的好处，古城村烟农
杨丽琼也感慨地说：“今年，我家种
了30亩烤烟，收益在10万元左右。
烤烟采收后，又种了 20亩苦荞，收
益1万元左右。一年两季丰收，双收
双赢，日子更有奔头了！”

通过发展“烤烟+N”轮作模式，
牛栏江镇不仅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还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烟粮协同的发展模式正
如郁郁葱葱的西兰花一般，绽放出
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冉芩刘晓婕
通讯员高嫄文/图

嵩明牛栏江镇打造“烤烟+N”产业体系——

优化种植结构 提升产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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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空高新技术产业园携手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12月 20日，云南临空高新技

术产业园与云南商务职业学院产
学研合作基地及就业创业实训基
地揭牌。

作为滇中新区重点配套园区，
云南临空高新技术产业园着力打
造集高新技术研发、高端制造、航
空物流、生物医药产业于一体的综
合性园区，建设了 10000平方米的

“创孵工场”及2049创业街，为大学
生、留学生及青年创业者就业创业

提供载体，目标是打造“创新引领
创业滇中”聚集区，实现人才、企业
和服务协同联动。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目前开设
有 37个高职专业，成功申报教育
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16项，
构建了聚焦数字经济、大健康、文
化旅游和现代服务四大产业，以
产教融合为主线的“商务+”专业
（群）建设模式。

揭牌后，园区和学院将深化

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创新
与成果转化，加强实训基地建
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
和就业岗位，建立完善的就业创
业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职业规
划、就业指导、创业培训等全方
位服务。

今年11月，云南临空高新技术
产业园还与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
院共建了产学研合作基地及就业
创业实训基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我
们将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作为园区发展的重
要战略。”云南临空高新技术产
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以
产业平台和市场资源为依托，不
断推动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素质
人才，为滇中新区经济发展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喻劲猛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滇中新区
航空现代服务业发展局持续组织
40 余名驻企特派员主动服务企
业，通过电话沟通、实地走访等方
式了解企业发展经营情况，及时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并开展政策
宣讲，搭建政企“连心桥”，全心全

意助力企业发展。
驻企特派员基于前期企业发

展问题梳理，携手省级金融特派
员，现场走访云南空港商贸有限公
司、云南空港雅士维信息传媒有限
公司、昆明新机场长水油料有限责
任公司等多家企业，聚焦企业下一
年度融资规划，为企业融资问题答

疑解惑，现场提出融资建议。金融
特派员还将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
况、融资需求，精细挑选金融产品，
为企业提供最优融资方案。同时，
为提高企业日常安全防范意识，驻
企特派员深入企业排查消防设施、
逃生通道等安全隐患，发放安全宣
传资料，督促企业强化用火、用电、

用气安全管控，筑牢安全防线。
下一步，滇中新区航空现代服

务业发展局将持续深耕企业服务，
常态化联络、精准化会商、动态化
回访，倾听企业诉求，传递政策红
利，以高效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
助推新区产业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肖永琴 通讯员 赵艳萍

新区航空现代服务业发展局组织40余名驻企特派员——

助推新区产业行稳致远

近日，一辆装有榴莲的冷链货车
停在滇中新区装备制造产业园C1栋
门口。打开后舱门，浓浓的榴莲果香扑
面而来，工人们将榴莲分批卸下运至
产品质检间开箱检验。

“随着近期公司装修、设备配置等
事项日益完善，我们开始着手试生产
前的市场及运输测试，近期到货频率
为3天2柜，1柜有1200箱榴莲。目前所
有的货都已经被经销商预订，待开箱
抽检完后，马上又发至各地经销商。”
金凤（昆明）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一心介绍。

“除了鲜果批发销售，明年，我们公
司还将增加冷冻果肉加工、鲜果切片、
鲜果零售等业务，园区在得知我们需要
产品包装的需求后，推荐了园区的另一
家包装企业——云南环华新材料有限
公司为我们提供定制产品包装，这样一
来可以节省不少成本。”金凤（昆明）供
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传均说。

云南滇中新港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切实做好入园企
业服务工作，公司从招商环节开始对
企业建立服务台账，通过不定期入企
沟通，盘点梳理企业主营业务是否拓
展、建设进度、需要为企业解决的困难
等内容，确保企业能够早日迈入发展

“快车道”。同时，为企业之间“牵桥搭
线”，促进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下一步，园区将通过逐步集聚上下
游生产链，培育优势支柱产业的方式
促进招商工作开展。

本报记者舒珺珩

动态

园区搭桥助力
企业“牵手”共赢

本报讯（记者 舒珺珩 通讯
员 康博阳）日前，记者从昆明理
工大学体育学院获悉，2024年度
阳光长跑活动于 12月 15日结束。
为期 2个月的活动中，大一、大二
年级1万余人参加了长跑。

据悉，昆明理工大学“阳光

长跑”活动于 2015年秋季学期开
始试运行，2016年春季学期正式
推行，参与对象为该校大一、大
二年级本科生。截至 2024年度已
累计服务人次约 7.7 万人次，是
全校覆盖面最广、学生参与度最
高的阳光体育活动。

2024年昆明理工大学阳光长跑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李燕）近日，
2024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标
舞）校园集体舞锦标赛在武汉市
湖北大剧院落下帷幕。云南经济
管理学院代表队凭借扎实的舞蹈
功底、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及团结
协作的精神，最终斩获艺术表演
舞、校园集体舞2项全国亚军。

据悉，本次赛事涵盖队列舞、
艺术表演舞、校园舞、校园自编舞
4个重要大项，为全国高等院校的

学子们打造了一个高规格、宽视
野的艺术交流与展示平台。

近年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
术与传媒学院在持续挖掘、展示云
南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生命力
的同时，不断探索本土舞蹈文化与
国际新兴舞蹈、流行舞蹈文化之间
艺术创新的可能性，让当代大学生
用更多舞蹈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云南民族文化，让民族与时尚
共舞，传统同潮流齐飞。

本报讯（记者李燕）日前，昆
明市教体局公布昆明市 2024年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名单，安宁市第一小学、鸣矣河
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宁湖小学、
安宁市第二中学上榜。

近年来，安宁市高度重视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
定了《安宁市“市县乡”三级联
动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试
点工作 方 案》，以 纵 向 构 建

“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中 小 幼 一 体
化区域推进”和横向推进“家

校医社协同开展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机制为抓手，进一
步完善覆盖全市的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该市还成立安宁市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实
现市域内青少年心理健康资源
统一调度、专业力量统一管理、
服务队伍统一培训的工作格
局，聘请 11 位全国省市知名专
家担任督导，与 20 家单位建立
合作，协同医院、学校、社区、家
庭 4 个方面力量，协同合作为
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信息速递

安宁新增5所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图片新闻

安宁温泉街道发展草莓采摘产业——

果园变“游园”农户喜增收

冬闲时节，安宁市温泉街道
的乡村呈现出“冬闲人不闲”的繁
忙景象。走进官庄村村委会澄江
村星辰草莓园采摘棚，一阵阵馥
郁清香的草莓香气扑鼻而来，一
颗颗草莓果肉饱满、长势喜人，草
莓园的负责人陈星辰正忙着采摘
草莓，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每年 11月至次年 5月是草
莓采摘的黄金期，我们共有 16个
大棚，一年产量在10吨左右，目前
种了奶油草莓、粉玉、白露等 5种
草莓。”作为土生土长的澄江村
人，陈星辰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
她租了 10亩地种植草莓，并外出
学习种植技术、管理经验，让草莓
园发展蒸蒸日上。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园内人
气爆棚、一派火热，日均接待采摘
游客 100多人。平时，我们也会自
己采摘配送到安宁市周边，一年
下来收入能达20多万元。”望着草
莓棚里生长良好的草莓，陈星辰
下一步想种植品质更好、产量更
高的草莓品种，通过送商超或者
发快递到外省，拓宽销路。

除了引导返乡青年大力发展
水果采摘产业，温泉街道还充分
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通过党
员示范户示范种植，提升群众参
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积极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趁着天气晴好，村民赵云飞早
早地来到澄江村赵氏草莓园里忙
碌起来。“今天又有客人预订了几
十筐草莓，我正要采摘了给他们送
去。”一拨又一拨预订，让采摘园负

责人赵云飞喜上眉梢，发展水果采
摘产业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赵云飞介绍，2014年他在官
庄村委会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开
始种植草莓。随着种植经验的增
加、种植技术的成熟，赵云飞发展
成为该村草莓种植“党员示范
户”，同时属于赵云飞一家的“甜
蜜”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我种了4
亩地，现在成熟的品种有妙玉 7
号、粉玉 1号，周末和节假日是游
客采摘的高峰期，一天收入能达
到 4000元左右。”赵云飞说，连日
来，数百斤成熟草莓已被游客采
摘一空，完全不愁销路。

在繁忙时节，赵云飞的草莓采
摘园要招10余个周边村民前来帮
忙回土、栽苗、去叶，每天每人支付
100元左右的工资，附近的群众有
了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近年来，温泉街道充分依托
当地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
宜引导当地创业能人、返乡青年、
党员代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瞄准草莓上市早、市场需求量
大、适宜采摘观光的机遇，着力打
造草莓种植基地，探索“草莓种
植+观光采摘+多元销售”的发展
思路，解锁村庄“致富密码”，助力
更多农户开启“莓”好生活。如今，
螳螂川沿岸，得益于成熟的种植
技术和良好的土壤条件，温泉街
道官庄村的草莓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150多亩，每亩能带动群众创收
4万余元，旺季时能实现 100余名
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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