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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革命回忆录》
□ 杨红梅 赵辰 李津 陈斌 钟强

记 忆

□ 通讯员 施新弟

过去一年，洱源县政协牢固树立
履职为民理念，聚焦民生领域和群众
关切倾心履职建言、倾力反映社情民
意、倾情回应社会关切，把惠民生、暖
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厚植为民情怀，增进人民福祉更
加务实。

贴近群众体察民意。建立班子领
导牵头、委室联动、政协参加和 9 个乡
镇参与的社情民意信息联动机制，切
实架起政情与民意的沟通桥梁，全年
累计编发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33 期，内

容涉及城乡建设、洱海保护、医疗卫
生、教育养老、交通出行等方面，其中

《关于防范学生沉迷“烟卡”游戏的建
议》等 9篇信息被州政协采用，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批示 9期，信息辅政作用
进一步发挥。开展“敲门行动”50 余
次，广泛听取群众心声，提出经济社会
发展建议 27条，为洱海保护治理、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进步等重点
工作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服务群众化解民忧。拓展政协委
员“服务为民”平台，通过专委会归口
指导、界别灵活组织、委员自主开展等
形式持续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洱源

凌福苹果种植有限公司、大理光头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委员企业”吸纳周
边村组 800 多个劳动力，每年为群众
就业创收 200 多万元。组织医卫界别
和教育界别委员开展义诊支教活动，
将县级医疗教育资源带到乡村、送给
群众，累计义诊助学 300 多人次，发放
药品 300 多份。做实挂钩乡镇和包村
工作，帮助庄上村岭背小组协调建桥
资金 11 万元，解决周边 400 多名群众

“出行难”问题，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政
协担当。

联系群众凝聚民心。健全“专委
会+界别+委员+群众”联系服务链条，

做到委员对群众心声及时呼吁、政协对
委员关切及时回应。细化联系界别群
众“委员作业”，每位政协委员联系 3至
5 名界别群众，开展 2 次联系界别群众
活动，通过谈心谈话、走访调研、座谈交
流等方式倾听群众心声、凝聚社会力
量。按照“五个一”标准（一名委员牵
头、一个专委会服务、联系一个界别、辐
射一个区域、带动一个行业或产业），打
造分层分类分界别的委员工作室24个，
重点推进以服务产业发展、区域发展、
专项工作为特点的小组型和个人委员
工作室建设，相关经验做法在全州政协
工作会议上交流学习。

洱源县政协履职担当谱新篇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杰斌 文／图） 近日，剑川县
剑湖湿地管护局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先后拍摄到
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喉鹀和三趾啄木鸟。

三趾啄木鸟的影像系属剑川县剑湖湿地管护局
巡护人员首次拍摄到，这一发现填补了该保护区三趾
啄木鸟物种的观测空白。影像资料显示，一只三趾啄
木鸟在树干上灵活攀爬，用喙部高频敲击树干捕食
昆虫，并不时警觉观察周边环境，展现出典型的觅食
与栖息行为。

三趾啄木鸟是啄木鸟科中的珍稀物种，因其足
部仅有三趾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高海拔原始森林
中。作为“森林医生”，三趾啄木鸟捕食天牛、吉丁虫
等蛀干害虫，对维持森林健康具有重要生态价值。
专家指出，其现身表明剑湖湿地森林与湿地复合生
态系统功能完善，能够为濒危物种提供稳定的食物
链和栖息环境。

巡护人员还拍到了黄喉鹀的影像。黄喉鹀虽体
型娇小（体长仅 13至 16厘米），却因头顶一簇黑色羽
冠和喉部醒目的黄色羽毛成为“颜值担当”。雄鸟羽
冠竖立如“凤头”，眉纹前段黄白、后段鲜黄，与灰褐色
羽毛形成鲜明对比。黄喉鹀性格活泼却胆小，常在灌
丛间跳来跳去，被摄影爱好者称为“林间小精灵”。

黄喉鹀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偏好林缘灌丛、农
田等生境，以昆虫幼虫为食，对控制农业害虫有重
要作用。此次发现表明，剑湖湿地通过封湖禁渔、
联合执法等措施，已形成良好的生态链——既能吸
引白鹭、野鸭等常见鸟类，也能为珍稀物种提供安
全栖息地。

保护区管护局负责人介绍，珍稀鸟类的发现得
益于“人防+技防”立体化监测体系的构建，通过布设
红外相机、运用卫星追踪技术及加强日常巡护，保护
区已记录到珍稀物种自然繁殖、越冬种群扩大等多
项突破。

据悉，剑湖湿地是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
要节点，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湿、水系连通、植被修复等
综合治理工程，湿地面积逐渐恢复，水质持续稳定向
好。监测数据显示，保护区鸟类种类增至277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51种，灰鹤、彩鹮等旗舰物种种群
数量逐年增长。此次黄喉鹀和三趾啄木鸟的发现，进
一步印证了区域生态修复成效，为探索高原湿地与森
林协同保护模式提供了新范例。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喉鹀、三趾啄木鸟亮相剑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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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曹增丽 方燕 张文燕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阶段，南涧县
4.8万亩红花进入现蕾期，也是加强田间
管理、开展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为
了促进红花的健康生长，提高产量，南涧
县开展红花病虫害防治工作，利用植保
无人机飞防作业，精准施药，将绿色防控
与统防统治相结合，让田间管理既轻松
高效又节能环保，助力红花增产增收。

在乐秋乡东升村红花种植示范区，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现场配药，在技术人
员的精准操控下，3台无人机按照规划

路线，平稳地飞翔在红花田上空，喷洒
出均匀的雾状农药，给红花披上了一件
健康的“外衣”。

针对今年田间红花长势和病虫害
发生规律，日前，南涧县农业农村局开
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大面积集
中服务优势，采购低毒高效、绿色环保
的农药，免费开展红花病虫害统防统治
专业化服务。

“我家种植了 5 亩红花，在开始播
种的时候，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就给
我们免费发放了种子和化肥，解决了红
花浇水问题，现在又请无人机来为红花

喷洒农药。”乐秋乡东升村红花种植户
杨增寿说。

南涧红花种植历史悠久，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红花生长，
种植规模正在逐年扩大，去年种植红花
3.82 万 亩 ，占 云 南 省 总 种 植 面 积 的
12.24%，是云南省红花种植面积最大的
县。与去年相比，南涧今年种植面积有
所增加，达4.8万亩。

“无人机喷洒农药是现代农业科技
的手段之一，它不仅能够提高农药使用
效率，还能减少农药浪费和环境污染。
同时，无人机作业不受地形限制，能够轻

松应对复杂多变的农田环境，降低人工
成本。此次绿色防控，为南涧红花等
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罗金平介绍。

据了解，此次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
总投入资金9万元，覆盖了乐秋乡东升村、
南涧镇团山村等多个红花种植区域，总
面积为 6000 亩，分两次防治，每次 3 台
无人机同时作业，在 2天时间内能完成
农药喷洒任务，作业效率是人工喷药的
20 倍以上，能减少农药使用量 30%以
上，相较于传统人工方式，植保无人机
飞防更高效、安全、节约、环保。

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

南涧县4.8万亩红花实现病虫害统防统治

本报讯（通讯员 张义红） 近年
来，宾川县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国
土绿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以做大绿色总量为目标，持续开展
生态修复、植被恢复造林等林业重点
工程项目，进一步增加森林资源总量，
着力提高森林质量，扩大生态空间和
生态容量。

大力开展义务植树工作，2024年全
县完成义务植树 76.3 万株、参加人数
25.42万人，开展“互联网+义务植树”活
动18次、参与活动2000余人次。积极做
好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重要生态保护和
修复项目的施工技术指导、种苗质量检
疫检验工作，完善 2022 年和 2023 年

5.9884万亩造林绿化上图入库工作。开
展城乡绿美行动，完成宾川县高速路出
口节点绿化项目，2024年在绿美行动中
各行业绿化美化苗木使用共计 9199
株。加强林木种苗管理，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持证经营的
单位和个人28家，育苗面积623亩，有在
圃各类苗木247.99万株。组织复检雨季
工程造林苗木余甘子、干香柏、麻栎等
143批次，容器苗 391.8万株。抽样苇状
羊茅、鸭茅、黑麦草等草种 16 批次 5.84
万公斤，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达
76.4％。全县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已
完成，已经确定的野生物种800种，栽培
记录种260种。

宾川县抓好国土绿化
夯实林业生态基础

1936 年 4 月 17 日至 26 日，由贺龙、
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率领的红二、
六军团长征过大理。红二军团于4月19日
抵达宾川，20 日攻克了宾川州城，4 月
22日经炼洞、鸡坪关出宾川。

红军长征过宾川，历时 4天 3夜，途
经6乡1镇，85个自然村寨、街坊，行程90
多公里。红军在宾川期间，和人民群众
鱼水交融，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用
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
270多名宾川子弟追随红军北上抗日。

当时家住宾居的热血青年李枝芬，
就在那时参加了红军。后来成为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原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
三十二团三营九连连长，她亲笔撰写的

《革命回忆录》，就生动地记录了其间发
生的人和事。

《革命回忆录》主要由怀念红军、参
加攻打宾川州城的回忆片段、回忆参加
宾川县上川武装暴动的经过、回忆九连
的茁壮成长四部分组成。

在第一部分《怀念红军》中李枝芬这
样写到：

红军一九三六年四月长征路过宾川
时候，我当时还是一个农村的青年，亲见
亲闻，印象极深，很受启发教育。认识到
红军是为穷苦人民而来，“打富济贫”；红
军有秋毫不犯的严明纪律，红军英勇善

战不怕牺牲；特别是红军排除万难，攻克
宾川州城的英雄事迹，深深印入我的脑
海，我一直怀念着红军。

红军未到宾川前，国民党当局作了
大量的反动宣传，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跑
到村外躲避去了。

红军到宾川后，在经过的村寨用石
灰、红土在墙壁上书写标语，张贴布告，
散发传单，给人民群众演唱革命歌曲，
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教育宾川人民。躲
到山里的群众听说红军和老百姓亲如
一家，是人民自己的队伍，都陆续回到
村里。

红军离开时，宾川人民群众纷纷
给红军送草鞋、斗笠、衣物、特产酸腌
菜、红糖等慰劳红军。可红军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都给群众留下高于所送物品
价值的银元。

1989年12月，已是大理州农资公司
离休干部的李枝芬，亲笔撰写了《革命回
忆录》。

通过《革命回忆录》的记述，时光穿
越80多年，依旧在娓娓讲述着红军长征
过宾川的这段历史，讲述着宾川人民群
众从红军来前怕红军、红军来时爱红军、
红军走后念红军的情感变化过程。这份
手稿也成为了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最鲜活最生动的教材。

弥渡县红岩镇赶集群众积极参与血防知识有奖问答活动。（摄于2月19日）
近日，弥渡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创新宣教形式，利用乡镇赶集日人流密集优势，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走进红岩镇开展“血防知识进乡村”健康惠民活动。血防技术人员
通过“健康课堂+趣味互动”形式开展科普宣传，将专业防控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通讯员 杨应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