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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杨印品 梅红玉 张洁

水蛭，常被人们称为蚂蟥，这种软
体动物因为具有吸血的习性成为很多
人心中的恐惧符号。然而，在漾濞县
漾江镇，水蛭却从令人畏惧的“吸血
虫”摇身一变成了身价千元的“软黄
金”，让昔日“害虫”变身乡村振兴的

“黄金产业”。

走进位于漾江镇江桥村的水蛭标
准化养殖车间，一幅忙碌而有序的景
象映入眼帘。村民王继飞手持高压水
枪，仔细冲刷着养殖池壁和池底的淤
泥、饵料残渣，确保养殖环境干净整
洁。“这个工厂建起后，我就来这里务
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蚂蟥养殖技术，
每个月有三四千元收入。现在就想先
把技术学好，以后如果有机会也想自

己发展养殖。”曾经在外漂泊打工的
王继飞，被家乡水蛭养殖项目的发展
前景吸引，选择回到家乡发展。

依托漾濞优质的水资源、便利的
交通条件，以及沪滇资金援建的厂房
等条件，身为漾濞籍人士的上海泰禾
嘉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继平
下决心带着技术和科研成果回到家乡
创业，在漾江镇投资搞起了水蛭养殖

项目。“水蛭是治疗心梗、脑梗、静脉曲
张这一类疾病的最佳中药材之一。下
一步，我们的种苗中心扩大之后，计划
把这些种苗发给老百姓让他们来养
殖，我们负责提供种苗和设施，把项目
进一步做大。”冯继平介绍。

目前，漾江镇水蛭养殖基地里培育
着200多箱、200多万条优质水蛭，并带
动了当地1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漾濞县漾江镇：水蛭养殖“蛭”富路宽

□ 通讯员 白如月 文／图

走进弥渡县密祉镇石麟村的林下
灵芝种植地，核桃树下与松树间隙间，
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菌棒上的灵芝
或舒展菌盖，或含苞待放，湿润的腐殖
土散发着阵阵草木清香，一幅生机勃
勃的景象映入眼帘。

“我们村林地资源丰富，以往除了
种植一些经果树，大部分林地都处于
闲置状态。”石麟村党总支副书记罗秀章
蹲在菌床边，拨开土壤查看湿度，顺手
拔除杂草，他介绍，“去年村‘两委’调
研时发现，我们这儿的酸性土壤、年均
17℃的气温和 75%的湿度，十分适合
灵芝生长。”

为盘活闲置林地，在密祉镇党委
的支持下，村党总支多次组织人员赴
外地考察学习，最终确定引进林下灵
芝种植项目。“灵芝喜阴怕晒，林下环
境恰好能满足其生长需求，不仅可以
遮阳保湿，而且落叶腐殖质还能充当
天然肥料，整个种植过程无需打农药、
施化肥，属于纯生态种植。”罗秀章介
绍，今年 3 月，村党总支牵头投入菌

种，试种规模达 5 吨菌棒。“灵芝是多
年生真菌，一次投入可连续产出 3
年。这批菌棒第一年试种预计产干货
80 公斤至 100 公斤，后续两年产量还
能稳步提升。”罗秀章说。

李林香家是全村试种灵芝的第一
户，最初她心里也充满顾虑。“以前从
来没种过灵芝，担心技术跟不上，更怕
种出来卖不出去。”她轻抚着菌棒上的
灵芝，语气中满是庆幸，“好在村党总支
帮我们联系了技术员，从菌棒消毒、下
地摆放，再到日常管护，都是手把手教
学。现在还没收获，就帮我们找好了
买家！”

李林香口中的“买家”，是村里对
接的一家中药材加工企业。“企业承诺
按每公斤 130 元的价格收购干货，还
签了保底价合同，我们只管安心种植
就行。”罗秀章补充道，“就拿李林香家
0.25 亩的试种地来说，第一年就能收
入 1 万元以上，之后两年不用再投入
菌种，收益会更加可观。”

下一步，密祉镇将继续通过“党
总支+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新
模式，把林下经济项目作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发展重楼、
魔芋、灵芝等特色林下产业，不断提高
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户实现“林下增

收”，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让一片片林地真正变成产业兴旺的

“致富林”。

弥渡县石麟村：试种灵芝 探索林下种植新路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石麟村灵芝试种户李林香在自家种植地里忙碌。（摄于7月8日）

□ 通讯员 赵利梅

“我母亲患关节炎多年，以前扶着
扶手挪步上下楼都费劲，如今有了电梯
就能天天到楼下遛弯，太方便了。”日
前，剑川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到公租房
小区对老旧小区已加装电梯开展“回头
看”时，刚买菜回来的居民张阿姨笑容
满面，对加装的电梯赞不绝口。

据了解，剑川县既有住宅和老旧小
区数量较多，其中公租房和廉租房小区
住户中老人、儿童占比较大，上下楼梯
成了“老大难”问题。然而，电梯加装工
程面临住户意见难统一、项目资金缺口
大等诸多阻碍，推进过程举步维艰。

对此，剑川县纪委监委主动扛起
“监督的再监督”政治责任，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紧盯居民居住集中区域和
“一老一幼”等特殊群体，以全链条、全
过程跟进监督，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按
下“加速键”。

为让项目更合民心，剑川县纪委
监委派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
员联合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
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通过“拉
网式”摸排，全面梳理全县既有住宅小
区电梯加装需求。同时，县纪委监委全
程监督民意征集工作，畅通“信、访、网、
电”举报渠道，还通过随机回访，坚决杜
绝“被代表”“走过场”现象，确保项目反
映民需。在多方努力下，老旧小区住宅
电梯加装工作被纳入了剑川县 2025 年
10件惠民实事，从群众的“愿望清单”转
化为政府“履职清单”，为项目推进注入

强劲动能。
政策落地，资金先行。剑川县纪委

监委紧扣政策导向，督促县住建局积极
作为，围绕完善现有住宅功能、提升居
住品质目标，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全力
争取资金支持。同时，严把资金安全
关，严审立项依据和预算，严防优亲厚
友、截留挪用，确保惠民政策从“纸面”
落到“地面”。

有了好规划且资金已到位，保障项
目安全至关重要。剑川县纪委监委建
立“跟进监督+倒排工期”机制，紧盯项
目建设质量与进度。在 2021 年成功完
成2部电梯加装的基础上，2024年9月，
老旧小区既有住房电梯加装项目一期
启动，对县城公租房小区1栋4个单元6
层建筑（覆盖 96 户居民）实施电梯加

装。今年5月，二期项目接续开工，对2
栋共 8个单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预计
今年底完工。届时，剑川县将累计完成
14 部电梯加装，惠及近 300 户约 1000
人，切实解决群众“爬楼难”问题。

此外，剑川县纪委监委坚持“当下
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督促相关部门提前谋划电梯后
续运营维护工作。目前，住建部门已与
具备资质的城镇物业管理公司达成合
作协议，明确管护责任、规范维保流程，
让“一键直达”的幸福生活持续“在线”。

剑川县：精准监督暖心护航 解决群众“爬梯难”问题

清廉大理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洲 谢凡 实习生
涂佳） 7月11日下午，第十二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大理州初赛在大理
州融媒体中心举行。

比赛现场，来自大理州12县市新闻
战线的14名记者登台，深情讲述了自己
在新闻实践中亲闻、亲见、亲历的鲜活故
事。他们或深入山乡村寨，或穿行洱海之
畔，用脚步丈量土地，用镜头定格瞬间，
用笔墨记录真实，通过一个个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故事，演绎着新闻人的
初心，诠释着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

漾濞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钰带来
了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任国富与
李家庄苹果的故事。马钰说：“我是土
生土长的漾濞人，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
事一线记者工作。参加这次比赛，我想
把任老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把李家庄的
苹果介绍给大家。”

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斯则分
享了她对全国劳动模范李春喜的体验
式采访经历。她介绍：“今年‘五一’，我
们去体验了李春喜一整天的工作。这
次采访给我的感触非常大，以前我们记
者多是倾听者、旁观者，但现在我们变

成了参与者，这让我更有底气把故事分
享给大家。”

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展现了新
时代新闻工作者服务大局、记录时代、
推动进步的担当与情怀。评委们从故
事内容、语言表达、现场效果等维度进
行综合评分。最终，大理州融媒体中心
记者张琼、李斯，宾川县融媒体中心记
者卢焱获得优胜奖。

卢焱表示，将精心准备复赛，努力
把“好故事”讲得更精彩，传递给更多人。

云南日报社大理分社副社长秦蒙琳
是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她表示，参赛
记者将亲身经历融入感人故事里，通过
精彩讲述与现场渲染，极易引发观众共
情。同时，他们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到
新闻背后记者的经历与付出，对彰显新
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起到了良
好的宣传作用。

本次比赛由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主办、大理州融媒体中心协办，旨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广大
新闻工作者树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弘
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十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大理州初赛开赛

□ 李源江

走进洱源县炼铁乡黑潓江畔的
山石屏村，江畔杨柳依依，村庄风景
秀丽，一排排钢混结构的房屋错落有
致，青瓦白墙彰显着古朴典雅的风格，
内部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太阳能路
灯整齐排列，照亮了村庄的夜晚；自来
水通到家家户户，保障着村民的日常
生活。新建的文化广场上，孩子们追
逐嬉戏，老人们悠闲地晒着太阳、谈天
说地，处处洋溢着和谐与幸福的气息。

然而，谁能想到，这片充满生机
的土地，曾长期笼罩在麻风病的阴霾
之下。山石屏村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
的洱源县山石屏麻风院。当时，这里
没有房屋、没有耕地、没有道路，是典
型的与世隔绝的“孤岛”。这里的人
们饱受病痛折磨，生活困苦不堪，外
界的误解与偏见更是让他们的心灵
伤痕累累。

44 年前，洱源县疾控中心医生
李桂科来到了山石屏工作。面对患
者们的恐惧和绝望，他没有丝毫退缩，
背着药箱，穿梭在村庄的每一条小巷、
每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屋，为患者检查身
体、治疗疾病，耐心地给予他们安慰与
鼓励，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勇气。在医
疗资源匮乏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坚守
在岗位上，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他不仅
为患者治疗身体上的病痛，积极教他们
如何预防疾病的传播，还鼓励他们重新
建立生活的信心，带领他们一起重建
家园。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
的患者逐渐康复，生活也日益改善。

2014 年，山石屏麻风院正式更名
为山石屏村，脱掉了“麻风村”的帽

子。李桂科担任山石屏村党支部
书记，在党委、政府提供集中供养生
活保障的基础上，他带领村民修建蓄
水池，种植核桃，发展养殖业，推动
山石屏从“麻风村”变成“幸福村”。

“十四五”时期，党的一系列惠民
政策在山石屏村落地生根，为村庄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政府投资新建了
一座水泥桥，进村道路也得到拓宽，并
铺成了柏油路，一直延伸至村口，让村
民出行更加便捷。在修路过程中，村
民自发参与，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道路两旁种满了树木，四季景色各异，
为村庄增添了不少魅力。庭院外配套
建成花台，村民在花台里种植了各种树
木和花草，房前屋后则种上了核桃和庄
稼。春日繁花似锦，夏日绿意盎然，秋
日果实累累，冬日松柏常青，村庄一年
四季皆有美景。

此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山石屏村还建成了全
国首个麻风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大理
州党性教育基地、医者仁心道德教育
基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社团组织，
各级党组织，以及学生、群众纷纷来到
山石屏村参观学习，他们在这里认真
聆听李桂科讲党课，深入了解山石屏
村的历史脉络，感受红色精神的强大
力量。

如今，山石屏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一个美丽和谐的自然村落呈
现在眼前。邻里关系融洽，村民互帮
互助，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凝聚力和归
属感不断增强。李桂科的坚守和奉
献，成为了村民们心中的希望之光，激
励着大家积极进取，续写着山石屏村
更加美好的明天。

决战决胜“十四五”·变化

山石屏村旧貌换新颜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荧光绿刺脑珊瑚
荧光绿刺脑珊瑚属

于脑类珊瑚的一种。形
如凹槽，更有助于它们
承受海浪的冲击。身体
里有共生的藻类，这些
藻类能通过光合作用为
珊瑚提供养分，因此日
常基本无需额外喂食，
生长所需的养分大部分
依靠光照即可满足。

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委会大花
桥村村民在黑木耳种植棚里放置菌
包。（摄于7月2日）

为进一步加快乡村产业振兴，
花桥村委会在大花桥村开展庭院黑
木耳示范种植。目前，已有 5 户农
户参与种植，建成标准化黑木耳种
植大棚190平方米，采用地摆、椴木
方式种植黑木耳4000袋（段），预计
今年8月可进行采收。

［通讯员 刘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