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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沿着崎岖蜿蜒的盘山公路，从德钦
县奔子栏镇顺金沙江逆流而上，火辣辣的太阳越过
白马雪山的绿色屏障，将集生态、移民、扶贫为一体
的达日村4个生态移民安置点照射得生机盎然。

面对严峻的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双重压力，
德钦县大力实施“人下山、树上山”为主的生态移
民开发战略，将山区、二半山区失去生存条件的
群众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农牧民搬迁至
河谷和交通沿线，全力推进集中连片扶贫开发，
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让搬迁群众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前往羊拉乡的公路两旁，金沙江畔昔日的
荒坡，如今已变成美丽的生态移民新村，一排排
藏式风格的农家小院依序排列，一个个蔬菜大棚
泛着银光。走进43岁的搬迁户阿茸家，他向记者
讲述了从深山老林搬进新家过上新生活的故事，

“现在可好了，我们住上了两层的藏式小楼，房子
里配建了卫生间，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家里铺
地砖，接了自来水，就连灯泡也换成了日光灯、节
能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置身于色贡通、习龙通和沙色通等生态移民
新村，“现代”“时尚”等词汇涌现脑海。篮球场、
医务室、活动室、文化广场、幼儿园、超市、农贸市
场、酒店、修理厂、加油站等一应俱全。在温暖的
阳光下，人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与快
乐，或品茶论道，或闲唠家常，随处都能感受到从
大山深处搬迁下山的农牧民对新家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漫步色贡通生态移民新村，只见整洁的新村

道路两旁，安装着太阳能路灯，房前屋后碧绿的
油橄榄茁壮成长，家家户户安装了太阳能。

移民新村村民鲁茸达瓦坐在自家宽敞明亮
的藏式客厅里，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我们娘吉
顶村民小组，在白马雪山核心区的30多户早已搬
到保护区外，而靠近核心区的17户，2012年也全
部搬到了色贡通新村。”在他的记忆里，原来住在
山上时，青稞面是家常饭，白面很少吃到。娃娃
们上学，老人们看病，都要走很长的山路。由于
山路崎岖，每当遇到雨雪天，道路行走都成问题，
在外打工，心里还记挂着家里是否漏风、漏雨。

鲁茸达瓦看了看妻子半开玩笑地说：“以前娘吉
顶村人找媳妇真的好难，卓玛姑娘来村里看到这么
破旧的房子、这么穷困的村子，扭头就走。现在不一
样了，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子，谁不愿意留下来！”

走进鲁茸达瓦家的后院，阳光大棚内种着各
种蔬菜，蓄水池旁边的猪厩里，8头大小不一的藏
香猪长得油光水滑。他说：“这些猪一头都不卖，
全部养着自己吃。我家还养着一条奶牛，主要用
来挤奶打酥油茶喝。”

安居后自然要乐业。搬迁到公路边后，鲁茸
达瓦家分得1.35亩平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和小
麦，2.5亩坡耕地，已种植200多棵油橄榄。他指
着房前一棵棵已挂果的油橄榄树说：“前年有200
多元的收入，去年 700 多元，今年估计有 2000 多

元。”谈及家庭的其他收入，他扳着手指如数家
珍：“每年外出务工有3万多元，林业和草场补助
也有5000多元……”

“原来住在高海拔山区，非常寒冷，每年至少
要烧5立方米的干柴，现在一年1立方米都用不
完。”鲁茸达瓦说，“现在我们住在金沙江流域干
热河谷地带，做饭都用电器，饲养牲畜用政府安
装的太阳能热水，只有停电的时候才会烧柴。”

鲁茸达瓦家山上还有5亩地，他准备退耕还林
种植花椒。他说：“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因为长时间
不上去，现在已经变成猕猴、黑熊和鸟类的家园。
特别是白马雪山奔子栏老保护所所在地，苹果、核
桃和毛桃成熟时，有100多只猕猴会去采摘。”

达日村 6 个村民小组有 4 个属移民搬迁小
组，搬迁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80%以上。全村 265
户中，有67户是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搬迁出来
的。该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江次说：“为
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全村共种植油
橄榄2400亩、葡萄570亩，有将近40辆大货车跑
运输，沙色通村民小组还建起了雅雄酒店，拉动
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如今，农牧民搬出世代生活的高寒山区，原
住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现住地生存环境
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心变宽了，
思想变活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处处呈现出安居
乐业的新气象。

（云报融媒体记者 尤祥能）

“春节前，我们这里天寒地冻，武警上海总队
和武警云南总队的领导来看我们，了解生产生活
情况，帮我们发展脱贫产业。”正在采蜂蜜的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户余文祥说，“我家的中华蜂发展
到50箱，今年蜂蜜价格继续上涨，一箱可以收入
1000多元，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余文祥，今年61岁了，夫妻两膝下有两个女
儿，先后都出嫁了。前些年，由于缺少劳动力、脱
贫路子和资金，经济收入主要靠政策性补贴，两
老口的日子过得很艰辛。

军民情深，力拔穷根。念里米村境内山高坡
陡、土地贫瘠，是条件型贫困与素质型贫困并存、
区域性贫困与群众性贫困共存的典型性深度贫
困村之一，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发展养殖中
华蜂产业是武警上海总队、武警云南总队的帮扶
项目之一。去年以来，武警上海总队、武警云南

总队投入资
金扶持贫困
户发展中华
蜂 410 箱 。
到 目 前 ，念
里米村养殖
中华蜂规模
已 经 达 到

610箱。
李建华是念里米村木左洛组的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户，在武警上海总队、武警云南总队的帮助
下，他们家种植乌天麻6亩。“按照今年的市场价
格，明年我们家总收入可达36万元，刨去成本，纯
收入估算10多万元。”

这几天，念里米天麻种植户正忙着在天麻基
地里除草。村主任余清华说：“武警上海总队和
武警云南总队情系直过民族，情暖傈家山寨，为
我们制定了脱贫攻坚作战图，投入670多万资金
帮我们发展脱贫产业。我们傈僳族群众永远记
住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

据了解，今年，念里米村乌天麻种植面积已
经达到200亩，预计每亩产值6万元，覆盖175个
农户，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135户，实现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户全覆盖。

在武警上海总队和武警云南总队的帮助下，今
年，念里米村完成了150亩五味子基地建设任务。
部队还投入资金完成了念里米村念里米组文化活
动室建设，念里米村民族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

去年以来，武警上海总队、云南总队领导先
后两次来到念里米村，在念里米村吾树上组乌天
麻种植基地了解情况，查看了贫困群众中华蜂养
殖情况，看望慰问贫困老党员，召开调研座谈会，
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商讨扶贫项目设立、运
作模式、资金管理、利益分红等相关事宜。

武警上海总队、武警云南总队用真心真情真
金白银扶真贫，奏响新时代军爱民民拥军的铿锵
旋律。“我们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
式，滚动使用武警上海总队、武警云南总队支持
的产业扶贫资金，发展脱贫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有龙头企业带动、有能人带领、有集体经
济收入，带动
农民脱贫致
富的目标。”
维西县委常
委 、统 战 部
长、康普乡党
委书记杨正
祥说。

23日下午，拉河柱村老鸦树村民小组雨下个
不停。新建成的露天绿色蔬菜基地里随处可见
冒着雨采摘蔬菜群众的身影。

“下雨天怎么不休息？”驻拉河柱村精准扶贫
工作队队长和继泉问正在忙着采摘蔬菜的农民
李云芳。

“合作社等着收我们
的蔬菜，很急，我们休息
不成。再说我们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很好卖，能赚
钱，我们舍不得休息。”李
云芳说。

李云芳一家人都
很勤奋，很爱学习。今年
3 月份开始，他们家生产

的蔬菜上市，到目前，总收入达到12000多元。收
入增加了，一家人的干劲更足了。

拉日村主任和正武介绍说：“在州农牧局的
关心支持下，我们连片建设了420亩绿色蔬菜基
地，建设了机耕路，田间灌溉渠系，太阳能灭虫
灯，涉及农户110户，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32

户。我们的基地蔬菜品种有62个，群众尝到了发
展绿色蔬菜的甜头。”

负责收购蔬菜的年轻农民和金文接过和正
武的话说：“这段时间，我们基地的蔬菜主要销
往香格里拉市和德钦县。7 月以来，我们光是
香格里拉市就跑了 11 趟，每趟运送时鲜蔬菜 5
吨。我们的蔬菜是严格按照无公害蔬菜生产标
准生产的，深受消费者欢迎，价格也不错。今天
晚上我们要赶往德钦县城。”

拉河柱村第二支部书记李正才说：“绿色
牌拓宽了增收路。我们支部所辖的两个村民
小组通过发展糯山药、百合等无公害蔬菜增加
了群众收入，尤其是贫困户增收成效很明显，
实现今年脱贫摘帽的目标指日可待。实践证
明，我们打好‘绿色牌’的举措是正确的。”

搬出深山安居乐业

军民情深 力拔穷根
——武警上海总队和云南总队帮扶念里米见闻

● 杨洪程

“绿色牌”拓展增收路

——拉河柱村露天绿色蔬菜基地见闻

 杨洪程

和某，现年51岁，本地人，国家退休干部，本人无不良嗜
好，因离异多年，预寻求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士为生活伴侣，年
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生活无不良恶习，孝敬父母，稳重成
熟，非诚勿扰！

有意者请致电：18787676771。

 德钦县云岭乡众鑫农业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3422MA6K5MC984。

 香格里拉县春衣阁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1600072420。

 香格里拉市黔乡牧人餐馆，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33421660030295。

 高杰，身份证号码：532901197609254012，不慎遗失建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
533421201500776。

第一条 关注生态环境。关注环境质量、
自然生态和资源能源状况，了解政府和企业发
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学习生态环境科学、法律
法规和政策等方面的知识，主动提升自身环境
素养。

第二条 节约能
源资源。使用节水
节能产品，合理设
定空调温度，及时
关闭电器电源，多
走楼梯少乘电梯，
节约用纸、按需点
餐不浪费。

第三条 践 行
绿 色 消 费 。 优 先
选择绿色产品，少
购 买 使 用 一 次 性
用品、更新换代快
的 电 子 产 品 和 过

度包装商品，多购买可再生产品和耐用品，外
出自带购物袋、水杯等，交流捐赠闲置物品。

第四条 选择低碳出行。出行时优先选择步
行、骑行、公共交通、共享交通等方式，购车时优
先考虑新能源汽车或节能型汽车。

第五条 分类投放垃圾。学习并掌握垃圾分
类和回收利用知识，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圾，
分类投放其他生活垃圾，不随意乱扔、乱放。

第六条 减少烟尘排放。不焚烧垃圾、秸秆，
不燃用散煤，少燃放烟花爆竹，抵制露天烧烤。

第七条 呵护自然生态。爱护山水林田湖草
等生态系统，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不破坏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不随意进入自然保护区，不购
买、使用野生动植物制品。

第八条 参与环保实践。积极传播生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理念，参加各类环保志愿服务活
动，主动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建议。

第九条 举报污染行为。遵守生态环境法律
法规，积极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劝阻、
制止或拨打12369举报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条 共建美丽中国。坚持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
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
的美好家园。

奔子栏镇朝圣缘大酒店，不慎遗失云南省国家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一份（三联），发票代码：153001614040，发票号
码：01218252，发票已填开。

全体市民：
根据《香格里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

规定，在2017年12月30日前申请公租（含廉租房），并到场抽签
家庭，截至2018年8月30日前还未到市住建局住房管理办公室
办理相关入住手续的，我局视为该户自行放弃居住权，不再保
留该户已申请到的房屋，并且该户3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

香格里拉市住房管理办公室
2018年7月25日

 香格里拉市兴农加油站，张平，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421100002254，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如讵登茶餐吧，恒扎，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421660050169，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维西东征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赵东征，营业执
照注册号：533423NA000413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绍琴）
今年以来，州工商局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格遵循

“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
的改革原则，采取多项措施，积极
转变职能，创新登记服务方式，提
高登记效率，为企业办理登记注
册提供高效、便利的服务，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简化登记审批程序，
缩短工作时限。按照“程序最
简、审批最快、时间最短、服务最
优”的标准，企业注册由15个工
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办理名
称预先核准企业提交材料齐全
的，当场办结，简化了办照手
续。全部接件保持在5个工作日
内完成，接件办结率100%。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推出了“一网归集、三方服
务”规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切
实解决一些领域存在的执法随
意、执法扰民、执法不公、执法不
严等问题，从而减轻企业负担，
提高监管效率。截止 2018 年 7
月17日，全州共有40172户市场
主体和48名执法人员入库，共抽
查企业 784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77户、个体工商户911户，并将抽
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云南）”向社会公示。

对重点企业，下岗再就业人
员、退伍军人、残疾人、返乡农民
工和创业大学生等提供“绿色通
道”，优先咨询，
优先受理，优先
登记服务。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试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要携手行动，建设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政府工作
报告部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引导公民认识并履行生态环境
责任，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者，生态环境
部组织编制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试行）》。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试行）

通知

注销公告

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征婚启事

州工商局“放管服”改革显成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关于“开展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行动”的重要部署，
按照省委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经研究决定，从即
日起至今年年底，在《云南日报》
理论版、《社会主义论坛》杂志开
展“新时代新乡村新风俗”主题
征文活动。

征文主办：由云南省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征文时间：2018 年 7 月至
12月

征文主题：以“新时代新乡
村新风俗”为主题，面向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围绕“移旧俗、除
陋习、尚科学、倡新风”等方面
进行主题征文活动，为培育文
明乡风、淳朴村风、良好家风营
造良好氖围。

体裁题材：征集学习研究、工
作实践、生活见闻，撰写原创性的
理论文章、时事评论、专题报道、
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

征文要求：作品必须是未
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原创作品，

要求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
详实、文字精练、有参考借鉴价
值，篇幅不超过4000字。

稿件报送：稿件请报送至
云南日报理论部（社会主义论
坛编辑部）联系人：苏字箫，电
话 ：0871 － 64195021，邮 箱 ；
sxx702＠qq.com，邮件主题注
明“新时代新乡村新风俗主题
征文”字样。投稿请注明作者
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电
子邮箱等相关信息。

征文刊发：优秀征文在《云
南日报》理论版“调查研究”4“理
论纵横3”和《社会主义论坛》刊
发。所有经《云南日报》理论版
和《社会主义论坛》刊发的稿
件，在云南文明网、云南理论
网、云南社科规划网进行转载
和链接，移动新煤体同步转载。

奖项评选：征文结束后，主
办单位将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评选出一等奖10篇、二等奖
20 篇、三等奖 40 篇，并颁发证
书和奖金。

征文咨询电话：0871 －
63992065（省文明办综合处）

0871－64195021（云南日
报理论部）

“新时代新乡村新风俗”主题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