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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摘自新华社

专业化平台整合资源，个性化政策激发

活力，“管家式”服务助力创业……云南省昭

通市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探索“归雁”行动，

创新构建政府、平台、企业等多方联动的创业

帮扶模式，多措并举帮助在外打拼的群众返

乡创业。

地处乌蒙山区的昭通市，是我国脱贫人口

最多的地级市，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市，全市301
万名农村劳动力中，常年转移就业人数稳定在

260万人以上。许多昭通人选择到外地务工，

其中不少人学习技能、积累经验后在外省办

厂，走上致富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致富带头人。

为了帮助更多群众返乡创业，昭通市着力探索

创业帮扶新路子。

“这些年家乡发展迅速，给了我们回乡办

厂的底气。”云南钜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国超出生在昭通市永善县，年轻时曾在广

东电器制造行业打拼。

在家乡“归雁”行动的号召下，王国超选择

返乡创业，进军电器零部件生产行业。经过多

年经营，公司产品已热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区，年产值达 820 万元，还带动当地 80余名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罗

以鑫介绍，政府引导是推动“归雁”返乡创业

的第一步。人社部门联合多部门搭建了返乡

就业创业平台，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为有意返

乡创业的“归雁”开展政策咨询、合作交流、融

资洽谈等创业帮扶服务，提供强力的组织服

务保障。

眼下，正是菌子出产的季节。在云南森

浩菌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种植基地，公司总经

理李世波带领工人，在抓紧采摘、装筐、包装、

发车……

“政府提供了个性化帮扶，让我们创业没

有后顾之忧。”李世波说，在入驻彝良县小草坝

镇宝藏村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园后，园区帮助他

建立了专家工作站，提供专家“一对一”指导。

此外，公司还先后获得用工优先对接、政府专

项资金等帮扶。经过两年多的发展，企业年产

值已达1500万元，还被认定为昭通市农业产业

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针对每一位返乡创业者，我们都会制定

精准的创业帮扶政策。”昭通市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主任邵艳利介绍，昭通市通过制定

个性化政策为“归雁”返乡创业赋能，在创业指

导、用地用工、融资贷款等方面提供全流程的

“管家式”服务。

在盐津县普洱镇箭坝村，3万亩乌骨鸡深

山养殖基地里，一座座鸡棚格外醒目，一群群

乌骨鸡在悠闲觅食。

“基地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离不开政府

提供的金融扶持。”云南本城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何锋说。2023 年，公司遇到资金

困难，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何锋向人社部门

申请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迅速获批

150 万元贷款，保证了养殖项目平稳运营，当

年便成功出栏乌骨鸡 30 万羽以上，销售额突

破 2600 万元。

罗以鑫说，昭通市将持续落实返乡创业支

持政策，加大创业帮扶力度，不断健全完善创

业服务体系，努力把昭通市打造成滇东北创新

创业新高地。

如今的乌蒙大地，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

“归雁”为家乡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近日从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随

着江苏溧阳高新区创智园

内的微电网管控平台成功

上线，江苏省规模最大的

工业园区微电网正式投

运，对工业园区实现清洁

能源自发稳定供应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

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

光伏、储能系统等打造的

独立于大电网外的小型电

力系统，较适用于企业楼

宇、工业厂房集聚且对用

能稳定要求高的工业园

区。“该创智园的微电网建

设包含屋顶光伏、储能设

备、充电场站、蓄冷蓄热系

统等场景，可为楼宇厂房、

电动汽车等提供稳定可靠的绿色能源供应。”

国网溧阳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杰说。

据李杰介绍，该园区写字楼楼顶建设有

2.8兆瓦分布式光伏，中心主干道建有 1.9兆瓦

廊道光伏，园区充电场站车棚铺设了 0.3兆瓦

光伏棚顶。储能方面则配置了容量2000千瓦/
3712千瓦时的储能设备，可随时响应削峰填谷

需求，即使外界停电，储能设备也可作为“充电

宝”保障园区应急供电。

“该微电网的智慧管控平台能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精准预测不同天气、假日节点等情

况下的光伏出力和用能需求情况，由此自主

制定储能设备的充放电策略，能有效提升工

业能效水平，实现节能降碳与经济效益的双

赢。”李杰说。

在路边餐馆，食客们围坐在一

盆酸汤前大快朵颐；在生产加工基

地，上千个酸汤坛子依次排列；在田

间地头，西红柿、辣椒、木姜子等酸

汤原材料茁壮成长……走进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酸

汤的痕迹随处可见。如今，这份传

承千年的美妙滋味“走”出凯里山

乡，用好味道征服各地食客，也成为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晌午时分，在凯里市巴拉河沿

岸的平乐村季刀苗寨，酸汤香气已

经从农户的灶台上飘起。长久以

来，凯里人的饮食“无酸不欢”。这

份对酸汤的依赖和偏爱，渗透在他

们的日常生活里。平乐村副主任黄

志思说，凯里人几乎每天都要吃酸

汤煮的食物，也会在劳动后喝酸汤

缓解疲劳。

作为凯里人的“心头好”，酸汤

经历从地方小吃到广为人知的历

程。吴笃琴是贵州亮欢寨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从事酸汤产品

经营。20世纪 80年代，她在凯里街

边开了一家路边摊，主要售卖炒菜，

附赠一碗酸汤。

“当时觉得酸汤只是我们的土

菜，所以免费给客人吃。后来发现

很多外地客人来我这里，点名要吃

酸汤。”她说。

像吴笃琴一样发现酸汤推广潜

力的凯里人不在少数。黄志思说，

季刀苗寨每年迎来不少中外游客，

他都会准备酸汤招待。有的客人不

光自己吃，还要打包带回家乡。口

耳相传之下，凯里酸汤逐渐从“家味

道”变成大众口味。

想让酸汤传得更广，保持口味稳

定是难题。在传统农家发酵过程中，

菌群和所处环境不同会导致酸汤味

道存在差异。为了酿制口味稳定的

酸汤，吴笃琴的公司同高校合作，研

发改进酸汤发酵技术并建立自动化

生产线，已完成技术攻关。现在，无

论是顾客还是外省商户，即使相隔千

里，也可以烹饪出地道的凯里酸汤。

截至 2024 年 1 月，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酸汤产业已注册商标

400余个，涉及约 1600家餐饮店，遍

布全国 62个城市。同时，酸汤火锅

底料、酸汤粉、酸汤饮料等酸汤产品

借助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地送上各

地食客的餐桌。

蓬勃发展的酸汤产业，也带动

了凯里乃至黔东南州的经济发展。

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乡村小路，随

处可见经营酸汤菜品的餐馆或小

摊。据专家粗略估算，整个黔东南

州的酸汤餐饮从业者超过15万人。

酸汤，正成为凯里农民的致富

渠道。“凯里酸汤是很讲究的，要用

我们本地产的西红柿、辣椒、木姜子

等作为原材料，不然口味就会不

对。”吴笃琴说。

在凯里市舟溪镇新中村，这里

有 60亩的酸汤原料基地，里面种植

着 52 个西红柿品种和 5 个辣椒品

种。在政府的支持下，这里正在建

设酸汤原料产业示范点。

“不担心销路，我们直接跟企业

签订单，由企业进行收购。”基地负

责人潘晓正说。得益于酸汤产业的

发展，一些企业直接联系种植基地，

通过订单农业、保底收购，保障自身

的食材供应，也直接或间接带动农

民增收。

新中村的酸汤原料种植产业，

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在

基地工作的村民蒙金华告诉记者，

在这里务工，一个月就能有 3000元

左右收入，同时还可以照顾家里的

老人和孩子。

“我们公司以前一年只能生产1
吨酸汤，现在一年能生产 1万吨，以

后还会增加。”提起未来，吴笃琴充满

信心。有了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和量

身打造的科技成果，凯里酸汤产业

“走”出山乡的底气更足、脚步更稳。

正是黄花菜采摘季，凌晨 4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黄

花菜田里，村民们头戴探照灯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在一束束灯光指引

下，大家快速熟练地采摘着鲜菜，直

到艳阳高照。

时值正午，经历了数小时采摘，

村民们聚在地头等待称重。48岁的

柳泉乡柳泉村村民周玉春告诉记

者，以前在外地打工，现在家门口就

有活儿干。“我从 6月中旬开始摘黄

花菜，一天能挣100多元。”他说。

“40多天时间，我们要雇佣周边

村庄 400 多人来采摘黄花菜，每人

至少能挣三四千元。如果农户把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一年一亩地还有

700元的流转费。”谈及发展黄花菜

产业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好处，柳泉

缘（吴忠市红寺堡区）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苗军掰着手指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当地一些

村民在自家地里也开始试种黄花菜，

由合作社为他们提供全程技术指

导。“不愁种，也不愁卖。”周玉春说。

“前段时间国外客商主动联系

我们购买干黄花菜，目前产品已顺

利出口。”苗军说，今年市场价格不

错，一斤干菜能卖到二十六七元，出

口价格就更高了。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

态移民集中安置区，居住着 20多万

来自西海固的搬迁群众。经过多年

的发展，原是一片戈壁滩的红寺堡，

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新家园。枸

杞、黄花菜、中药材和肉牛、滩羊等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让搬迁群众过

上了好日子。

“我们的黄花菜已形成以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条融合发展

的优势产业，这离不开一系列惠农政

策与机制创新的助推。”红寺堡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锐说。

据王锐介绍，近年来，政府出台

了多项政策支持黄花菜产业：对新

种植黄花菜的农户、合作社等，每亩

补贴 200 元；持续投入专项资金建

设公共晾晒场、冷库、杀青房等；鼓

励合作社等加工冰鲜黄花菜，每斤

补贴0.5元……

柳泉乡柳泉村党支部书记张娅

梅说，以前村民自己用小型锅炉蒸

熟黄花菜，常因掌握不好火候损耗

大量鲜菜。现在有了杀青房，合作

社积极收购鲜菜统一进行加工销

售，村民只负责种植和采收，不仅提

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损耗。

2023 年，红寺堡区黄花菜产业

带动 3 万余人就业，实现劳务创收

9550万元。今年，当地黄花菜鲜菜

产量预计达7.3万吨，综合产值有望

达4亿元。

含苞是菜，盛开是花。小小黄

花菜，既富了百姓，也美了乡村。张

娅梅告诉记者，种植了黄花菜的土

壤颜色往往更深一些，因为它锁住

了土壤里的水分，让昔日黄沙漫天

的戈壁滩变了模样。

聚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

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培育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长效机制”等。据了解，红寺堡正

积极推动特色农业发展，建设农特

产品分拣包装及电商孵化中心，培

育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强化枸

杞基地、黄花菜联合社联农带农利

益联结机制，为乡村振兴赋能。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是带动乡

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发力点。下一步，在打造特色品牌、

借助平台优势拓宽销路的基础上，

红寺堡将谋划建设黄花菜文化主题

休闲农业示范园，探索一条‘以花促

旅、以旅带花、花旅共融’的文旅发

展之路。”王锐说。

商务部日前公示拟确定 15 个地区作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行

区试点。

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将利用两年时间

在其主城区社区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

覆盖。这15个试点地区为北京市东城区、北京

市西城区、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石家庄市、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江苏省

南京市、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济南市、河南省鹤

壁市、湖北省武汉市、海南省三亚市、重庆市两江

新区、甘肃省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商务部同时公示了拟确定的60个地区作为

全国第四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2021
年以来，商务部等部门先后确定了三批共150个

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目前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至2024年6月底，前三批150个

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3946个便民生活圈，涉及

商业网点88.82万个，服务社区居民7676万人。

国家电网日前宣布甘肃至浙江±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陇电入浙工

程）开工建设。

陇电入浙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

规划重点项目。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

绍兴，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6
省区，线路全长 2370 公里，总投资约 353 亿

元。工程配套接入电源1520万千瓦，其中煤电

400万千瓦，新能源1120万千瓦。

工程投运后，甘肃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

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过50%，每

年可促进新能源电量消纳超 212亿千瓦时，替

代燃煤消耗 64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700

万吨。

甘肃作为我国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

区，能源资源种类齐全，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

发量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五位，是我国重要的

清洁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主通道。

陇电入浙工程是甘肃继陇电入湘、陇电入

鲁工程后，第三条±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

也是世界首条在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输

电技术的跨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该工程将

有力促进西部“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新能

源外送，对发挥甘肃能源资源优势，满足浙江负

荷增长和绿电供应，保障全国能源安全，推进能

源结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批15地入选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甘肃至浙江±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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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归雁”返乡创业
——云南昭通创业帮扶见闻

从味道好到产业优，
一碗酸汤“走”出凯里山乡

宁夏红寺堡：
戈壁“黄花”分外香

云南宁蒗：雨后泸沽湖

①①

③③

②②

位于中国西南滇川交界的泸沽湖有“高原明珠”之称，

湖面海拔2690米，面积约50平方公里，以绝美的湖光山

色和神秘的摩挲文化，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

7月29日拍摄的雨后泸沽湖（图①②，无人机照片）。

游客乘船游览雨后泸沽湖（图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