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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莉 杜钦 文／图

近日，祥云县祥城镇阳光社区的
幸福食堂“悦读空间”上线，民众在食
堂就餐之后就能就地阅读，感受到加倍
的幸福。

阳光社区居民高艳霞每天的日子
都很忙碌。忙起来的时候，她和女儿的
餐食就在家附近的幸福食堂解决。食
堂里 6 月份开始营业的“悦读空间”是
母女二人的最爱。高艳霞说：“这里环
境比较好，餐食也不错。平时忙了就带

孩子来就餐，吃完还可以休息，还有免
费的阅读区，我们很喜欢这里。”

2023年10月，祥云县阳光社区幸福
食堂开始营业，食堂由云南祥联合商贸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采取“中央
厨房+卫星厨房”的模式实现供餐，中
餐、晚餐每餐供应25到28个菜品，通过
称重式计量收费的形式，满足周边百姓

“一餐热饭”的需求。营业 9 个多月以
来，食堂就餐人数每天在 300 余人次左
右。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好的餐食环境，
提升就餐感受，结合“全民阅读，书香社

区”建设，幸福食堂和阳光社区、祥云县
新华书店联合，在幸福食堂二楼打造了

“悦读空间”，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就餐者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云南祥联合商贸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任智云说：“在‘悦读空
间’里，社区居民可以静坐休息，也可
以品一杯醇香的咖啡，还可以在就餐
后享受幸福阅读，旨在为社区居民搭建
一个城市书房，增添一份书香和宁静。”

据悉，“悦读空间”面积100多平米，
布置有城市书房，存书 1000 余册，祥云

新华书店还定期进行流动更换，满足读
者需求。同时，还设有咖啡吧，内配沙
发、小饭桌、小包间等，能满足30多人在

“悦读空间”看书、餐食、品茗的需求。
增加了新功能的幸福食堂，既能让居民
果腹，更能体味“阳春白雪”，愉悦身
心。祥城镇居民普晗一进入幸福食堂，
就喜欢上了这里。普晗说：“幸福食堂
饭比较好吃，菜品比较多。吃完饭可以
到图书室选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书阅
读。在环境这么好的地方看书，感受到
了加倍的幸福。”

让幸福加倍

祥云幸福食堂增设“悦读空间”

高艳霞和女儿在“悦读空间”看书。（摄于6月20日）祥云县祥城镇阳光社区居民在幸福食堂就餐。（摄于6月20日）

□ 通讯员 茶治国

近年来，南涧县宝华镇紧紧围绕建
设“乡村产业发展示范镇、无量山乌骨
鸡产业小镇”的发展定位，聚焦乌骨鸡
产业，力争打造助推县域经济高速发展

“新引擎”。全镇先后建成了3个无量山
乌骨鸡种鸡场、4个脱温场和1个无量山
乌骨鸡养殖科技示范园区，年出栏无量山
乌骨鸡70余万只，年产无量山乌骨鸡苗
250万羽，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整合零散资源，打造完整的全产
业链体系。宝华镇充分整合辖区内的

种鸡、孵化、脱温、养殖、加工、销售资
源，持续推进标准化生产，建好产、供、
销闭环产业链，推动乌骨鸡养殖业可
持续发展。先后整合项目资金 700 余
万，按照“乌骨鸡良种化、养殖设施化、
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资源
化”要求，重点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实施
标准化改造提升。积极培养一批善经
营、会管理的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和优
秀职业养殖户，不断开展示范家庭农
场创建活动，树立了一批可学习、易推
广、能复制的养殖户典型，带领群众共
同增收致富。

完善制度机制，建立规范的产业标
准。宝华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的决策部署，根据《南涧县
产业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和各级党委、政府的相关工作安
排，结合宝华镇“红大之乡、乌鸡小镇”
的发展定位，制定了《宝华镇无量山乌
骨鸡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方案》，进
一步规范无量山乌骨鸡相关的行业标
准，不断加快推进宝华镇无量山乌骨鸡
全产业链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加大宣传推介，打响无量山乌骨鸡
品牌。宝华镇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不断加大无量山乌骨鸡品牌宣传力
度，鼓励产业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到

“无量山公共区域品牌”大框架中，强化
培树品牌和品牌保护意识，把无量山乌
骨鸡打造为南涧除跳菜之外的另一个
热点 IP。认真做好产品溯源系统和品
种保护力度，坚持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
并重的原则，保证无量山乌骨鸡品种纯
正、品质优良，让消费者放心购买，稳固
品牌市场，切实打响无量山乌骨鸡品
牌，为县域经济发展增色添彩。

南涧宝华镇——

无量山乌骨鸡产业为县域经济增色添彩

祥云县禾甸镇上赤村烟农在烟
田里提沟培土。（摄于6月15日）

连日来，祥云县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根据烟株长势，指导烟农揭
膜培土、提苗追肥、防病虫害，抓实烤
烟大田中耕管理，确保烟农增收。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技术、
创新的模式和新兴产业的力量，多管
齐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地方经济
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进
行科技创新。要加大对科研的投入，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深度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培育和
引进高端科技人才，为创新提供智力
支持。通过建立科技园区、创新孵化
器等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激
发创新活力。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
一环。地方应积极推动 5G 网络覆
盖、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应用，为数
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提供
有力支撑。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
业进行改造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竞
争力。

教育和培训体系也需要与时俱
进。要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
求的专业人才，开设与新兴技术和产
业相关的课程，提供职业培训和再教
育机会，确保劳动力素质能够跟上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同时，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形成多元化的
教育格局。

地方政府要制定具有前瞻性和
针对性的政策。在产业规划、财政支

持、税收优惠等方面向新质生产力产
业倾斜。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更多的
资源投向新科技、新产业。同时，要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
流程，为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提供高
效便捷的服务。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也是重要途
径。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
融合互动，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
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农业”让农业
生产和销售更加智能化，“文化+科
技”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产业业态屡见
不鲜。

此外，加强区域合作同样不能忽
视。地方之间可以共享资源、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合作
交流，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

总之，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
全方位的努力和协同推进。只有紧
紧抓住国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不断探索和创
新，地方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地方要多管齐下发展新质生产力
□ 杨宋

□ 通讯员 张树禄 段锦川 字晶

近年来，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通过召开
村民小组会、党支部党员大会、村“两委”
会、书记院坝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积极争取和精心策划了一系列
发展小项目，进一步拓宽村级道路，修建
活动广场，新建云鹤大桥，不断改善乡村
人居环境，赢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以前，云鹤村村内道路拥堵，西大路
出行不便。西大路作为辖区西沿线的主
要道路，在庙街镇内长度有 21 公里，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出行要求的提高，
西大路狭窄且排污排水困难，给沿途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为改善这一
状况，云鹤村积极向上争取10万元项目
资金实施了 3 公里西大路提升改造项
目，并组织村民共同参与道路建设，同时
投资 400 万元修建了云鹤大桥，切实改

善当地人民群众出行条件。
云鹤村进一步发挥传统村落和民

族特色优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改善
村容村貌。投入130万元资金实施犁头
村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修建了活
动广场和民族文化长廊，不断提升村民
生活质量，受益农户达 300 多人，为留
守儿童和老人提供了休闲场所，村里还
定期在广场上举行彝族打歌、电影放映
等各种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村民精神
文化生活。现在的云鹤村旧貌换新颜，
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下一步，云鹤村将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进一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继续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清理河道、
保护林木、修建大桥、发展林下生态公墓
和新建烤房群，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经济，
种植花草果树，绿化美化自家庭院，不断
提升村庄整体形象，让乡村人居环境变
得更加舒适宜居。

巍山云鹤村——

小项目带来大改变

南涧县宝华镇纪检监察干部到宝华镇四家村走访了解情况。（摄于6月19日）
近年来，南涧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的关心关切，重点围绕社保、医疗、

安全饮水等方面，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收集群众诉
求、意见建议及“微腐败”问题线索，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通讯员 字寒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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