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以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号码：5329000080437。

●自应强遗失大理汇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1 份 ，号码：
9537976。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云 LGK703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一件，号码：532901050191。

●李燕珠遗失残疾人证一件，号
码：53290119761112349244。

●大理市农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件 ，核 准 号 ：
J7510002528301。

●云南吉家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件 ，号 码 ：
91532900MA6NB18U88。

●大理汽车（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云LT0590车道路运输证一件，号
码：532901039720。

●大理市人人捌零捌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件，
号码：91532901MA6Q9M6W0R。

●大理市人人捌零捌餐饮有限责
任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5329006006210。

●大理市源隆服饰店遗失开户许
可证一件，核准号：J7510001042201。

●大理市人民路樱花屋音乐吧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件，号码：
92532901MABR1PDH7T。

●大理市太耕堂农副产品经营部
遗 失 金 税 盘 一 件 ，号 码 ：
661733429662。

●大理市李家大院客栈遗失税控
盘一件，号码：49993310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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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曹邺，唐代诗人。其诗作多反映社会现实，体恤
民疾，针砭时弊，形式上简净、朴质。此诗作于曹邺出任
洋州刺史期间，他看到吏治腐败，百姓贫苦，官员、士绅相
互勾结、内贪外刮的景象时，写下了这首讽刺诗，借用官
仓鼠比喻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

官府粮仓里的老鼠，肥大得像量
米的斗一样，看见人来开启粮仓也不
逃走。守卫边疆的将士没有粮食，辛
劳的老百姓正在挨饿，究竟是谁天天
把官仓里的粮食送入你们这些老鼠嘴
里去的呢？

释 义

□ 通讯员 陆向荣 左希义 文／图

“村里的 40 多吨芒果到昨天已全部
由保山的客商收购完了，每公斤 3元，这
几天还不断有客商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芒
果。”11月4日，巍山县五印乡龙街村委会
战马古郎下组村民小组长左培性开心地
告诉笔者。

不到 10天时间，40多吨芒果从滞销
转为畅销，当地乡村干部化身“销售员”，
齐心协力为果农们办了件实事、好事。

就在 10 多天前，五印乡宣传委员
褚世杰和龙街村村干部到战马古郎村入
户开展工作的时候，得知村里的芒果正是
成熟时节，但因销路问题，约有40多吨优质
芒果卖不出去，面临着烂在树上的困境。

了解情况后，褚世杰便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及单位微信群发布了芒果滞销的
消息。“龙街战马古郎村芒果已大量成熟，
欢迎大家订购……”随着大家在微信朋友
圈和抖音发出一条条“广告”，战马古郎村
芒果滞销、号召助农销售的信息短时间便

“火”了起来，得到了广大爱心人士的关

注，短短两天时间，就以一箱（5公斤）35元
的价格被认购了117箱。同时，保山昌宁
一名水果销售商通过网络得知这一消息
后，主动与当地村干部联系，愿意以每公
斤3元的价格收购所有的优质芒果。

“我家种了10亩晚熟芒果，但找不到
销路，现在通过乡村干部的帮助，5吨多
芒果收入有15000多元。”村民左学花说。

地处黑惠江畔的战马古郎村属小湾
库区，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优质，
发展芒果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5年起，在上级政府的帮扶下，通过移
民后扶项目免费统一提供苗木、地膜，当
地村民开始发展芒果种植。

“前些年芒果价格不高、销路不畅，
导致部分种植户管理积极性不高，今年
通过各级干部的助销，村里的芒果从‘滞
销品’变成‘抢手货’，大家发展产业更有
信心和底气了。”左培性说，下一步村里
将加大科技培训推广力度，采取更加精
细化的管理措施，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芒
果，让全村 1600多亩芒果真正成为助农
增收的“黄金果”。

芒果滞销果农愁 乡村干部来帮忙

巍山战马古郎村40多吨芒果卖完了

战马古郎村果农左学花正在采摘芒果。（摄于10月30日）

□ 通讯员 陈治学 苏娜 文／图

为探索打通联系和服务青年的
“最后一公里”，向祥云县广大青年职
工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机会，满足青
年职工培养特长、丰富夜生活的需求，
10月 28日晚 7点，祥云县第一期“青年
夜校”正式开课。

“大家跟随音乐，跟上我的动作，
手臂打开……”在祥云县全民健身中
心的跃动健身俱乐部里，学员们在教
练的带动下，跟随欢快的动感音乐一
起舞动起来，现场“燃爆”了。

祥云县第一期“青年夜校”由祥云
团县委携手跃动健身房俱乐部开设，
课程聚焦青年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现
实需求和兴趣爱好，涵盖了动感单车，
减脂操、瘦腿提臀、瑜伽、蹦床、踏板、
鬼步舞等多种操课，除此以外，学员也
可自行使用跑步机等锻炼器械。课程
时间是 10月 28日至 11月 1日的晚上，
充分考虑了青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方便上班族青年参加。
“我们青年人白天忙完工作，晚上

在家门口就可以过来‘青年夜校’学
习，有助于提升自己，也非常方便。”学
员郭婧对“青年夜校”赞不绝口。

“祥云‘青年夜校’将以公益与低
价相结合的方式，面向青年开设涵盖
艺术审美、职业技能、兴趣爱好、社交
生活等多个领域的课程，以满足广大
青年多元化的需求。”祥云团县委副书
记王娟介绍，下一步，祥云团县委将继
续整合各方资源，持续实施“青年夜
校”项目，为青年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学
习、服务，逐步加强课程体系和品牌建
设，为祥云青年提供全新“夜生活”模
式，创建青年成长发展的“充电站”“服
务站”和“交友站”。

据了解，祥云“青年夜校”后续课程
预计于 11月 8日开课，涵盖化妆、视频
剪辑、中医养生、网球、乐器、法律知识
普及等内容，欢迎广大青年朋友报名，
加入“青年夜校”，一起组团“充电”。

祥云“青年夜校”：年轻人组团“充电”

祥云县第一期“青年夜校”学员跟随教练跳减脂操。（摄于10月29日）

□ 通讯员 李源江

“要致富，农家书屋学技术；要赚钱，
农家书屋学经验；要发展，农家书屋把书
看。”这是在洱源县西部山区广泛流行的
一段顺口溜，见证着农家书屋正悄然改
变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洱源县炼铁、乔后、西山3个乡镇地
处山区，交通滞后，普遍存在“买书难、
借书难、看书难”问题。对此，3个乡镇
的文化站立足服务“三农”和推进新农
村建设的目标，将农家书屋工程作为亲
民、为民、惠民、富民工程来抓，扎实有
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将农家书屋打造成
提升村民科学文化素质、助力农民致
富、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目前，3个乡镇 29个行政村的农家
书屋图书均已配齐，并全部分类上架，
藏书达 13万册，光碟达 2900多碟，内容

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医药、财经、种
植、养殖等10多种。各村结合实际制定
借阅登记管理办法，结合村民生产生活
作息习惯合理确定书屋开放时间，实现
农家书屋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方便群众借阅。为防止出现书屋成摆
设、图书阅读率低、村民借阅困难的现
象发生，还会定期不定期举办阅读活
动，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积极发动村
民参与到阅读中来。同时，结合农村党
员远程教育视频培训，让村民在农家书
屋中掌握信息、学习技能，培养了一批
学习型农民和“土专家”，为发展产业注
入了新鲜血液。

广大村民纷纷称赞，农家书屋不仅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大家
提升了文化素质，还学到了种植养殖实
用技术、掌握了致富信息，真是农民致
富路上的“活字典”。

洱源山区农家书屋
成为农民致富的“活字典”

云龙县诺邓镇永安完小学生在图书室看书。（摄于10月31日）
云龙县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建设，真正做到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惠民。 ［通讯员 字学明 摄］

祥云县沙龙镇青海湖畔的“祥云小炉匠传习所”打卡点。（摄于11月4日）
沙龙镇持续盘活零散土地资源和闲置房屋，以打造“祥云小炉匠传习所”为圆心，

建设对外研学区、技艺传承区、文创商品交流区，引进非遗传承人、青年创业者，形成集
保护传承、设计开发、交流展演于一体的非遗传承体验基地。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