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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深入调研、查阅资料，最终得出结论：

要将渔洞水库流向洒渔河下游的水引入昭

阳、鲁甸，再让其循环流入洒渔河，彻底

解决两城水体污染问题。王声荣等人将其

形成可行性调研报告，呈送昭通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最终该建议获得采纳。

“没有整治前，河水又脏又臭，还有

人往河里乱扔垃圾。现在，河水逐渐变清

了，河岸建起了公园，空气也变好了。”

谈及昭通市区的环境变化，正在晨练的市

民杨大爷笑容满面。在王声荣看来，群众

的认可就是对他的工作最大的褒奖。自担

任市老科协会长以来，王声荣带领离退休

干部和老专家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主持撰写 50 多个建言报告，其中 21 个报

告被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采纳。

为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王声荣还主持

开展《昭通市中小（一）型水库管理调查

研究报告》《昭通市小流域雨洪关系研究

与运用》《昭通市降雨洪水规律研究与应

用》3 个科技课题研究。其中，由他带领

团队撰写的《昭通市中小（一）型水库管

理调查研究报告》，经云、贵、川水文水

利专家评审验收后，认为可为中小流域洪

水预报、中小（一）型水库防洪预案等提

供科学借鉴，具有较好应用前景，属云南

省首创。

做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我从小家庭贫困，靠助学金才完成

学业。”王声荣感慨道，若没有党和政

府的关爱和培养，他永远都不可能跃出

“农门”。

“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想多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我出生于农村，又是学农的，

昭通是一个农业大市，我要把自己的一切

奉献给农村，为昭通的农业发展作贡献。”

在王声荣看来，没有产业支撑，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会后

劲不足。为此，他率领老专家团队，指导

协会会员赵庆尤种植优质核桃 1.1 万亩，

在昭通和贵州遵义推广选育“庆丰1号”“庆

丰2号”优质核桃良种高枝换头5万多亩。

其中，“庆丰 1 号”获“2018 年云南·昆

明坚果博览会”金奖。

为了培养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王

声荣带领协会会员创建 31 名科技示范联系

户，采取“协会 +示范户 +农户”的方式，

带动群众发展产业。经过调研，王声荣认为，

养蜂可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短、平、快”

产业。于是，他带领协会会员帮助威信县

麟凤镇斑鸠村科技示范联系户任正春建成

“中华蜜蜂养殖研究基地”，带动该村群

众养蜂 1100 多箱，该基地生产的蜂蜜获农

业农村部无公害食品“寿环土蜂蜜”认证。

他指导科技示范联系户施宗成在昭阳区布

嘎乡花鹿坪村开办黄牛养殖场。2020 年，

施宗成养殖黄牛 1100 多头，带动昭阳、鲁

甸、彝良等县（区）群众养牛 7000 多头；

指导科技示范联系户马玉绍种植苹果 40 多

亩，创收 50 多万元，成为种植优质苹果的

典范……

此外，王声荣还率领协会会员开展科

普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通

过举办知识讲座、技能培训等，提高全民科

普意识，为“科技兴昭”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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