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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株，节约造林成本600多万元。

2004年熊竹兰担任永胜县林业局

林业技术推广所所长后，她又带领同

事在不同区域建立核桃、花椒、油橄

榄等栽培技术试验示范点，研发出适

宜永胜县的多种经济林木丰产栽培技

术。她参与选育的核桃优良品种，已

在永胜推广种植60多万亩。

除了研发、推广优良品种，熊竹

兰还在林农科技培训上下工夫。

担任所长后，熊竹兰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改变以往在县城办农技培训班

的做法，她带领农技人员直接进村入

户，因地制宜开展林木种植管理技术

培训。于是，乡村小学教室、村委会

办公室、农家庭院等都成了他们精心

打造的流动性“技术培训中心”。

为了使培训内容易学易用，让林

农对学习技术产生兴趣，熊竹兰运用

多媒体技术、现场演示与流动教学三

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训，让林农在“有

趣和好玩”的培训中“不经意”就学

到实用技术。

2008年 2月的一天，熊竹兰到永

胜县大安乡永安村委会举办一场核桃

种植管理技术培训，结束时一位 70来
岁的傈僳族大妈拉住她的手说：“姑

娘，你讲得太好了，你在白布上放的

‘电影’很好看，一看就明白。”听了

这位大妈的话，熊竹兰心里乐滋滋的。

渐渐地，当地的核桃树、花椒树

等经济林木在现代科技的催生下提质

增效，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摇钱树。截

至 2015年，永胜县已建核桃幼林抚育

示范基地4.9万余亩。以核桃为主的生

态产业从数量扩张迈步转向提质增效。

当地经济林木面积在迅速扩大的

同时，还发展了仁和镇朝阳村、大安

乡宝坪村、东山乡余子拉村和片角乡

四角山村等一批生态产业致富村，当

地头顶上贫困的愁云也就渐行渐远了。

为民代言事事显民意

2014年 1月底，云南省十二届人

大二次会议在昆明海埂会堂召开。

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熊

竹兰为助力林农增收脱贫、发展致富

建言献策。上一位代表的发言刚结

束，她就迫不及待地亮开了嗓门：“我

来发个言，反映下我们那个地方核桃

种植户的愿望。”她接着说，永胜是山

区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有 39 万余

人，农业人口就达 36万多人，且 60%
以上居住在山区林区，贫困程度较深。

2008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力促以核桃

为主的生态产业发展，累计发展核桃

93.9万多亩，该产业现已成为全县的新

兴支柱产业。但由于核桃产业发展速度

快，而相关方面投入不足，致使核桃产

业在总体发展上质量不高。开展核桃基

地幼林抚育，提质增效核桃产业，成为

永胜县广大林农增收脱贫促发展、增收

致富建小康的迫切需要。

根据实情，熊竹兰建议把规模连

片的核桃新造林地块纳入幼林抚育项

目，每亩兑现抚育补助款50元。

为了稳妥起见，熊竹兰又以书面

的形式向大会提交相关建议。这一建

议引起了其他代表的附议，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及时办理。2014年 5月，省

人代会闭幕还不到4个月，云南省林业

厅就对熊竹兰的提案作了书面答复。

同年 11月，云南省政府开始对全

省的核桃幼林抚育进行立项扶持，仅永

胜县就拨款75万元，扶持5000亩核桃幼

林抚育项目，每亩补助150元。丽江市和

永胜县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也相继给

该县的核桃幼林抚育予以资金补助。

对核桃产业幼林抚育进行立项扶

持的建议办结后，熊竹兰像报喜鸟一

样，立即将这一喜讯通过“技术培训

中心”第一时间告诉给林农，喜逢甘

露的老百姓们高兴不已。

自 2013年履行代表职务来，熊竹

兰共向省人代会提出建议 26件，附议

16件，件件关民生，事事显民意。

“当选省人大代表，我就能在更

高、更广的平台上为民代言，把最基层

的民意带到大会上。”熊竹兰说，她最

关心的还是农技下乡，农民致富离不开

农业科技，希望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加

强农技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与群众

“心贴心”的农技人员，把林科栽培技

术传授给更多的群众，让他们真正享受

到科技致富的成果。

几十年来，熊竹兰风里来雨里

去，出没于山间，奔忙于林地，脸庞

被晒得黝黑，对此她笑着说：“群众看

见白白净净的农技员往往会产生距离

感，一看我这肤色，就亲近多了。”
唐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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