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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普

淜镇杨家屋村
指导员

12月6日 星期五 晴
准备了好几天的“农业科技知识讲座”，今天

在杨家屋村委会拉开了帷幕。离培训还有半个多
小时，村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村委会，顿时，村
委会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几个忙着倒水、准备
音响和话筒，不大一会功夫，全部工作准备就
绪，就等着主讲人上场了。今天的讲座由我负责
主讲，村支书刘平、村委会副主任魏有跃、村妇
女主任魏丽芬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我一上台，大
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平静了一会后接着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组织农业科技知识讲座，目的
就是让大家多掌握一些科技知识，在以后的生产
生活中能用上……”

讲座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村民们聚精会神地
听着，有的还点头称赞，看得出村民们对这样的
讲座很感兴趣。讲座结束了，村民们纷纷说：“这
些知识太实用了，特别是家庭小常识还真是好，
怪不得我家的米每年到了秋季都长虫，原来在里
面放点大蒜就不长了，明年我一定要把它派上用
场……”，没想到培训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让我
底气十足。同时，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既然大
家喜欢，那我以后多组织一些科技、法律、家庭
急救等方面的知识讲座，让村民们获取信息的渠
道更多些，知识面更广些，让群众真正学到知
识、得到实惠。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知识问答⑥

问：经济普查的周期是如何确定的？
答：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推进统计调
查体系的改革，经报请国务院批准，2003
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调整国家普查项目和
周期安排的通知》，决定经济普查每10年
进行两次，分别在逢3、逢8的年份实施。
但由于2003年恰逢“非典”的特殊原因，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延至2004年实施。

2004年9月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实
施《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条例规定全国
每五年进行一次经济普查。

问：经济普查的组织和实施？
答：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

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各地区、各部门要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
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
则，突出重点，优化方式，统一组织，
创新手段，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

组织实施工作。
为了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

导，国务院将成立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
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由国务
院领导同志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
办公厅、统计局、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
部、中央编办、监察部、民政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部
门（组成人员名单另发）。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
施和协调。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
项，由财政部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
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发展改革委负责
和协调；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
的事项，由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负责和协
调；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
项，由中央编办负责和协调；涉及社团、
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织
名录方面的事项，由民政部负责和协调；

涉及组织机构代码方面的事项，由质检总
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各级政府及其普查工
作人员在普查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事
项，由监察部负责和协调处理。国务院其
他各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各
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领导，认真
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对于普
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采
取措施，切实予以解决。要充分发挥街
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
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
作。地方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
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并及时支付聘用人
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
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经济普
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康的
提请，任命：

和杰华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招财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名单

（2013年12月27日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春合） 剑川县切实加强对

2014年小春生产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将小春生产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坚持“深挖潜力、增加播面，
调优结构、提高品质，强推科技、提高单产，发展订
单、提高效益，重抓示范、辐射带动”的工作思路，
扎实推进全县小春生产。

为切实抓好小春生产，该县下发了关于2014年小
春生产暨冬农开发实施意见，各乡镇也运用多种宣传
形式，层层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发动。全县计划2014年
小春作物总播种面积 13万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1
万亩，实现粮食总产2410万公斤。

为确保小春粮食生产目标实现，该县及时将任务
分解到各乡镇，落实到田块。一是强化资金投入，落
实生产物资。全县各级各地采取投资、融资等多种投
入方式，加大对小春生产的投入力度，备足备好小春
生产所需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膜、机具、燃
油等农用生产物资，确保生产足够需要。目前，全县
共备种子 325万公斤，化肥 1500吨，农药 1吨，农膜
10吨，各类机具 8万余台 （套），燃油 25吨。二是强
化技术推广，落实配套技术。县、乡 （镇）、村、组
四级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将各项关键增产增收技术
送到千家万户，送到田间地头，落到实处。据统计，
全县共开展小春技术培训 1500余场次，培训人数达
1.5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8600份；县、乡 （镇） 两
级共派出农业科技人员 150 余名深入小春生产第一
线，向农民群众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三是强化
示范样板，落实辐射带动。全县举办马铃薯、油菜高
产创建示范样板2万亩以上，乡镇级样板不低于0.1万
亩。示范推广绿肥与蚕豆、油菜与蚕豆、麦类与蚕豆
等生物多样性间套种植 3万亩。通过开展高产创建示
范展示，加快推进高产栽培集成技术的推广，依靠科
技大幅度提高粮油作物单产和总产，完成优化施肥面
积10万亩。四是强化订单生产，落实产业经营。加大
鲜食蚕豆的种植力度，全县完成 3万亩以上的鲜食蚕
豆，产量达 500 万公斤以上。进一步加快金华、甸
南、沙溪等地的香葱基地建设，组织实施好1500亩香
葱种植，实施订单农业，与 864 户农户签订收购合
同，力争实现净产值近 1000万元。五是以市场为导
向，加大中药材产业培植。2014年全县计划完成7万
亩中药材种植，小春完成好 2万亩中药材种植，重点
发展重楼、续断、玛咖、附子等药材品种，加大桔
梗、除虫菊、川芎等中药材的试验示范力度。同时，
做好 1万亩玛咖和 500亩灯盏花的人工育苗工作，力
争实现全县中药材产值在5亿元以上。

本报讯（通讯员 杨品高 赵双茹）
近年来，洱源县三农事业综合效益保
持持续健康发展，全县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实现大幅度增产，粮食总产达
21.16万吨，年均递增 6.9%；农民收入
增长创历史纪录，人均纯收入达 6925
元，年均递增23%；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31.44亿元，年均递增31.5%，农村发展
迈出新步伐。

洱源县坚持把农业作为“富民稳
县”的基础性产业，在稳定粮食种植面
积的基础上，不断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步伐，做强优质粮油农业产业，已建成
以水稻、玉米、马铃薯、蚕豆、大蒜等
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 35 万亩；
做优林果、中药材、林下非木质农业产

业，已建成以核桃、梅果、中药材等为
主的高原优势特色产业基地 90 万亩；
突出优势特色，依托洱源得天独厚的自
然优势，将品质优良、风味独特的山
药、荷包豆、百合、热水莲藕、海菜、
耗子洋芋“六大”历史名土特产列入特
色生态农产品开发一村一品强农富民工
程，保持原汁原味，加速推进现代生态
农业建设。

与此同时，该县着力破解农民增收
难题，以建设各类农产品优势产业带为
重点，推动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
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大力发展比
较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优质农产
品。在茈碧湖、牛街、三营等主要镇乡
为重点种植9万多亩优质粮兼菜用型青

蚕豆，产值突破 1 亿元；在邓川、右
所、三营等主要镇乡为重点种植5万亩
冬早蔬菜，产值突破 4 亿元；在西山、
炼铁、乔后等主要镇乡为重点发展种植
70万亩以核桃为主的干果和1万亩地方
特色中草药材，产值突破4亿元；在松
鹤、南大坪、哨横、上寺等 16 个山区
行政村为重点培植9万亩优质梅果生产
基地，梅农收入 0.5亿元；在邓川、右
所、三营、茈碧、凤羽、牛街等重点镇
乡发展了 8万多头乳牛，年产鲜奶 19.6
万吨，乳制品产值收入 4.5 亿元，确保
了农民群众从种养中得到更多收益。
目前，全县农业发展呈现速度逐步加
快、质量不断提升、特色逐步彰显的
良好局面。

剑川县强化措施
扎实推进小春生产

发展速度加快 产品质量提升 优势特色彰显

洱源县三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巍山县五印乡鼠
街村洋基宗村民陈以
忠夫妇在查看墙外晾
晒的玉米。今年，巍
山县通过推广高产创
建、地膜包谷、测土
配方等十大科技增粮
措施，认真落实国家
种粮补贴等支农惠农
政策，粮食生产实现
增产增收。全县收获
秋 粮 11764.67 万 公
斤，比去年增 92.38
万公斤；全年粮食总
产 达 15583.79 万 公
斤，比去年增 460.77
万公斤，增长3.1%。
［通讯员 张树禄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何洛） 今年以来，我州切实把保
障底线民生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稳压器”和“安
全阀”，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底线民生支出提速，
缓冲经济社会转型摩擦，保障民安，促进和谐。截至11
月底，全州完成公共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抚
恤、残疾人事业、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乡其他社会
救助、新农合、城镇医保、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等
支出共 79.9亿元，增长 21.4%，比公共财政预算支持增
幅高出12个百分点。

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城市务工随迁子女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推进农村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加强中小学校舍安全，实施
学前教育校舍改建，认真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和原民
办教师遗留问题。全州教育支出 372069 万元，增支
17250万元，增长 4.9%。

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提高对企业退休人员、城乡低
保对象、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孤儿、农村五
保户等待遇。全州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1499万元，增
支50880万元，增长28.2%。

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支持公立医院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全州医疗卫生支出
171660万元，增支7371万元，增长4.5%。

支持文化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农村文化惠民
专项、文艺精品创作、文物和文化非遗保护等方面的
财政投入进一步增加，全面实施对博物馆、图书
馆、文化馆 （站） 免费向社会开放的财政补助。全
州 文 化 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24928 万 元 ， 增 支 1815 万
元，增长 7.9%。

我州切实保障底线
民生保民安促和谐

本报讯（通讯员 聂艳萍） 12月24日至25日，弥渡
县总工会对进入全国困难职工档案的 161名困难职工进
行了慰问，共发放慰问资金171800元，让困难职工在冬
日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近年来，弥渡县总工会把协助党委政府做好职工稳
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围绕“构建保障困难职工基本生
活的第三道有效防线，确保不让一家一户生活过不去，
不让一个困难职工零就业家庭存在，不让一名职工子女
因经济困难辍学”的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
在动态管理上实现全域覆盖，在帮扶救助上达到快捷实
效，在资金筹措上聚集社会合力，在源头参与上以着力
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
切入点的工会保障工作长效机制，使帮扶救助工作实
现了由节日活动性向长效机制型的根本转变，由抓典
型向全域覆盖的结构型转变，由单纯办实事向帮扶促
全方位保障转变。完善困难职工动态管理网，推行以
物质帮扶、资金帮扶、法律援助、助学帮扶、医疗帮
扶、协调帮扶为内容的全方位立体帮扶体系，并完善
健全了以切实履行职工困难第一知情人、第一帮助
人、第一报告人、第一督促解决人的职责，使帮扶困
难职工工作实现了经常化、社会化、制度化，使工会真
正成为职工的“娘家人”。

2013年，该县共筹集春节送温暖资金17万余元，帮
扶困难职工439人次；支付职工医疗互助补助金22万余
元，300多名住院职工受益；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向 31
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10万余元；国庆、中秋慰问
困难职工子女126人，发放慰问金13万余元；通过贷免
扶补帮助30名下岗失业职工创业，发放贷款183万元。

弥渡县总工会帮扶困难
职工当好“娘家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邱兴跃） 今年以
来，巍山县抢抓产业建设年的有利机
遇，以产业建设为核心，结构转型迈出
新步伐，产业建设呈现出内涵提升、结
构趋优、实力增强的跨越式发展态势。
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 35:33:
32 调整为 33:35:32，产业经济发展步伐
明显加快，产业经济实力实现了大幅度
提升。

农业有序转型，高原特色品牌效益
初显。依托资源优势，加快转变农业生
产方式，创新农村生产组织形式，大力
发展蔬菜、茶叶、红花、烤烟、泡核
桃、红雪梨、中药材、“双底”油菜、玉
米制种、优质水稻十大高原特色生态农
业，实现了“三农”工作稳步健康快速
发展。2013 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

249500万元，增长15.1%；农村经济总收
入 280400万元，增长 21.53%；粮食总产
15.58 万吨，增长 3%；畜牧业总产值
102140 万元，增长 15.7%；林业总产值
45691万元，增长20%。

项目强势推进，工业强县战略深入实
施。把“工业强县”作为跨越发展的第一
战略，围绕“打造滇西中心城市第一副
城”的目标，以“一园四片区十大基地”
为突破口，通过采取多项举措，使工业经
济驶入了发展“快车道”。2013年，完成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163100万元，实
施5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69个，完成投资
250932 万元；实施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9
个，争取项目 30个。一企一策帮扶成效
明显，牛街矿业整合、源鑫矿业建设进展
顺利，文华农产品、建宏经贸等技改项目

稳步推进。
旅游文化融合，特色旅游步伐明显

加快。以强力推进巍山古城—巍宝山国
家4A级旅游区和全省十大历史文化旅游
景区之一的南诏国历史文化旅游景区为
重点，狠抓旅游项目建设，加大旅游促
销力度，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充分整合
旅游资源，提升节庆旅游内涵，实现了
旅游二次创业新突破。巍宝山彝族祭祖
广场建成投入使用，南诏国历史文化旅
游景区项目有序推进，巍山古城巍宝山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创建通过省级初评，
东莲花民族特色村旅游开发、旅客服务
中心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云烟印象烟庄
巍山园投入试运行。2013年，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212万人次，增长40%；实现旅
游社会总收入181670万元，增长40%。

强化措施促转型 深化改革求升级

巍山县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12 月 21 日
清晨，两位白族
妇女在鹤庆新华
村口的龙潭边将
打捞的杂物送上
岸。为了保持著
名景区新华村的
整洁，该村配备
了一批保洁员为
景区保洁。
［记者 赵锐明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安建雄） 今年以
来，宾川县认真抓好党的惠民政策的落
实，全面推进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
置补贴、粮食作物良种补贴等惠民富民
工程，让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截至 11月底，该县已全面完成各种
惠农补贴发放，其中粮食直补 452.82 万
元，中央农资综合补贴2510.96万元，农

作物良种补贴519.7万元，能繁母猪补贴
387.37 万 元 ， 草 原 生 态 补 贴 369.26 万
元，种植业保险 326.56 万元。兑现中央
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714.694 万元，
补贴农机具 20571 台 （套）、受益农户
10040户；争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
目资金501万元，共审批建设组装式冷库
85 座。筹措、投入资金 705 万元，对全

县 8.2万亩柑桔进行了 8次统防联防，较
好地达到了“教会果农识别和防控柑桔
病虫害，控制柑桔病虫危害和蔓延”的
目的。同时，按照“应保尽保”要求，
全县能繁母猪及奶牛投保工作已全面完
成，其中能繁母猪投保44378头，惠及农
户 16499 户；奶牛投保 2008 头，惠及农
户805户。

宾川县农补惠民工程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