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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一、如何应对暴雨洪涝

受到洪水威胁时，一是转移避险。要尽可
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作水上转
移；或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
险，等待援救。二是组织救援。当有人被洪水
包围时，想办法通知有关部门和组织救援。三
是加强自我保护。如关闭电源、煤气、备足干
粮食品、饮用水、带好手机，准备救生器材以
备急需。

二、如何应对冰雹

冰雹在夏季或春夏之交最为常见，常砸坏
庄稼，威胁人畜安全，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
害。农业防雹措施常用方法有：①在多雹云条
件下开展人口除雹作业；②增种抗雹和恢复能
力强的农作物；③成熟的作物及时抢收；多雹
灾地区降雹季节，农民下地随身携带防雹工

具，如竹篮、柳条筐等，以减少人身伤亡。

三、如何防范雷击伤害

雷电发生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野外无法躲入

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要将手表、眼镜等
金属物品摘掉，千万不要在离电源、大树和电
杆较近的地方避雨；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以
减少直接雷击的危险；双脚要尽量靠近，与地
面接触越小越好，以减少“跨步电压”；野外最
好的防护场所是洞穴、沟渠、峡谷或高大树丛
下面的林间空地。

2.不宜使用无防雷措施或防雷措施不足的
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靠近打开的门窗和金

属管道，要拔掉电器用具插头，关上电器和天
然气开关。切忌使用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
不宜使用水龙头。

3.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
窗、建筑物外墙等带电设备或其它类似金属装
置，不要收晒衣绳或铁丝上的衣服。不要从事
栅栏、电话或输电线、管道或建筑钢材等安装
工作。切勿处理开口容器盛载的易燃物品。

4.不要或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提电话，不宜
停留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
铁轨附近，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上或接触导
电性高的物体。不宜进入和靠近无防雷设施的
建筑物、车库、车棚、临时棚屋、岗亭等低矮
建筑。

5.切勿游泳或从事其它水上运动或活动，
不宜停留在游泳池、湖泊、海滨、水田等地和
小船上。不宜进行室外球类运动，在空旷场地
上不宜打伞，不宜把锄头、铁锹、羽毛球拍、
钓鱼竿、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6.当感觉到身体有电荷时，如头发竖起，
或者皮肤有显著颤动感时，要明白自己可能就
要受到电击，应立刻倒在地上，等雷电过后，
呼叫别人救护。

7.不宜骑车、骑自行车、驾驶摩托车和敞
篷拖拉机，汽车往往是极好的避雷设施，因
有屏蔽作用，即使被闪电击中汽车，也不会
伤人。

气象灾害安全常识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郭洁） 近年来，弥
渡县委、县政府提出“明确一个目标”、

“实现两个加强”、“做好三项工作”的思
路。尽快实现外派劳务人员和外派劳务收
入两项指标快速增长，提高对地方经济发
展、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贡献
率，以云南省“走出去”战略为契机，把
外派劳务工作做好做大做强。

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工作安排部署，确定每年新增
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4000 人，新增劳务经
济 5000 万元以上目标任务。制定了“立足

省内，面向珠三角，拓展长三角，走向国
际”的劳务输出战略，形成以县就业局为
龙头，覆盖全县 8 个乡镇 89 个行政村为单
位的三级劳务输出网络。采取 “ 培 训 富
农、劳务富农、创业富农”三角型人力
资源开发模式。通过不断总结和完善，
弥渡县劳务输出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
化、正常化，做到月月有信息、月月在招
工、月月有输出的工作制度。有效搭建了
优质的就业公共服务平台，保证企业用
工、务工者求职的需要，确保务工人员输
得出、稳得住、能挣钱。经过几年的勤奋

耕耘，奠定了弥渡劳务转移输出的坚实基
础，在上级的关心下，弥渡县农村人力资
源开发成效较为显著。2007-2009 年被省
人 社 厅 确 定 为 “ 云 南 省 劳 务 输 出 示 范
县”，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源开发不断向
深层次发展，境外劳务输出及外派劳务工
作取得突破。在荣获“云南省外派劳务基
地县”之后，再次荣获“云南省外派劳务
合作服务平台”的殊荣，树立了弥渡外派
劳务良好形象。

该县现有耕地面积 20.24万亩，人均占
有耕地0.63亩，人地矛盾突出，劳动力资源

丰富，就业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潜力巨大。
该县已经建立了外派劳务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为外派劳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工作保
障。该县还建立外派劳务专项基金管理机
制，提供小额无息借款，保证外派劳务人员
顺利就业。省商务厅对弥渡县外派劳务工作
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持，为进一步
做好外派劳务工作提供了动力和保障。

据悉，该县至 2013 年末，常年在外务
工人数达 5.8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6亿元以上，尚有
农村富余劳动力近 4万人需转移就业。

弥渡县做好做强劳务输出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银奎） 8 月 7 日，州委常委、

州委秘书长、州委第 26督导组组长罗进忠到西邑镇指导
专题民主生活会。

西邑镇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严肃认真的气
氛中进行。西邑镇党委班子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情况、“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
的原因等逐项作对照检查，并提出了整改方向和措施。
班子成员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并接受其他班子成员的批
评意见。

罗进忠高度肯定了西邑镇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认为
标准立得高、尺子把得严、功夫下得深，批评与自我批评
既真刀真枪又坦诚相见，达到了清除思想和行为灰尘、增
强党性、增进团结的目的，是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
会，为下一步整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进忠指出，乡镇是联系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直接和
群众打交道，主要职责就是抓落实，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如
何，直接影响群众对改进作风的感受，直接关系党执政根
基的巩固，要紧密结合西邑实际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
策部署，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罗进忠要求，西邑镇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状态，切实
做到思想只紧不松、标准只升不降、力度只强不弱，进一
步加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确保教育实践活动高起点开
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一要在建强班子上下功
夫；二要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三要在加快发展上下功
夫；四是抓项目，认真储备一批交通、农业、水利、民
生、“一事一议”、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项目；五是抓整
治，积极探索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新举措，巩固“三清洁”
成果，建设洁净乡村；六是抓民生，实施好扶贫攻坚、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办好惠民利民实事；七是抓
安全，加强源头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突出抓好矿区
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监测预警等，有效遏制和防范
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罗进忠到西邑镇
指导专题民主生活会

旧站村村民正在
对烟叶进行分级。

祥云县今年种植
烤烟 10 万亩，计划收
购 25.3 万 担 。 目 前 ，
全县烤烟生产已全面
进入烘烤期，

［通讯员 杨彦 摄］

□ 通讯员 左先勋

“村头间的集体活动场所，就是我们党
员群众的‘家’。”6月 18日，正在碧溪乡杏
子山村党员活动室读报的84岁老党员陈琨自
豪地说。

南涧县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适应优化
村级党组织设置的需要，以自建为主，建管
结合，推进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场所建设。

云南省劳动模范陈琨已84岁，却耳聪目
明、步履轻盈、思维清晰，娓娓向记者讲述
起 60年来党员活动和村民活动的开展情况。

“1964年回家当生产队长期间，生产队公房
里就仅有一张村里老木匠打造的两抽桌，那
是会计用牛尾巴锁钱和账本的唯一桌子。”

陈琨一一说道。
笔者追问开会情景时，陈琨随口说出一个

顺口溜：“先来人坐条凳，后来者坐蓑衣。”原
来是这样，先到场的人可以坐在生产队仅有的
两条长凳子上，每条可坐4人，会上大家一眼
就可认出哪8位是最积极者。久而久之，大家
为坐在凳子上亮相，争先恐后提前到会。

陈琨继续讲述着他的经历：“当年的州
委书记刘树生（原省委领导）来村里调研生
产生活情况时，我汇报工作时就与他同坐在
生产队的条凳上，他走访现场后立即答应买
一台拖拉机给我们，13700 元一台，贷款
8000元；后来大搞坡改梯田建设，粮食大丰
收……”

坐在一旁下象棋的老党员尹培树忍不住

接上话茬：“当年党员培训只能抓住学校放
假时间，在教室里召开；后来有了会议室、
小条凳、椅子，变化越来越快；现在活动室
里摆上板桌、大长凳，里面还有书、报等读
物……我们的‘家’更富有啦。”

等不及的象棋对手陈永胜说：“让‘劳
模’说就行了，我们下棋下棋。”一席话逗
得在座的人都笑了。

据悉，南涧县80个村（居）委会活动场
所已发挥作用，成为党员的“家”，为夯实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
织提供阵地保障，目前党的活动场所建设向
村民小组党支部延伸，计划每年投入 300万
元进行活动场所建设，现已有 100多个项目
正在建设中。

党员群众的“家”

本报讯（通讯员 王梅） 7月骄
阳似火，南涧供电有限公司院内却绿
意盎然。近日，该公司喜获 2013 年
度“云南省园林单位”荣誉称号。

南涧公司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电
力护航员，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
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的同时，积
极关注公司内外部环境建设，把开展
县城园林绿化工作与“创建县级优秀
供电企业”、“文明单位”等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按照“合理规划、高水平
建设”的要求，通过精心规划设计，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科学管理，落实
创建责任，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功
能优化、特色明显、“点、线、面”
有机结合的园林绿化体系，营造了良
好的办公环境，为建设南涧幸福美丽
家园添砖加瓦。

南涧公司喜获
“云南省园林单位”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罗俊英） 为进
一步推进电力行风建设，规范电力职
工行为守则，提升供电服务意识。7
月 21 日，剑川供电有限公司工会、
营销部领导，赴沙溪开展优质服务
回访工作。为企业发展“把脉问
诊”，谏言献策，营造客户、企业双
赢的局面。

在走访中，详细询问当地客户
目前的生产、生活情况，征询供电
所员工抄表是否到位、是否有估
抄、漏抄，有无乱收费、乱罚款现
象，了解用电客户在电费交纳、业扩
报装、供电服务等方面是否满意，是
否有吃、拿、卡、要等情况。优质客
户监测员李德斌反映说“每当有村民
家中线路出现问题，供电所人员会在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不管在不在工作
范围之内，哪怕是村民家中的开关烧
坏这样的小事师傅们都随叫随到，村
民们为此也深受感动”。

此次回访，深入了解客户之所
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剑川供电有限
公司将不断改进服务短板，着力提
升客户满意度，让客户们感受到供
电服务的优质、方便、真诚。

剑川供电公司优质
服务情暖用户心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责任南网 和谐南网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责任南网 和谐南网

打造服务品牌
共建和谐大理

大 理 供 电 有 限 公 司
大 理 日 报 社

合 办

□ 于利民
剑川县甸南镇天马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

5月7日 星期三 阴
土地是农民的根，农民在土地上劳作

生产，在宅基地建房安家，都离不开土
地。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土地价值不断
攀升，村民们对自家“一亩三分地”也越
发看重，大大小小的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今天我正与天马村的两委班子一起讨
论今年春耕前的田间沟道疏挖的问题。突
然李家、车家、张家三户来到村委会，要
求对李家在旧住址上重新修建房屋，造成
与车家、张家之间的阴沟宽度不足 100 厘

米，引起双方之间发生的纠纷的事件进行
调解。

俗话说的好：“远亲不如近邻”。经过
我与天马村委会认真协调，分别对三户做
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调解工作，终于说服三户达成了以
下协议：本着互谅互让原则，继续保留双
方阴沟石脚之间宽度只有 82厘米的现实不
变；李家保证东墙出檐不得超过另外两家
住房后檐滴水线；双方要确保互相之间的
阴沟排水畅通。各让一步，最终达成双方
都能接受的调解结果。

“矛盾解决快，感情才长久。”听了这
话觉得很有道理，同时我也感受到，来驻
村不仅是指导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东西，我暗下决心，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
不耻下问，在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大学
堂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

□ 李艳波
宾川县金牛镇彩凤村指导员

6月25日 星期三 阴转多云
根据昨天的约定，今天早上 9 点，镇

水土保持站专业技术人员一行 4 人，一早

就来到彩凤村委会和我们集中，一同到周
西营村的周西沟取水坝进行实地踏勘并测
设预算。

周西营村的周西沟全长2.5公里，沟宽
1.2米，整条沟流经五坝田、周西营和枣子
园 3个自然村，灌溉面积 1260余亩，受益
人口约 1780人。该沟是彩凤村委会辖区内
主要的沟渠之一，取水坝位于五坝田村前
的炼洞河上，由于沟路是土沟，坝是人工
建筑的一次性土坝，受近几年久旱无雨极
端气候的影响，造成逢雨必灾的情况，为
确保汛期安全，群众只能汛前筑坝、汛期又
将坝撤除，导致生产成本较高，加重了群众
的负担。村组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通过多方争取、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
为了确保今年雨季汛期安全，村委会领导一
方面积极组织群众做好防汛准备工作，一方
面请求镇水土保持站做好测设预算，积极为
项目的申报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在村组干部共同的协助下，镇水土保
持站技术人员实地踏勘测设约 1 个多小时
就结束了。返回的路上，大家议论着整个
坝体的结构及大致的预算金额，都期盼着
大坝能早日修筑好造福当地群众！

正准备注册成立的弥渡县密祉镇志高生态家庭农庄。
弥渡县按照规模化、组织化、科技化、市场化的发展

思路，有序培育家庭农场、家庭农庄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由家庭经营占主导向多元经营主体并举转变的农业生
产经营新格局逐步形成。

［通讯员 李武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施新弟 龙云凤）鲁甸
县发生 6.5级地震，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
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灾难无情，人间有
爱，灾区群众的安危时时刻刻牵动着三营
镇干部群众的心。8月 5日下午 2点， 三
营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向全体镇村干部
发出捐款倡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优良传统，举行了向昭通地震灾区
的捐款活动。

在洱源县“3·03”“4·17”地震、“8·
0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踊跃向
洱源灾区捐款捐物，为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帮助。

经历过抗震救灾工作的三营镇村干部
深知，危难时刻，更显人间真情；积少成
多，细流可成江河。在镇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的带领下，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为地
震灾区献出自己的爱心，以实际行动为灾
区群众贡献绵薄之力。本次活动，130多名
镇村干部共募捐爱心捐款 18701元，已全
部移交县红十字会转交灾区人民。

洱源县三营镇向
鲁甸地震灾区捐款

□ 通讯员 杨正雄

搬包谷，打包，过磅，装车，祥云县云南驿镇旧站村
二组田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忙着收获今年试种的甜脆
包谷，按订单交售给老板，喜获丰收的农民个个笑逐颜开。

数着老板现场付给的钞票，村民张琼芳心里乐开了
花。她家种了一亩多，卖了 3900多元，比原来增加了几
倍的收入。组长王光林一边忙着过磅，一边兴高采烈地谈
论着今年的好收成。他说，甜脆包谷比其他作物赚钱多
了，每亩收入可以达到3400元左右。

面对连年干旱的严峻形势，旧站村积极调整种植结
构，努力探索群众增收的新路子，今年以“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订单种植了甜脆包谷200多亩。旧站
村党总支书记刘金龙说：“我们在参观考察的基础上，反
复宣传发动，积极引导群众试种甜脆包谷。群众担心种不
好，种好了又担心卖不掉，现在试种成功了，我们心里的
这块石头也落了地。”

旧站村试种的是美国甜脆花超包谷，生长周期仅为三
个多月，市场前景看好，产品直接发往沿海城市。年初，
旧站村与祥云县福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种植合同，
由公司提供种子和生产技术，进行订单生产和收购，大大
降低了种植风险。

祥云县福兴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春平介绍
说，今年公司在云南驿镇旧站村，米甸镇克昌村、米甸
村试种了 300 多亩甜脆包谷，保证农民种得出、种得
好、卖得掉，让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种植面积达到
2000亩以后，公司将在祥云建设冷库，把这一产业继续
做大。

甜脆包谷种植
“甜”了祥云农家心

荣获“云南省外派劳务基地县”和“云南省外派劳务合作服务平台”的殊荣，常年在外

务工人数达5.8万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实现劳务经济收入6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