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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崇勇） 年初以
来，洱源县把思想统一到加快发展上，把精
力集中到想发展、议发展、抓发展上，突出
重点，通过“八抓”促进工作落实，全力推进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抓地震恢复重建，确保全面完成任
务。切实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60 个项
目建设进度，严格执行各项工程建设制
度，保证工程质量。加强资金监管，确保
资金安全规范使用。严格按照“在建项
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投用”的基本要
求，认真抓好竣工验收、查缺补漏、运行
管理等工作，确保年底全面完成恢复重建
各项任务。

二抓项目建设，舞好发展龙头。全力
推进国道 214线洱源县城至大理市上关段
改造工程中县城连接线扫尾工作，加快实
施右所至上关段工程建设；做好国道 214
线剑川（三河）至洱源（巡检）段改建工程；
加快 4 条共 105 公里通村油路建设，确保
年内投入使用。对年初县委、县政府确定
的 39项重大项目和 8项重要工作，进一步
强化责任抓落实，确保按期完工。同时，
切实做好 2015年投资计划编报工作，争取
更多项目。

三抓工业经济，把握发展关键。把工
业发展作为推动跨越发展的新引擎，下大
力气抓出成效。加快实施大龙潭风光互
补并网发电、大佛山太阳能发电和天然气
综合利用项目，抓好短途纯电动车产业化
制造、农特产品公司黑蒜加工等项目建
设。实施好邓川工业园区低丘缓坡 1000
亩土地的“三通一平”，抓好“大理国家环
保产业园邓川片区”创建工作。同时，切
实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促进项目和资金落
地洱源。

四抓三农工作，夯实发展基础。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样板基
地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开发无公害
绿色有机农产品，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绿色生态养生农业。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品种结构优化升级，构建洱源高
原生态农业体系。同时，抓好冬季农业综
合开发和2015年小春生产工作。

五抓生态文明，坚定发展目标。加大
污染治理力度，全面实施好年度建设项目；
加快县内18座村落污水处理系统及管网建
设的图审、前置审计工作，加快10座小型垃
圾焚烧炉建设设备安装进度；加快推进弥
苴河、罗时江、永安江和凤羽河水污染控制
与清水产流机制修复一期工程。建成顺丰
有机肥料厂和 3座畜禽粪便收集站。抓好
西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恢复项目和东湖万
亩湿地、鹅墩湿地、大佛村梨园湿地建设项
目，坚持走“以湿养湿”的有效路子。切实
抓好“三清洁”工作并形成长效机制。扎实
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强化节能降耗措施，
抓好重点减排工程监管，确保入洱海河流
水质明显改善。

六抓城镇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对城
镇布局科学合理规划，积极稳妥推动城镇
化健康发展。启动县城文碧路南延线和纬
二路项目，全面完成九台路南延段和纬七

路建设。全力推进省级园林县城创建工作，实施好县城绿色生态
走廊建设，启动单位办公区和居民住宅区“两区”绿化美化工程，实
现城区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有效提升。

七抓财税收入，提供发展保障。进一步拓宽财源培植思路，加
快产业经济发展，着力建设增长型、骨干型、稳定型财源，增强经济
发展对财政的贡献。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追加支
出，确保财政平衡。同时，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
出，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上。

八抓“十三五”规划编制，明确发展方向。根据省州“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安排，把“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
及早对“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做出安排。

通过狠抓落实，洱源县经济社会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该县实现生产总值 33.66亿元，增长 11.5%；完成财
政总收入3.07亿元，增长20.8%，增幅居全州第一；完成工业总产值
54.56亿元，增长21.6%，增幅居全州第三；招商引资项目36个，州外
实际到位资金 36.94亿元，增长 71.8%，到位资金总额居全州第三，
增幅居全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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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厅长和良辉（右后一）在下关茶厂了解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情况。
11月9日，和良辉在我州领导何华、岳黎松、许映苏的分别陪同下，先后到下关茶厂、大理州

“一馆·三网”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平台运营中心、大理机场、力帆骏马公司、宾川县周城镇周官
农贸市场进行调研。和良辉对大理机场临时口岸开放前期工作、企业出口创汇等方面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对宾川县周城镇周官村农贸市场建设给予资金和项目支持，把周官村打
造成云南最大的黑腰枣集散地、交易地。州政府秘书长马忠华也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罗帮义 摄影报道］

何华陪同和良辉调研我州商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11月6日到9日，由人
民文学杂志社和大理州委宣传部主办，大理州文
联和大理旅游集团承办的 2014 年度人民文学杂
志社创作培训基地年会暨第三届“新浪潮”诗会在
我州举行。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出
席创作培训基地年会并讲话。州委宣传部、州文
联、大理旅游集团等有关部门领导也先后在会上
作了发言。大家表示，大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和热情好
客的各族人民，这里也出过很多文化名人，有很
多值得书写的素材。来到大理，不仅可以乐山乐
水乐文化，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
泉。此次到大理参加笔会的作家诗人，无论是来

自全国各地还是来自大理本土，都有着很大的创
作潜力，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希望通过
这次笔会的举办，让他们融入大理、阅读大理、感
受大理、触摸大理，从而获取创作激情和灵感，将
他们的笔触伸向大理的历史文脉、自然风光、风
土人情和火热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
歌、散文作品，来讲述大理故事，传递大理声音，
弘扬大理精神。

会上，对 2014年度人民文学杂志社创作培训
基地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在笔会期间，
还组织作家诗人在南诏风情岛和洱源西湖举行了
篝火诗歌朗诵会和采风联谊交流活动。笔会结束
后，《人民文学》杂志将开辟出专门的版面，刊登此
次诗会的创作专辑。

人民文学杂志社创作培训基地年会暨
第三届“新浪潮”诗会在我州举行

□ 本报记者 苏云慧 见习记者 杨若兰 文／图

深秋时节，秋耕刚落下帷幕，杨秀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忙碌。“田里的事忙完了，趁着重楼价格上涨，我得赶紧把收
来的药材卖出去！”近日，记者走进“民族团结示范村”洱源
县三营镇共和村委会郑家庄村，藏族村民杨秀弟正哼着藏
家民歌，将收购来的重楼搬上货车，准备运往外地销售。

“农闲时节，我都会到维西、迪庆等地收购中草药，之后
将收购来的药材卖到省外。这次我收购了2000公斤重楼，
每公斤 480 元。最近重楼价格上涨，以每公斤 550 元卖出
去，我还赚了 14万元呢！”杨秀弟和记者聊起了他的“致富
经”。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学习中草药材营销，20多年来凭借
着对藏药的熟悉以及依托当地中草药资源，杨秀弟在药材
经营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已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致富带
头人”。

“祖辈迁到郑家庄后，得到了其他村民的关心和帮助。
自懂事以来，父母一直教导我不能忘了村民的帮助，赚了
钱也要带着其他村民一起发家致富！”率先致富的杨秀弟
并没有忘记父母的嘱托，毫无保留地帮助村民尽快掌握中
草药材的营销知识。农忙时，他回到村里，边做农活边向
乡亲们讲解药理、传授经验，帮助乡亲们分辨中药材的好
坏、掌握市场运行规则。农闲时，他便带着村民组成经营
队伍，从维西、迪庆等地收购中草药，到昭通、曲靖甚至黑

龙江、湖南等地销售药材。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多年从事
中药材营销的人脉信息和现代网络信息全力寻找产品市
场信息，带领村民及时进行结构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
化。在他的帮助下，当年只懂得耕地种粮的村民也有了增
收致富的“第二职业”。

“我 18岁就开始跟着杨秀弟大哥学做中药材生意了！
以前种家里的 4亩 8分地，外加 7、8头猪，一年的收入只有
3000元，仅够养家糊口。现在，靠着中草药经营，一年净赚
30多万元哩！”村民杨树培感慨万千。

据了解，郑家庄 1989年以前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由
于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属于当地的贫困村。近年来，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的鼓舞下，在洱源县农业部门
的帮助下，郑家庄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发展乳畜业、烤烟种
植业、中药材营销产业，努力发展各种经营，逐步形成了

“宜商则商，宜工则工，宜农着农，以商养农、以农供商，忙
时为农、闲时为商”的良性发展格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
道和门路。

2013年，全村种植烤烟130亩，农民烟叶交售收入75万
元；乳牛存栏198头，乳畜业收入125万元；中草药材营销队
伍不断壮大，124人长期从事中草药材营销，中草药材销往
上海、北京、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每年全村中草药材营销
收入达290万多元。

如今，在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郑家庄各族群众相互学
习、相互帮扶，经营队伍逐渐壮大，村里125户人家中，每户
都有人从事中药材经营，收入普遍在数十万元以上。全村
一举摆脱贫困，成为繁荣昌盛、美丽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村民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房子亮了起来，菜篮子
也丰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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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户 齐 致 富

2011年，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民杨秀弟投入80多万
元建起了干净整洁农家小院。在村里，像这样的小院越来
越多。

本报讯（记者 涂序波）“大理太漂亮了，我们要多拍，把这里的美景带
回加尔各答，向大家介绍世界上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马拉·穆克吉说。

11月5日至10日，印度加尔各答市7名著名摄影师，在马拉穆克吉美术馆
创始人兼馆长、第二届国际影展联盟主席马拉·穆克吉的率领下，专程到大理
进行摄影创作。在大理期间，7名摄影师先后到剑川石宝山、沙溪寺登街，大
理古城、喜洲、苍山、洱海、崇圣寺三塔，大理学院，巍山古城、巍宝山，祥云云南
驿等地进行采风。

据陪同的翻译张黎波介绍，7名摄影师一踏上大理的土地，手中的相机
快门就按个不停，尤其是在洱海游船上，当如画的苍山玉带云展现在大家面
前时，大家边拍边欢呼。担任此次采风活动队长的马拉·穆克吉，虽然年事
已高，而且是一名女摄影家，但却丝毫不显倦意。“喜洲的古建筑保护得很
好。在我们家乡，为了建高楼大厦，把古民居都拆了，太可惜了！这次来大
理，还能看到保护得那么好的民居古建筑，尤其是寺登街，真是太高兴了。”
马拉·穆克吉这样告诉记者。

印度加尔各答市摄影家到我州采风

本报讯（记者 勾六零 实习生 张婧怡） 昨日，大理州 2015 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深化认识、明确任务、加快进度，扎
实抓好 2015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一步加大全州舆论宣传正能量传
播力度。

会议指出，在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宣传部门的有力指导下，通过全
州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州2014年度党报党刊各项征订任务均超额完
成。《人民日报》完成5389份，完成任务数的100.79%；《云南日报》完成13624
份，完成任务数的100.18%；《大理日报》完成30030份，完成任务数的100.1%。

会议指出，各级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和阵地，肩负着宣传科学理论、传
播先进文化、塑造美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重大使命，是宣传党的基本纲
领、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经验的主渠道，是宣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主阵地，是主流思想舆论的
主平台，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级干部群众及时
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经济发展动向最权威最有效的途径。做好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事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事关党的执政地
位和政治能力，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问题。要创新方式方法，拓展工作渠道，更好地推动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要求，全州各级党组织要责无旁贷，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不折不扣地完成征订工作任务。各级党组织要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
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
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征订任务完成。要严格执
行党报党刊订阅范围、订阅经费有关规定，优先确保中央和省、州重点党报
党刊发行稳定，不得以党报党刊名义搭车发行其它报刊。要抓紧进度，按照

“时间不能拖、范围不能缩、覆盖不能降、数量不能减”的原则，整合发行资
源，拓展发行空间，确保征订任务、范围、经费真正落到实处。2015年度的发
行工作将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要把党报党刊征订纳入督查工作范围，并定
期通报情况，确保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张剑萍出席会议并讲话。大理日报社、州邮
政公司主要领导作交流发言，会议同时对最早完成2014年度党报党刊征订任
务的永平、剑川、洱源、大理、弥渡、宾川等6个县市进行表彰。州委宣传部和
州级有关单位领导，各县市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外宣办主任等参加会议。

我州部署2015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认真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

大理旅客可坐火车直达曲靖
……详见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