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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大理州消防部门立足实际，积极
整合资源，组织推动“六支队伍”全
面参与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确保全州
火灾形势稳定。

监督检查队排查隐患。以开展夏
季消防检查防火监督竞赛评比活动为
契机，推行消防监督“5＋2”、“白加
黑”模式，全体警力下沉到基层，全
面加大消防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对
检查的单位、场所逐一登记造册、建
立台账，详细记载检查人员姓名、检
查时间、所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意见。
采取行业部门、派出所、消防部门三
级分包督改模式，对火灾隐患进行整
改，摸清辖区十类人员密集场所及高
层、超高层、地下建筑，三合一、多

合一，易燃易爆场所等 17类场所底数
情况，按照夏季检查方案要求，对245
家易燃易爆场所，45家养老院、福利
机构，1337 家幼儿园、托儿所、学
校，医院开展实名制检查，截至目
前，全州检查单位 3070家，发现火灾
隐患 3229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3192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6份，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31份，临时查封决
定书 3 份，责令“三停”21 家，发现
重大火灾隐患 6 处，保持了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的高压态势。

警组巡查队围剿隐患。全州 118
个 派 出 所 采 取 “ 分 片 、 定 点 、 包
干”的形式，建立“所长负总责、
分 管 所 长 负 全 责 、 消 防 民 警 包 片

抓、警务室民警具体抓、社区与农
村负责人协助抓”的“网格化”排
查整治工作格局，在加大对辖区“九
小”场所、“三合一”场所、社区、
农村及城中村民工聚集区等区域的消
防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同时，督促单
位负责人、安全管理人高度重视消防
安全工作，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州派出所
共 出 动 警 力 3904 人 次 ， 检 查 单 位
1878 家，发现火灾隐患 210 处，督促
整改火灾隐患 210 处，下发 《责令改
正通知书》 104份。

专职消防队防守村镇。发挥多种
形式消防队伍“一队多能、一专多
用”作用，组织发动全州 88支政府专

职消防队、128 支乡镇志愿消防队，
1115支村寨志愿（义务）消防队、500
余个微型消防站 2700余名队员参与夏
季消防安全工作，积极配合消防部门
和公安派出所深入单位、场所和村民
家庭开展消防安全提示和宣传，共计
派发消防知识宣传手册、消防安全提
示卡等宣传资料1万余份。

导游宣传队活跃景区。发动 100
余名导游组成 10 支消防志愿者宣传
队，在大理古城等旅游景区为游客讲
解和发放《防火知识手册》、《消防安
全常识二十条》等宣传资料，提醒游
客在游玩时时刻注意安全用火、用
电，并指导游客如何在发生火灾时正
确灭火及逃生自救。

巾帼宣传队扩大宣传。结合少数
民族地区宣传特点和夏季消防检查实
际，创新工作方式，联合州妇联全面
部署开展消防宣传女子文艺队暨巾帼
消防宣传大使评选活动，80余支文艺
宣传队创作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白族
大本曲、彝族打歌调、弥渡花灯、白
族小品、小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把法律法规、火灾防控基本常识贯穿
于其中，使其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其中《消防花开保平安》、《红门卫士
保家乡》、《消防知识之歌》等文艺节
目让人耳目一新，这种寓教于乐的方
式，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提升
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新闻记者队跟踪报道。组织省、
州新闻主流媒体记者开展“媒体聚焦
消防活动”对各地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开展情况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情
况进行现场报道，并随同消防部门检
查组定期暗访单位场所消防安全、全
程跟踪报道火灾隐患整改进程，并由
消防监督员对隐患进行深度剖析并对
全州重大火灾隐患挂牌单位和存在的
消防安全不良行为信息进行公布、公
开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周 消）

大理州消防部门全方位展开夏季消防检查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用践行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的实际行
动喜迎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 60 周年。按照

《大理州开展“迎州庆讲文明树新风”宣传教
育活动工作方案》 的部署要求，决定由州委
宣传部、州文明办、州总工会、团州委、州妇联
联合州级媒体在全州组织开展“辉煌 60年·文
明大理人——大理州第三届道德模范”推荐评
选活动。

为广泛发动社会群众参与推荐评选工作，
进一步发现身边好人，特将评选标准和推荐方
式公告如下：

一、评选标准
近年来，凡是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

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在道德实践中，事迹突出，有一定社会影响
力，群众认可度高的公民或群体可推荐为“辉

煌 60年·文明大理人——大理州第三届道德模
范”。第三届道德模范设“助人为乐模范”、

“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
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五个类别。

（一）助人为乐模范：指长期坚持帮助无
血缘、亲缘关系的老幼病弱、鳏寡孤独以及其
他困难群众；对遭遇不幸或遭受灾害者奉献爱
心，努力帮助排忧解难；积极参加捐资助学、
扶残助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事
业和公益活动，受到群众高度赞誉的身边好人。

（二）见义勇为模范：指职业、职务应有
行为之外，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
出，设法进行保护和援救；勇于同正在实施的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义务协助追捕犯罪嫌疑
人或提供重要线索，为侦破重特大案件做出贡
献；在抢险救灾中，奋力排除险情，保护国
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上产生
重大影响的身边典型。

（三）诚实守信模范：指具有强烈的诚信
意识，从事生产活动坚持质量至上，从事经营
活动坚持信守契约，从事服务工作坚持优质规
范，在合作者和服务对象中享有高度信誉；在

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实心做事，即使遇到
困难，仍坚持信守承诺，信誉卓著的诚信公民。

（四）敬业奉献模范：指具有崇高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业务过
硬，勇于创新，有重要发明创造或重大贡献；
干一行、爱一行，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尽职尽
责、默默奉献，恪守职业规范，办事公道、服
务优质，赢得群众广泛好评的各行各业先进工
作者。

（五） 孝老爱亲模范：指在对待具有血
缘、亲缘以及法律认定的有亲属义务关系的人
员时，模范践行家庭美德，孝敬父母，长期悉
心照料体弱病残的老人，使他们享受人生幸
福；关爱子女，夫妻和睦，兄弟姐妹团结友
爱，家庭生活温馨和谐；在家人亲属有伤病、
残疾等困难情况下，做到不离不弃、守护相
助、患难与共，赢得邻里赞颂和社会尊重的美
德模范。

二、推荐方式
各县市文明办负责本辖区的推荐工作，

州总工会负责州级机关及中央、省驻大理单
位的推荐工作。详细情况可与州县市文明办、

州总工会了解。
各县市负责人
大理市：张公道，电话：2317586
漾濞县：叶艳青，电话：7520887
祥云县：陈红丽，电话：3121282
宾川县：谢文龙，电话：7144341
弥渡县：候树云，电话：8167609
南涧县：张秀清，电话：8520054
巍山县：熊富源，电话：6126405
永平县：周 亮，电话：6520087
云龙县：郭圆周，电话：5521904
洱源县：许鸿菊，电话：5127067
剑川县：苏金泉，电话：4527111
鹤庆县：王灿雄，电话：4124520
州总工会：李军锋，电话：2319637
未尽事宜，可向“辉煌 60年·文明大理人

——大理州第三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咨询。

联系人：李建奇，电话：2319590。
“辉煌60年·文明大理人——大理州
第三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组委会

2016年7月28日

本报讯（通讯员 赵志斌） 今年 54岁
的张林春是大理市银桥镇马久邑村的一名
群众，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又不愿把土
地丢荒，自从福安园林公司在村里建起了
育苗基地后，他就把家里的2亩多土地全部
流转给基地培育果苗，现在他和爱人每天
都来基地上班，比起以往自己种田或到外
地务工收入要高且方便得多。

同样，在双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当
地的土地流转户和村里的贫困群众也来到
基地打工挣钱。“我们这些土地都租给企业

种植蓝莓，土地出租后，本村的群众就来
这里打工，男工每天 100 元，女工每天 80
元。”双阳村村民费力民介绍说。

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银桥镇坚持
“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群众规
范、有序流转土地，并通过引进能人和大
户创办产业基地，发展“短平快”产业，
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脱贫致富，走
活了“精准扶贫”之路。

银桥镇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土
地、资金、技术入股等方式加入企业、企
业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社等，引
导贫困对象积极参与扶贫龙头企业和社会
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企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经营模式，带
动、促进贫困户增收。目前，全镇共引进
五里桥村隐仙谷农庄、大理 （五里桥村）
云海芳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阳波村冯氏
玫瑰园、天赐蓝莓、福安园林等 11个规模
化经营的农业龙头企业，组建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 22家。实现土地流转并实施规模化

种植现代农业达 8970 亩，其中蓝莓基地
2100亩，有机水稻基地 1500亩，苗圃基地
13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 1620亩，食用玫
瑰基地 150亩，薰衣草基地 200亩，现代烟
草基地2100亩。目前，全镇25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已有110户搭上了产业精准扶贫的

“快车”，户均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
银桥镇还通过引导当地群众向有实力

的企业和大户流转土地的方式，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村民将土地以每
亩每年 1600元并每年增加 50元的方式出租
给企业，“我们家出租给阳波村冯氏玫瑰园
土地1.7亩，第一年每亩1600元，往后三年
每年增加 50元，是我们种植其他农作物收
益的几倍。”阳波村一社村民段高娟说，现
在耕种土地成本高、收入效益低，经过核
算，除去劳动力和生产成本，租地收入比
自己种地收入每亩多出近900元。

当地群众在向公司出租土地的同时，
根据公司生产需要，还可在基地内务工
增加收入。“我家的 3.6亩土地全部租给了

云海芳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家8口就在
‘云海芳草’基地打工，有两人每月拿固定
工资 2000元，其他人打零工按劳动力价格
为80—100元／天计算，全家人每月收入达
到 1万多元。”五里桥村委会沙粟木庄自然
村村民杨雄高兴地说。据了解，2014年以
来，大理云海芳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周边
的五里桥、新邑和阳波等村的群众到基地
务工，平均每天不少于 30 人。“我们没技
术、没文化，以前去外面打工很难找到工
作，现在好了，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找到这
么好的事做。”新邑村村民李海强说。云海
芳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以来，通过

“党总 （支） 部+基地+农户”的方式，累
计用工已达2.1万人次，共支付群众工资报
酬360多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桥镇已先后流转
土地近1万亩，通过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和大
户在银桥发展经果林、畜牧、蔬菜等产业，
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农业综
合效益，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大理市银桥镇流转土地走上脱贫路

关于开展“辉煌60年·文明大理人
大理州第三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7月 26日，全州大春中耕管理工
作会议在剑川召开。会议强调，强化抗灾，狠抓落实，确保实
现农业年度目标。

会议指出，大春生产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点，抓实抓好大
春作物抗灾及中耕管理，对夺取粮食丰产增收，确保粮食生产
自求平衡和农业农村目标实现有着深远意义。

会议要求，针对今年雨量大，局部地区灾害频发的实际，
要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切实抓好抗灾救灾和恢复生产工作，做
好病虫草鼠害防治、科学施肥等大春中耕管理；要抓好重点产
业的发展，抓紧编制完成全州高原特色农业和食品加工产业推
进规划，加快推进山地牧业和淡水渔业；要抓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小巨人”，力争年内全州新培
育省级龙头企业9户以上、州级龙头企业15户以上，新型职业
农民4000人以上；要加快推进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加强政
策学习，精准把握政策要求；要全力抓好农业产业扶贫，按照

“坚持六大原则、实施十大工程、创新七种模式”的扶贫思
路，认真落实全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助力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
划，全力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抓实洱海流域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认真贯彻落实2016年洱海流域保护治理和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工作意见，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要抓好农产品品牌
建设和市场开拓，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大“三品一
标”农产品认证力度，确保年内认证 20个以上，做好“互联
网+”现代农业发展；要抓好农村改革、农民增收和“三个安
全”工作。

会前，参会人员到剑川县沙溪镇常乐村参观了水稻高产创
建现场和杂交玉米制种基地现场。

会上，剑川县、大理市、宾川县等县农业局负责人分别作
交流发言。全州12县市农业系统负责人参加会议。

全州2016年大春中耕
管 理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记者 张红梅） 近年来，州供销合作社以全面深
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为契机，着力加大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力
度，强化农民合作社建设，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建设了一
批带动能力强的示范社。截至目前，累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942个，州级以上示范社达228个。

植根“三农”，州供销合作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拓
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为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目前，全州
12县市均设立农民合作社联合会和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7个县
的合作经济组织管理办公室设在供销社；云龙、洱源、宾川三
县为220个合作社提供会计服务。

强化农民合作社建设，着力建设了一批带动能力强的示范
社，致力于将合作社的发展由数量型向示范型、带动型转变。
目前，州级以上示范社达 228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13个，
全国总社评定的示范社6个，省级示范社176个，州级示范社34
个；入社成员达4.3万个，出资14.8亿元，带动农户20万户，帮
助农民实现年均收入30亿元。

全州农民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使供销社为农服务的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有效服务和带动了我州广大小规模农户，在提高
农业组织化程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
时，州供销合作社积极探索“党建+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实
现了党组织资源和农村合作经济资源互融互动。

我州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942 个

7月26日，剑川县植保专业团队在对水稻进行统一病虫害防治。
为进一步促进全县粮食生产，持续推进高产创建活动，增强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今年剑川县安排省级示范水稻种植面

积1.12万亩。为确保高产示范水稻创建增产，该县农业技术人员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目前，全县水稻长势喜人。
［记者 罗帮义 摄］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如今，平

坦的水泥路从家门口就修到地头，家里也架
通了水，不仅出行方便，饮水也方便多
啦。”走在通往祥云县旅游景点天峰山的旅
游公路上去地里干活的西山村村民李菊芬乐
滋滋地数说起了一桩桩开心事。

祥云县普淜镇本着强基础就是扶根本的
理念，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高贫困地
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举措，加大对贫困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改善基本生产
生活条件，增强山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普淜镇是一个纯农业的山区乡镇，多年
来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因交通不便，群
众出行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若要富，修公路’。修公路是山区经济发
展的渠道，也是脱贫致富的路径。”杨家屋村
党总支书记刘平提到公路建设便满脸堆笑，

“目前，村里正修建从杨家屋到代仓路的村庄
公路，这条盘山越岭的乡村公路耗资几十万
元，全部由政府投资。这种事，过去想都不
敢想。”近几年来，普淜镇投资 5600 多万
元，实施了镇内5条60多公里的柏油路、水
泥路和弹石路面硬化建设，有效解决了人口
较多、较集中村庄的生产生活道路，对产业
布局重点区域、群众积极性高、发展要求迫
切的村组进行了村内生产生活道路硬化。

与此同时，该镇还大干基本农田建设，
基本农田保护较好；全镇14个行政村204个
自然村实现村村通电，并进行了农网改造和
电力设施完善；本着“扶贫先扶智”的原
则，普淜镇全面实施“科教兴镇”战略，投
资2281万元新建校舍10562平方米，修缮加
固教学用房 9642平方米，改善了办学条件，
为提高办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祥云县普淜镇

致富路修到家门口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伯皋） 大理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契机，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办实事，力
促宾川国家级示范区水果出口增长。

该局成立专题调研组，在产季前组织开
展出口水果专题调研，掌握水果出口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明确切实可行的促增长措施；
针对鲜葡萄不耐储存、容易腐烂等特点，制
定“一品一策”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做到快
检快放，当日报检当日出证放行；持续推动
出口示范区建设，重点推广宾川示范区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平台上线运行，让消费者通过二维
码扫描即可简便查询产品种植、加工、检验、
销售等详细信息，实现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现代化；强化对新落户企业、注册果园、注册
包装厂的帮扶指导，培育出口新增长点。

今年1至7月，该局共受理出口水果报检4
批次、360吨，货值110万美元；开具出境水果
供货证明23批次、5650吨，货值1726.7万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228.6%、244.4%和214.5%。

大理检验检疫局多举措
力 促 水 果 出 口 增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