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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岳云） 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8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坚定发展信心，宾川县将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六个一”系列活动，切实提升纪念活动
综合效应。

组织一次“重走长征路”活动，感恩革命英烈。以红
军长征过宾川的路线、时间、地点为契机，组织县四班子
领导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发扬
和传承好党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优良传统。

组织一次红军长征精神研讨，推进事业进步。邀请州
级相关部门的党史专家和宾川党史、文化工作者、老党
员、老干部开展一次长征精神研讨会，探寻红军长征特别
是在大理、在宾川留下的感人事迹，不断赋予长征精神以
新的时代内涵，为推进全县各项事业进步注入动力。

组织一轮“红军长征过宾川”外宣活动，挖掘长征闪
光点。挖掘整理红军长征过大理、过宾川时留下的革命事
迹，组织全县各级各部门积极撰写、拍摄、征集一批反映
红军长征精神的专题文章、理论文章、红军故事等，通过
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视野捕捉长征精神闪光点。

开展一轮“长征精神”宣讲，传承长征文化。以“五
四”“七一”“八一”“十一”等重要节日为契机，整合县
委党校、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师资力量，
开展一轮“长征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
区、进乡村宣讲活动，传承长征文化，将长征精神融入时
代发展的主旋律，让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开展一次“阅读红色经典，树牢理想信念”活动，提
升政治素养。把党史国史与“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
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征编和整
理一批红色经典读物。通过组织学习党的历史、阅读红色
经典，了解党的革命史、奋斗史，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
治素养，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争做新时期合格党员
的热潮。

组织一次“踏访红色足迹”活动，培养爱国情怀。以
宾川县周官营“红军长征纪念馆”布展工程的推进为契
机，发动全县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到红军长征过宾川的各个
遗址开展纪念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积极引导全县各族
党员干部群众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念和
精神追求，培养健
康 向 上 的 生 活 方
式、价值取向和爱
国情怀，不断提升
宾川经济社会跨越
发展合力。

宾川县开展系列活动
弘 扬 长 征 精 神

自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太平
乡创新工作思路，组织贫困妇女、留
守妇女致力于居家创业、居家就业，
让农村妇女在不耽误农业生产和照顾
家庭的同时实现脱贫致富，走出了一
条“巧媳妇”产业扶贫路。

该乡以技能培训引领扶贫，以建
档立卡户中的贫困妇女为重点对象，
立足实际，为妇女在经济、政治、生
活等各方面的发展搭建平台，提高农
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半边
天”作用，大力推进巧媳妇创业就业
工程，促进贫困妇女持续增收。2015
年以来共组织种养殖技术、乡村旅

游、农村理财等培训12场次，参训妇
女 600 多人次，引导农村妇女树立自
信、自强、自立意识，促进妇女居家
灵活就业，变“输血式”扶贫为“造
血式”扶贫。

梅红丽是太平村建档立卡户之
一，熟悉养殖业，加之她家住在公
路边，交通、水电方便，房屋周围
地域宽敞，具备养殖的有利条件，
2015年 4月参加培训后，开始养殖，
对自家房屋下面的 4亩坡地进行规划
设计，建设标准化猪舍，并积极利
用 所 学 的 养 殖 技 术 一 步 步 发 展 壮
大，2016 年存栏能繁母猪 20 头，出

栏育肥猪 60 头，出售商品仔猪 100
多只，成为该乡有名的养猪致富女
能手。

开展乡村旅游，经营农家乐是该
乡妇女脱贫增收的又一途径。在滇缅
公路沿线，好多农户以太平乡特色旅
游小镇建设为契机，利用庭院、果
园、核桃林等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
以观光果园、民族风情、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乡土文化、特色饮食为主
题，为旅游者提供观光自然、体验农
村、感受民俗、休闲娱乐等服务，现
已建好的初具规模的农家乐10家，可
同时接纳500人就餐。

“要比技能、比致富本领我们
一点都不输男人，我们妇女也能顶
起半边天。”在太平开了第一家农家
乐——太平滇缅农家，并种植 800 多
棵核桃树的陈映红自豪地说。由于懂
技术、会管理，她所种的核桃树长势
良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据了解，太平乡共有 300 多名农
村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居家创业，
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有效地缓解
了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
社会问题，真正撑起了脱贫致富的
半边天。

（茶润新）

巾帼展英姿 脱贫奔小康
云南省鹤庆县西邑镇水井村委会洪家窝小组遗失以下林权证 （43

份）：
洪家窝集体 08531，洪顺林 07806，洪凤书 07817，洪润福 07813，洪凤

辉07836，洪光瑞07821，洪国香07835，洪润民07819，洪文龙07828，洪映
堂07827，洪正太07818，洪友07832，洪正书07815，洪忠秀07850，洪玉生
07840，洪金银 07849，洪灿华 07838，洪子均 07834，洪美忠 07808，洪长江
07824，洪正乾 07837，洪直昌 07848，洪增全 07846，洪金元 07812，洪树林
07807，洪连生 07847，洪天寿 07844，洪增高 07820，洪树发 07833，洪四发
07809，洪树生 07839，洪锡珍 07825，洪加全 07816，洪瑞和 07841，洪映忠
07845，洪清 07829，洪银生 07830，洪应九 07823，洪星照 07811，洪七五
07814，洪四海07826，洪双六07810，洪建文07843.

特此声明作废
鹤庆县西邑镇水井村委会

2016年10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通讯员 李钊建 张至势） 这几天，洱源县
茈碧湖镇永兴村委会格外热闹，原来是由大理技师学院组织
承办的家畜饲养工精准扶贫培训班开班了。培训班重点给村
民讲授了家畜圈舍设计、家畜日常饲养、家畜疾病防治、家
畜喂养技巧等专业知识，授课老师还带领学员到村民家里以
案例分析的方法现场给学员讲授奶牛养殖等实用技术，村民
们学习热情都很高，渴望通过技能培训摆脱贫困。

今年以来，州人社局全力贯彻落实省、州党委政府关于
脱贫攻坚的工作部署，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技能扶贫。

为进一步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州人社局积极完善帮
扶政策，要求各县 （市） 人社部门在扶贫工作中结合工作
实际，将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工作作为扶贫工作
的重要资源和年度工作重点，向当年内计划脱贫出列的地
区倾斜。同时，积极协调大理大学、大理技师学院、大理
农校、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及职业技能培训培学机构和各
县市人力部门，整合培训资源，以建档立卡户、农民工、
直过民族等为主要培训对象，以当地支柱产业为依托，做
到因地制宜，主动进村入户方便群众开展技能培训。在技
能培训中，州人社局结合实际，主要开展与种植业、养殖
业、家政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相关的较为实用的技能培
训，帮助贫困地区培养果树工、农艺工、家畜家禽饲养工、
客房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师、电焊工、砌筑工、土
石方机械操作工和中式烹调师等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
力，切实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措施到位精
准。今年 1至 9月，我州人社部门通过技能扶贫培训农村劳
动力 23713多人，其中转移就业 20000多人，为全州脱贫攻
坚奠定了基础。

州人社局还高度重视直过民族的帮扶工作，及时组织各
县（市）人社部门开展工作，对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直过民族
贫困人口开展一次以上技能培训，让每个有适龄劳动人口的
直过民族家庭至少有一名技能劳动者就业。今年1-9月，我
州已有傈僳族、拉祜族等直过民族群众927人参加了技能扶
贫培训，通过培训，557人实现转移就业。

同时，抓实技工教育。依托大理技师学院，积极引导和
鼓励贫困家庭中符合条件的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参加相关职
业技能培训，动员建档立卡贫困户“两后生”参加技工教
育，“零门槛”入学就读。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大理技师学
院招收贫困家庭子女 2400人，“直过民族”学生 200人，通
过在校的学习教育，努力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掌握一技之长，
实现职教脱贫、技能兴家。

本报讯（通讯员 杨朗琼） 宾川县紧扣
脱贫攻坚目标，扎实建好人才队伍，变“输
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化“智力”
为“财力”，努力开创人才扶贫新局面。

“人才+扶持”，致富带头人成为精准扶
贫“领头羊”。启动“精准扶贫基石工程”，
加强党员、致富能手、村组干部“三培
养”，对 526名村 （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及乡镇领导干部进行了轮训。不断加大“贷
免扶补”、小额担保贷款、“两个10万元”微
型企业培育工程政策落实力度，积极推动创
业促进就业工作。发放“贷免扶补”创业贷
款 117 户 867 万元，发放失业人员小额担保
贷款 264户 2169万元，“两个 10万元”微型
创业扶持贷款 45 户，开展技能培训 1160
人、职业技能培训297人。对31名建档立卡
贫困大学毕业生开展一对一的就业扶持服
务。开展千名医生下基层活动、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生培训计划，深化对口支援，29
名县级专家医师队伍到 9个乡镇卫生院开展
对口支援工作。

“人才+培养”，农村基层人才成为精准
扶贫“生力军”。制定了《宾川县 2016年农
业科技扶贫培训工作方案》，开展种植、养
殖、电商业务知识及耕地土壤质量提升等专
题科技培训200场次1.5万人次，开展脱贫攻

坚 专 题 培 训 172 场 次 77024 人 次 。 探 索
“县、校、企”合作模式，与云南开放大学
合作，计划三年内培养千名农民大学生、万
名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
全覆盖的目标，目前已有534人入学。

“人才+引培”，急需紧缺人才成为精准
扶贫“助力器”。依托华侨庄园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与上海交大实行战略性合作，
建立宾川县王世平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依
托成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申报叶文才
专家工作站。中国农业大学江荣风教授带领
的葡萄科技小院项目 4名专家团队人员进驻
该县开展葡萄技术研究工作。与陕西师范食
品工程学院合作成立郭玉蓉食品加工科研工
作站，利用高原特色优质农产品，发展食品
加工业，延长产业链。与人教社合作，开设

“人教·宾川教育名家讲坛”，邀请专家深入
宾川开展新教材培训，有效促进了宾川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基层人才专业对口培
养，今年选派7人次到省州对口部门进行学习。

“人才+转化”，科技成果成为精准扶贫
“新动力”。依托中国葡萄学会、国家葡萄产
业技术体系、上海交大、华中农大、云南开
放大学等教育资源和技术力量，实施科技示
范、科技培训工程，科技措施推广率达
100%，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达
48.5%。《宾川水肥一体化自压滴灌技术》和

《宾川红提葡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被列
为云南省地方农业规范，实现了科技创新增
动力。在贫困村“萂村”打造了国家葡萄产
业技术体系滇西扶贫示范基地，实现了“党
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葡萄产业扶贫
发展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协主席
朱有勇教授在宾川打造的 2个总面积 120余
亩马铃薯套种实验基地，为贫困群众带来每
亩6000元的收入。

化“智力”为“财力”

宾川县走活人才扶贫一盘棋
本报讯（记者 张红梅） 昨日，大理州第八届职工技

术技能大赛广电网络专业竞赛在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
司大理分公司举行。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自 2005年成
立以来，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企业化管理，推动项目建设和
业务拓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员工队伍的素质建设，以提高
业务技能、培育行业精神为目标，不断推进企业文化建
设，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多年来，该公司始终坚持把开
展职工技术技能竞赛作为提高员工业务技能水平的有效手
段，将竞赛与安全生产、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建设、人才
选用等相结合，激发广大员工钻研业务技术，增强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和竞争意识，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
良好氛围，在行业内树立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
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

据了解，大理州第八届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从今年5月
开赛，竞赛工种达 27个，共设有 14个专业竞赛委员会。
在当天举行的广电网络专业竞赛中，共有来自云南广电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各县支公司近120名一线员
工，分别参与广电网络线路维护、广电网络数据维护、
96599呼叫服务、营业厅服务、IP网络组建、有限电视网
络故障排除等6个项目的角逐，充分展现了广电网络员工
良好的精神风貌及技术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大理州第八届职工技术技能
大赛广电网络专业竞赛举行

弥城镇龙泉社区瓦仓村菜农在收获西红柿。
近年来，弥渡县围绕建成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的目标，大力发展规模化、产业化蔬菜种植，从今年起

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专项用于设施大棚、冷链物流、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三品一标”认证、品
牌创建、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以及“金蔬贷”贴息等环节补助，支持蔬菜产业发展，全县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已建成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10万亩。 ［特约摄影师 李武华 摄］

州人社局开展技能培训
助力精准扶贫

近日，洱源县牛街乡福田村旧同公路道路硬化工程正在
紧张有序施工中。

旧同公路从福田村委会以北的洱鹤线至旧同村，全长4.4
公里，总投资200多万元。项目建设完工投入使用后，将解决
旧同村66户305人多年的出行难题，并将促进当地山区经济
加快发展。 ［通讯员 李素敏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今年以
来，弥渡县集中时间、集中警力，开
展打击破坏林地、滇绿等专项行动，
查获破坏林地案件 50件，其中，擅自
开垦林地 17 件、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31 件、未经批准临时占用林地 2 件，
依法保护林地资源，保障林区生态
安全。

为切实从源头遏制破坏森林资源
案件的发生，弥渡县林业局、森林

公安局进村摸排相关情况，对 239 名
挖机手进行林木、林地保护宣传教
育，提醒他们进入林区作业注意事
项，并发放 《告知书》，打好“预防
针”，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引导他
们守法作业，做一名保护森林资源
的参与者。

弥渡县对占用林地的项目进行现
场清查，定位占用林地坐标、测算面
积，查清森林资源基本情况，对违反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
法》 的建设项目，一律要求停产整
顿。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湿地、天然林区、公益林
区、水资源保护区等资源丰富、生态
区位重要地区，整治非法侵占林地、
从事房地产开发、探矿采矿、采石采
砂、毁林开垦等经营性项目，以及盗
伐滥伐天然林、公益林及涉林违法行
为，加强森林资源管理。

弥渡县严厉打击破坏林地违法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灿美） 近年来，
漾濞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抓好全县四大
特色产业培植工作，即核桃系列产品加工
业、中药材种植加工业、电子商务服务业、
特色生态旅游业。2015 年特色产业培植工
程项目共实施了 58个，2016年正在实施 82
个，特色产业培植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品牌引领，核桃产业发展开创新局
面。 围绕“生产环节上富民，加工和流通
环节上富县”的目标，全力打造核桃生态优
质科技示范基地、核桃精深加工产业示范基
地、核桃生态旅游产业示范基地和“漾濞核

桃”知名品牌。完成了《漾濞核桃区域公用
品牌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工作并已启动实施
部分项目；完成了《中国大理漾濞核桃产业
园规划》编制并通过州级评审，建设项目列
入 2016 年大理州特色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开展有机产品示范区创建工作，完成有机核
桃认证7.6万亩。

围绕市场，中药材规模效益不断提升。
围绕打造“云药之乡”的目标，按照市场驱
动、能人带动、政府推动的工作方法，选择
适宜品种种植中药材。2016 年新种植各类
中药材3万多亩，使全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

达 5 万多亩。按照“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订单产业模式，投资 8500 多万元的
漾江镜源公司天麻种植加工项目完成一期工
程，投资 4800 万元的云南天联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魔芋加工项目完成选址并按计划完成
魔芋种植人员技术培训、种子发放及种植中
耕管理等工作。同时，做好中药材种植、加
工、销售服务工作。

突出重点，特色生态旅游业有新突破。
借助“中国核桃之乡”的品牌效应，着力挖
掘核桃原生态文化、特色民族文化和自然风
光资源潜力，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积极

推进景点景区建设，加快特色生态旅游业发
展。完成《漾濞彝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等13个旅游规划编制和4个策划报告编
制工作。扎实抓好项目建设工作，开展特色
旅游村庄建设工作。

开拓创新，电子商务服务业起步良好。
结合漾濞特色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把
电子商务作为实体经济的有力补充，强化技
术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全县经济
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在 2015年和 2016年
核桃文化节期间，分别举办了电子商务产品
包装策划展和电商交流会。

漾濞县培植特色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