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常 燕 邓丽华

初冬时节，走进漾濞彝族自治
县田间地头，红彤彤的苹果，黄灿
灿的玉米，绿色有机的蔬菜在阳光
下摇曳生姿，农户在田间地头忙碌
着，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一个支部一面旗，一名党员一盏
灯”。近年来，漾濞县着力发挥基层
党支部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作用，
带领群众攻克贫困堡垒，闯出致富
新天地。截至目前，全县已脱贫
1988户7512人，贫困发生率由2013
年的 20.65%下降至 10.38%，通乡、
通村公路硬化实现100%全覆盖，解
决4061户贫困人口饮水问题，1862
名学生享受“两员一免一补”政策
……这一组组“幸福账单”，见证了
漾濞农村脱贫致富的可喜变化。

“党支部+合作社”——
村集体经济“红遍山乡”

“我在合作社里打工，每个月

的工资是 2000 元，既能赚钱还能
照顾家里老人孩子，我还入股产
业扶持资金，去年领到了第一笔
分红 200 元。”平坡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瞿张良兴高采烈地说。平坡
村党总支看准弓鱼供不应求的市
场前景，于 2014 年牵头成立了平
坡街劝桥河弓鱼水产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带动 74 户贫困户由农
民变“股民”。

漾濞县在脱贫攻坚中强化党
建引领，在合作社里建支部。全
县 493 个党支部，共成立了 266 个
农村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以“党
支部+党员+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培
植了大泡核桃、林下中药材、平坡
弓鱼、李家庄苹果、秀岭玉香梨等
特色产业。

“党支部+龙头企业”——
产业扶贫“火力十足”

“在支部领路、龙头企业带

路下，依靠产业支撑，我们村去
年成功脱贫出列，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看到村民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富恒乡石竹村党总支书
记常暾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富
恒乡依托资源优势，引进了大理
俊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动村
民种植紫丹参，用“订单模式”保
障群众收益，走出一条规模化、
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路子。目
前已种植丹参 1860 亩，群众每亩
收入可达 4800-6000 元。

漾濞县还积极引进石门关旅
游开发公司、天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境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
企业，种植魔芋4100亩、天麻、重楼
等中药材 1250 亩，养殖黑猪 2000
多头，形成“一县一规、一乡一产、
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党支部+电子商务”——
农特产品化“土”为“金”

“这些是我们当地优质农产

品，核桃、天麻和紫色土豆，大家
看，这是琥珀核桃仁制作过程……”
淘宝店铺“大理彝家人”老板娘
丁秋累正在直播平台上向粉丝
推介漾濞农产品。“今年店铺成功
挤占双‘十一’主会场，当天仅核
桃干果网上销售量就达 15 吨，党
的十九大报告说要推动互联网
与实体经济融合，这对于我们发
展电商来讲是个千载难逢的好
机遇。”丁秋累对下一步的发展
充满信心。

近年来，漾濞县高度重视电子
商务发展，把电子商务打造成漾濞
产品走出去的便捷通道。目前，全
县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达 100 多
家，截至10月底电子商务销售额达
到2500万元。

随着 脱 贫 攻 坚 与 乡 村 建 设
稳步推进，漾濞县新农村面貌日
新月异，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
领下，人民正朝着美好生活阔步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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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加快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向公民、企
业和社会放权，进一步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给企业松绑，有力激发市
场活力。

祥云县持续在简政放权上
下苦功，精简审批事项，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下大力气取消和调

整原有的备案、登记、注册、认
定、换证类等行政审批事项，进
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工作，扎实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推动
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
转变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整合职权，简化办事环节和
条件，有效整合政府部门审批条
件相同或相近的行政审批事项，

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事
环节和条件，切实解决“办证多、
办事难”等问题,为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公平、可及的服务。

祥云县还有针对性地开展
监督管理工作，加快市场领域改
革，强化政府部门对市场监管领
域的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打破
市场封锁、激发市场活力。

祥云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近年来，永平县坚持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管理一张网，为了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2017年10月与
2012年12月相比，县城建成区面积增加1.65平方公里，达4.988平方公里；县
城建成区绿地率增长9.82%，达24.98%；县城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1.5
平方米增加到6.89平方米；城镇化率从30.42%增加到35.49%。

［通讯员 张 馨 摄］

“党支部＋”引领彝乡群众奔富路

朋友捎来一袋松子，吃百粒
而无一空子，与平日里“十粒一
空”形成鲜明对比，我问何故？他
说，这是“落水松”。松子是大家
都熟悉的坚果，是马尾松的果实，
立秋之后收获。可这“落水松”，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朋友解释，
把松子放入水中漂，浮在水面的
是空子和霉子，落在水面下的就
是芯实质好的松子，故名“落水
松”，我赞了一句“松品如人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好比是激浊扬清的“水”，巡
视巡察利剑出鞘，“四种形态”惩
贪治腐，漂出了鱼目混珠于党组
织的“空子”和“霉子”。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能力不断增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这样的
大国大党，“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
适应新时代需要有新思想，党员
就要有党员的样子，笔者认为，党
员要做“落水松”一样芯实质好的
干部。

做“落水松”式的好干部，要
把传达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政治任
务，系统学习、深入学习，带头领
会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要结合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存
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用理论指
导实践，找准解决问题的方案。

做“落水松”式的好干部，要
脚踏实地，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
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

做“落水松”式
的好干部

□ 汪洪金

□ 通讯员 张吉华 赵春荣

“今天，我们组织大家来到
生态大蒜种植基地观摩，就是要
大家学习大蒜生态种植的好经
验好做法，之后回去进行推广，
切实削减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入
洱海河流水质提升。”

11月24日，在洱源县千亩大
蒜生态种植工作现场会上，主持
人这样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强化洱海
保护治理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切
实管控好农业面源污染，洱源县

认真总结邓川镇旧州村千亩大蒜
生态种植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
法，探索出一套洱源独有的生态
大蒜种植模式，并积极在流域六
镇乡全面推广，树立洱源生态大
蒜品牌，既要让生态大蒜产业切
实增加老百姓收入，又要有效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入湖河流
水质，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赢”。
据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洱源县将着力抓好几个工作，一
是大力推广生态种植，积极探索
出一条适合洱源绿色生态农业发

展的新路子。二是因地制宜积极
探索适合地方实际的生态农业发
展模式，积极做好群众的宣传发
动工作，扎实推进农业生态种植
示范，切实转变农业产业发展方
式。三是加大库塘建设力度，并
积极探索尾水回用的模式，不遗
余力地做好农业灌溉尾水回用
工作。四是积极推广使用有机
肥，切实减少化肥施用量。五是
扎实推进节水减肥，不断细化节
水减排工作措施，扎实做好田间
管理，切实减少面源污染，不断提
升改善入湖河流水质。

为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洱源县推广大蒜生态种植工作现场会见闻

上接第一版
紧紧抓住产业发展这个脱贫攻坚
的“牛鼻子”，累计投入财政专项产
业扶贫资金1025万元，通过种植、
养殖、个体经营、传统手工艺加工等
到户补助，大力推广“党支部＋龙头
企业+贫困户”模式，切实拓宽贫困
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稳定脱贫。

为切实增强贫困群众增收能
力，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使村有
特色产业，户有致富门路，大理市
经过多方考察调研，结合各地的
自然、气候、种养习惯，在双廊镇

五星村发展集体标准化养鸡场、
奶牛和肉牛养殖264头、软籽石榴
种植118亩；在石块村通过与大理
广通茧丝绸公司合作，通过定价
收购方式进行桑蚕种养殖，种植
桑树3540亩，养蚕685张，建设蚕
房面积8528平方米；在伙山村种
植优质梨 15000 株、桑蚕种植 81
亩；在太邑乡者么村引进大理市
人间仙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
植车厘子235亩，在太邑乡己早村
种植辣椒55亩、莴笋110亩；在大
理镇与秀野、绿之康等专业合作

社签订协议，通过土地流转、入股
分红、就业扶持方式对镇内43户
贫困户进行扶持。

一项项送到家门口的项目
和技术，让众多贫困群众“心服
口服，无后顾之忧”，越来越多的
产业做起来了，越来越靓的新房
建起来了，越来越有希望的日子
美起来了……正如李万良所言，

“现在党的扶贫政策越来越好，
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有滋味，有
幸赶上这样的好时代，我们要知
福，更要惜福。”

本报讯（记者 陈耀 通讯员 王平）
记者 12 月 8 日从大理大学举行的
2017级留学生新生开学典礼上了解
到，今年大理大学又迎来173名南亚、
东南亚、非洲以及蒙古国留学生。

据大理大学国际交流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 173 名留学生主要来
自苏丹、蒙古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
索马里、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
巴基斯坦、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
缅甸等14个国家，大多数是到大理
大学的临床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文学院等接受系统专业学习的硕士
研究生、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本科
语言预备生和长短期语言生。

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
据，大理大学本科学历留学生人数
在全国两千多所高校中名列第 10

位，中国西部高校第1位。今年大理
大学的留学生招生在国别、数量上
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去年有了更
进一步的突破。

据悉，经国家批准，大理大学
现已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全球孔
子学院奖学金、云南省政府奖学金
等各类型奖学金授予资格院校。
开学典礼上，大理大学为 2017—
2018学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子
项目——优秀在校来华留学生”和

“云南省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颁
奖，共计 106.5万元人民币。此外，
大理大学还将自筹经费，每年拿出
人民币 50 万元，作为留学生校级
奖学金，鼓励更多的留学生来大理
大学学习，并帮助他们顺利完成
学业。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通讯员
王淑云） 12 月 9 日下午，2017 年
大理州青少年大中专组“奋进杯”
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暨校园啦啦操
精英比赛在大理护理职业学院拉
开帷幕。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副校
长杨丽宏及州级相关部门领导出
席开幕式。

本次比赛由大理州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由州教育局、州文化体育局、共青
团大理州委承办。

据介绍，2017 年，我州成功申

报了 48 所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成立了 120 个州级校园足球训
练基地，近15万名师生参与了校园
足球活动，这是我州足球工作的一
大跨越，为我州发展校园足球注入
了强大动力。

本次比赛至12月15日结束，共
有来自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大理护
理职业学院、大理技师学院、云南
建设学校、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等大中专
院校的7支代表队，共280余名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本次比赛。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12月9
日至10日，由州教育局、州科技局、
州科协主办，大理市巴斯机器人科
技中心承办的 2017 年大理州第三
届青少年儿童机器人运动创新大
赛暨第三届巴斯机器人运动挑战
杯比赛在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育
才二小举行。

大理巴斯机器人科技中心于
2014 年创办成立，经过几年的研
究，将国内外在青少年中风靡、先
进的各项智能机器人、科技类竞赛
引入、推广、实践及探究，再结合本
地的教学特色，自编创立了巴斯机
器人教育体系。2017 年大理州第
三届青少年机器人运动创新大赛

暨第三届巴斯机器人挑战杯比赛
选定主题为“环保、科技、创新”，本
次比赛通过机器人运动比赛，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及实践操作能力。

2017 年大理州第三届青少年
儿童机器人运动创新大赛暨第三
届巴斯机器人运动挑战杯比赛竞
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初中、高
中、中职学校），比赛竞赛项目包括
机器人创意赛、机器人常规赛、机
器人足球赛、机器人挑战赛、体育
科技模型（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车
辆模型）赛，共有来自我州部分县
市的30支代表队的300多名青少年
机器人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大理大学今年迎来173名留学生

全州“奋进杯”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暨
校园啦啦操精英比赛开幕

大理州第三届青少年儿童
机器人运动创新大赛举行

11 月 26 日，云龙县白石镇
松水村扶贫工作队员深入干松坡
组采集核对扶贫信息。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确
保各项扶贫信息精准，近日白石
镇党委对扶贫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再完善。连日来，省州县镇65名
扶贫工作队员取消双休日，放弃
州庆休息，再次深入全镇1129户
贫困户家中，记录其就业、收入、
子女教育、健康、困难、需求等情
况，为精准扶贫打下基础。

［通讯员 张艳霞 摄］

上接第一版
张瑞才就此次调研咨询活动

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在为期 5
天的活动中，专家们深入基层，深
入实践，每位专家都本着为大理
州委州政府、为大理 360 多万人民
负责任的态度，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大理各项重点工作和发展情
况，进行深入的调研，认真的思
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了强烈
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这次活
动水平较高、内容重要、成果丰
硕，下一步专家们还要继续进行
研究梳理，不断完善研究成果。
同时还要进一步抓好成果的运用
和成果的转换，使之成为推动大理

开放发展的强大动力，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大理州委州政府与专
家们加强联系，形成长期合作，为
促进大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
智力支持。

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靳汝柏，
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彭斌，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映苏，中
宣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教研部副
主任、研究员秦强，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
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周竟红，以及调
研组专家、学者，省委宣传部、省
社科联有关部门、州级有关部门
负责人，大理市、洱源县、宾川县、
祥云县、巍山县相关负责人等参
加论坛。

“云南社科专家大理行”
调研咨询活动圆满结束

大理市：农村致富有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