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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17 年以来，巍山县切实把法
治创建工作作为依法治县工作的重
要内容和有效载体，扎实开展法治
创建活动。在创建工作中，涌现出
了一批管理制度健全、全面依法履
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的先进典型。

为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巍山
县委依法治县办和县法制局命名县纪
委、县检察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4个单位
为“法治单位”；县委依法治县办和县
教育局命名大仓镇翠峰中学、马鞍山
乡马鞍山中学、南诏镇为民小学、
庙街镇盟石小学等4所学校为“法治
学校”；县委依法治县办和县工信局命

名巍山供电有限公司为“法治企业”。
同时倡导全县各级各部门要以

受表彰的单位为榜样，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善于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
式解决问题，勇于创新，大胆实践，
让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法治创建活
动带来的成果，为推进法治巍山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巍山县把法治创建活动作为依
法治县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指标一
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考评。制定
下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创建活动的
实施意见》明确了创建目标、创建任
务、创建要求；制定下发了《巍山县

法治单位、法治企业、法治学校创建
考评标准》，明确了创建重点、检查
考评标准。通过层层教育动员，提
高广大党员干部对法治创建活动的
思想认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于法治创建。各部门结合各自
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把法治精神、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机融合到各
项具体工作中，深入开展多形式多
领域法治创建工作，经单位申报，相
关主管部门推荐审核，县委依法治
县办和相关主管部门按创建标准严
格考评后，对以上9个先进典型予以
命名表彰。

（巍山依法治县办 供稿）

为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
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农村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
律素质，以法治建设助推全县脱
贫摘帽，近日，鹤庆县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法治扶贫”专项行
动。此次“法治扶贫”专项行动
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县
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任组
长，领导小组下设9个工作小组，
具体负责全县 9 个乡镇的“法治
扶贫”专项行动工作。

此次专项行动以创建平安
鹤庆、法治鹤庆、幸福鹤庆为目
标，围绕“弘扬正气、治理陋法宣

传教育、及时排查调解矛盾纠
纷、依法打击惩治违习、调解纠
纷、打击违法”为主线，采取多种
形式加强农村普法行为，进一步
提高农村法治管理水平，加大农
村普法力度，动员群众参与和支
持精准扶贫工作，为全县打赢精
准扶贫战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2017年12月23日上午，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鹤庆县“法治扶
贫”专项行动方案》，部署了当前

“法治扶贫”的工作任务，研究了
工作措施及工作方法。会后，9个
工作小组随即分赴各乡镇开展工

作，各工作小组纷纷深入各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中，耐心向群众
宣传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与群众谈心，详细
了解群众的困难，对扶贫攻坚的
满意度，赡养老人等情况，对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认真开展宣传教
育，积极引导他们自立、自强。

（鹤庆县委依法治县办）

巍山县扎实开展法治创建活动 鹤庆县开展“法治扶贫”专项行动

上接第一版
把党建工作融入脱贫攻坚的

各项工作中。结合镇乡村两级换
届工作，配齐配强干部队伍，精准
选派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到贫困
村和重点村开展扶贫工作。投入
100万元扶持资金，以集体林地、集
体资产盘活、入股分红等方式，实
现所有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脱壳

增效”目标，17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
收益均已达到1万元以上，其中茈碧
湖镇哨横村已突破 10 万元。整合
3000多万元资金，持续加大基层党
组织活动阵地建设力度，建成 104
个活动场所，实现10名以上党员或
200人以上人口的村民小组活动场
所全覆盖，真正实现了脱贫攻坚与
基层党建“双推进”。

洱源县抓党建攻脱贫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州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着力从制度保障、机制完善、法
规订立、措施落实、工程建设等各
个方面统筹施策，全州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新突破。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取得新突
破。成立了大理州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统筹推进全州生态文明建
设。“三清洁”工作形成制度化、常
态化。地方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制
定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
理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
护管理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
海西保护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
湿地保护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大理白族
自治州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大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大理白
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大理白族自治州旅游条例》等单
行条例，大理州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大理州乡村清洁条例》颁布施
行。编制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主体

功 能 区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
（2016-2030 年）（送审稿）》《生态
州建设规划》等一批规划。实施
了领导干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强力
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
偿、生态保护法规等关键性制度
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全民生态文
明意识显著提高。

空间开发格局取得新突破。着
力构建“一极带动、多点支撑”的城
镇化格局、“五区奠基、十片竞相”的
农业发展格局、“一核主导、两翼屏
障”的生态安全格局、“点区镶嵌”的
自然文化资源保护格局，积极争取
国家主体功能区试点示范建设，严
格实施生态红线管理，“多规合一”
工作稳步推进，以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标兵统领大理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科学、集约、高效的
空间开发格局逐步形成。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
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向开放型、创新
型和高端化、信息化、绿色化转变，
大理市列入国家促进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五网”建设不断加快，依
托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
产业，推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循
环型工业、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科学制定了水资源利用规划，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
地制度，切实加强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和综合利用。“十二五”期间，单
位GDP能耗平均下降4.3%，累计下
降21.49%，超额完成省下达的责任
目标。2016 年全州三次产业比例
为21.1:38.3:40.6，结构进一步优化。

生态环境治理质量取得新突
破。全州生态环境总体稳中向
好。全面实施了洱海保护治理“十
二五”规划、“2333”行动计划，深入
推进“四治一网”，扎实开展“三清
洁”环境综合整治。正在全力实施
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生态建设“十
三五”规划，大力开展洱海保护治
理“七大行动”，保护洱海一系列扎
实有效措施正在着力推进。洱海
治理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
再到“生态之治”转变，洱海水质连

续9年保持在Ⅱ类和Ⅲ类，主要入
湖河流水质明显改善，洱海流域成
为贯彻落实“水十条”的样板。森
林覆盖率达 60.81%，高于全省 1.5
个百分点。林木蓄积量达1.07亿立
方米，湿地总面积近91万亩，位居
全省第二。全州高等植物有 3643
种，野生动物有495种，州级以上自
然保护区有29个，国家森林公园有
5个，滇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
多样性宝库更加巩固。空气环境质
量保持良好，2016年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达99.7%。

生态州建设取得新突破。苍山
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剑川、洱源、
南涧、漾濞、永平、巍山等 6个县列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示
范区，大理市创建为国家园林城
市，创建省级园林县城 7 个，大理
市、洱源县、剑川县创建为省级生
态县市，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4
个、省级生态乡镇 75个、州级生态
村 798个，创建省级“绿色学校”54
家、“绿色社区”24家、环境教育基
地 3家。

我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通讯员 杨欣 熊贵才）

1月 5日，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
长彭斌到漾濞县调研媒体融合发展
工作。

彭斌强调，新闻媒体要认真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正确
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小康
提供强有力地舆论支持。

彭斌要求，新闻媒体要坚持党
管媒体、党管舆论，体现党对媒体的
全面领导；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
中心工作，为地方发展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要抓好队伍建设，办好传统
媒体、办活新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

彭斌到漾濞调研媒体融合发展工作

标 题 新 闻

●1月 5日，州政府副州长傅希到洱源县调研
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兴祥）
近日，宾川县人民政府与浙江永达
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签订5亿元合作
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为“云南永达电
力实业有限公司电杆铁塔及电力设
备生产项目”，项目选址在宾川县工
业园区山地片区，计划投资人民币

5亿元。项目建设周期为4年，分三
期投资，一期概算投资 1.5亿元，建
设用地55亩，计划于2018年6月30
日前完成电杆及配套产品生产线建
设；二、三期建设用地 100 亩，投资
不低于3.5亿元，计划于2020年7月
30日前完成管桩、PE管及配套产品
生产线建设。

宾川与浙企签订 5亿元合作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淑凤） 2017
年，南涧县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三品
一标”认证管理工作，推进全县农产
品质量安全。

加强农产品“三品一标”监督管
理，共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监督
管理2期，分别与云南土林茶业有限
公司、南涧县凤凰沱茶厂、云南大理
华庆茶业有限公司、南涧县黑龙潭
茶厂、南涧县银溪生态绿茶制品厂、
南涧县罗伯克茶场等10家企业签订
了《南涧县“三品一标”质量承诺书》

《南涧县“无公害农产品企业”内检
员责任书》《南涧县“绿色食品企业”
内检员责任书》；积极推动县内农产
品生产企业开展“三品一标”认证，
年内有1家企业（云南一行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3个农产品通过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地理标志

产品 2 件（南涧绿茶，无量山乌骨
鸡），有 2个企业（南涧县无量朝武
泡核桃生产专业合作社、云南一行
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4 个产品
通过了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有2个企业（南涧县黑龙潭茶厂、南
涧县凤凰沱茶厂）8 个产品通过了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有9个企业（云
南土林茶业有限公司、南涧县红云
核桃加工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南涧
沃南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云南大
理华庆茶业有限公司、南涧县黑龙
潭茶厂、南涧县银溪生态绿茶制品
厂、南涧县罗伯克茶场、斯须乐茶场、
俊仲号商贸有限公司）通过了有机
农产品认证。

南涧强化农产品“三品一标”
认证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2017年，巍山县结合省级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把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
的民生工程来抓，大力实施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

加强资金争取，确保项目资金
保障到位。2017年，巍山县共争取
到上级棚改专项资金补助 3750万
元、基础设施配套费 7900万元，同
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争取到农发
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 15
年中长期贷款 22500万元，现已放
款 10000万元；完成通过州级融资
平台打包向邮政储蓄银行贷款 2.3

亿元的申报工作。制定出台《巍山
县棚户区改造贷款管理暂行办
法》，按最高 10万元、年利率 5%对
改造户给予信贷支持；依据棚改相
关政策规定，最大范围地减免各项
税费。2017年共在南诏、大仓、庙街
三个镇实施了棚户区改造998户。

调整改造方式，推进棚改货币
化安置。2017年，根据省州关于推进
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有关要求，巍山
县立足巍山古城保护和集镇开发
建设，逐步调整改造方式，积极探
索棚改货币化安置，完成了大仓漾
林片区 40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
作；结合巍山古城保护，编制专项

货币化安置项目可研，启动巍山
古城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
第一批将巍山古城核心保护区内
雷祖殿街公安局宿舍、月华街国税
局宿舍、上水坝街电信公司宿舍、
文化巷邮政局宿舍、丁家巷住建局
宿舍、华兴北路邮政局宿舍等 6个
老旧居住小区和部分格局完整、有
一定保护利用价值的民居古院落
列入了房屋征收范围。

推动项目建设，改善基础设
施条件。先后完成了县城开南村
路、陈家庄路、梅香巷、菊家巷、里
香巷、孙家巷延长线、崇化巷、弥陀
寺巷、油巷、姚家巷等道路改造项

目；完成公厕建设 4 座，正在建设
2 座；县城菜秧河河道治理项目、
滨河路一期、环城南路（滨河路
二期）、南外街、柳邑村路、华兴
街和文新街人行道等项目建设
和改造正在实施；庙街镇振兴南
路南段、牲畜交易市场、农贸市
场道路改造已完成，河北东路、振
兴北路等 10 条道路改造已开工建
设；大仓镇大村路、文东路等道路
改造和大仓河河道治理等项目
已 完 成 ，大 仓 老 街 建 设 正 在 实
施。全县 2017 年累计完成棚户
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6500
余万元。

巍山加快棚户区改造提升人居环境

深山彝胞迁新居
从洱源县三营镇白草村委会东山村整体搬迁至该镇永乐村委会野鸡村的8户彝族同胞的新居。
东山村地处深山，距村委会10多公里，当地彝族同胞世代游牧为生，住的都是土墙房、垛木房。由于山

高坡陡，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制约了当地彝族同胞生产生活的发展。为彻底解决东山村“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的问题，三营镇将东山村8户29名游牧彝族同胞整体搬迁至交通便利、耕地较为集中的永乐村委
会野鸡村，按户均13万元的标准，筹资104万元新建8套砖混1层安居房，并按照5万元/户的县级配套资
金，投资40万元建设基础设施。安居房按照传统的彝族风格规划，每套主房建筑面积58.5平方米，做到厨
卫入户、人畜分离，水、电、有线电视、宽带全部到户，每户还预留150平方米菜地面积作为续建空间。同时，
实施多项产业帮扶措施，让彝族同胞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通讯员 樊娇艳 皋元曦 杨荣英 摄影报道］

□ 特约记者 李武华

“以前进村的路太难走，我们只
能把农产品背到集市上卖，现在进
村公路拓宽了，可以用车子把农产
品拉出去卖，方便多了！”说起去年
扩修的进村公路给自家带来的便
利，弥渡县寅街镇勤劳村委会天目
山村贫困户毕泽光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他家去年光是卖农产品的收入
就有1万8千多元。

天目山村地处深山之中，有
59 户 236 人，是一个贫困自然村。
过去，村子与外界连通的唯一道
路是该村群众 1998 年出义务工修
建的毛路，路面宽 3 米，通行能力
低，交通不便成为群众脱贫路上
的一道关卡。2017 年 4 月至 6 月，
天目山村实施了投资 30 万元的自
然村道路改造扩建项目，把 6 公里
长的进村道路由原来的 3 米宽扩
到 5 米，并平整了路面，群众出行
安全便捷，农特产品运输不再是
难题。

据了解，在脱贫攻坚中，弥渡县
把改善贫困村出行条件作为重要的
工作来抓，积极打通群众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为群众脱贫致富创造
条件。2017年，该县实施了一批自
然村村内道路硬化提升项目，全县
20 户以上贫困自然村村内道路硬
化实现全覆盖；投资 3077万元实施
了村组扶贫公路提级改造以奖代
补项目，提级改造自然村公路 180
条、663公里。

修通脱贫路
村民好致富

近日，宾川县金牛镇镇村干部到仁和村委会石榴村协调解决危房改造
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017年，金牛镇认真落实脱贫攻坚惠民政策，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
求，采取“一户一档、一户一策”的办法，在全镇精准识别并及时启动818户
的危房改造工作，严把工程建设进度关和施工质量关，确保今年春节前让群
众搬出危房住上安全房。 ［通讯员 沈洪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