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第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州人民政府共收到州人大代表建议226件。按内容分类为：人事行政9件，占4％；经贸旅游23件，占10.2％；农业农村72件，占31.9％；文教卫生34件，占15％；国土建设74件，占
32.7％；内务司法14件，占6.2％。这些建议关注发展、关注产业、关注项目、关注生态、关注民生，针对性强、涉及面广、新问题多。既反映了州人大代表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又充分体现了州人大
代表对州人民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

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与州委、州人大常委会一道及时召开了代表建议交办会，对做好建议办理工作作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州政府全会、州政府工作会、州政府常务会多次对代表建
议办理作出安排。通过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州人民政府办理的226件代表建议已全部办结，其中，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采纳的有178件（A类），占78.8％；所提问题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29件（B类），占12.8％；所
提问题目前难以解决或留作参考的有19件（C类），占8.4％。在州人民政府督查室的大力支持下，本报选择部分建议及答复进行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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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别报道

关注加快发展热点 代表建议得到认真落实

本报记者 李 宝 云 霞 整理
相关资料由州人民政府督查室提供

○史建嫦代表提出：“关于给
予民俗旅游村镇项目支撑”的建议

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答复：民俗
旅游村镇，依托的是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相结
合的旅游产品，其主要载体包括特
色旅游小镇、民族特色旅游村寨、
特色客栈以及旅游扶贫村等，结
合各块工作情况，就建议内容进
行答复：

一、规划融合，推进民俗村镇
规范有序发展。一是在编制《大理
州“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大理苍山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大理州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过程
中，充分将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

措施和项目融入其中，注重把民俗
镇村纳入旅游景区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营销，提升景区对民俗
镇村的带动力。二是编制《大理州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目前已编制
完成规划初稿。

二、政策支持，保障民俗旅游
村镇的发展。2016 年 7 月，州委、
州人民政府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加
快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就
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政策和
项目支持，包括完善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条件、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打
造民族特色旅游村、特色旅游小镇
等方面，还配套列入了在“十三五”
期间新建 33个民族旅游特色村和

旅游古村落村寨项目、巩固提升
22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和旅游特
色村、实施 22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
项目、19 个自驾车房车露营地项
目。通过做好与国家旅游局等部
门的汇报对接，2014年，全州共有
92 个贫困村被国家旅游局、扶贫
办等 7 部委列为全国旅游扶贫重
点村。2015年，南涧德安村、宾川
萂村被列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
村。当前，我州共有 11 个特色小
镇入围国家、省级创建名录，有 5
个列为州级创建名录，我们将在
下一步工作中，分层次创建一批
特色旅游文化小镇。

三、项目支撑，推动民俗旅游

蓬勃发展。州级每年将民族特色
旅游村寨、乡村旅游点旅游厕所
等设施资金、节庆会展经费等项
目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对于每个
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省级部门整
合 150 万，州级配套 50 万，专项用
于村寨完善旅游设施，提升旅游
接待水平。截至目前，全州完成
了 15 个省级特色旅游村和 17 个
省级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的创建工
作，数量排在全省前列，先后累计
投入资金约 15 亿元，完成了特色
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绿化、美
化、亮化等项目，带动就业人数达
12万人。2016年，全州共 128个村
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
重点村，剑川弥井村、南涧德安村、
弥渡文盛街、漾濞光明村乡村旅
游项目列入 2016年度中央投资计
划，每村下达 100 万元，共 400 万
元，进一步完善旅游扶贫重点村
旅游基础设施。

四、基金发行，促进民俗旅游
村寨跨越发展。近期，我州着手组
建成立州旅投公司，并依托公司发
行旅游发展基金，现初步选定13个
项目作为第一批基金支持项目，基
金规模为 29.81 亿元，其中用于诺
邓古村、喜洲古镇等乡村旅游项目
的基金规模为9.31亿元。下一步，
将依托基金的发行，解决民俗旅游
村镇发展的资金问题，促进民俗旅
游村镇跨越发展。

五、宣传营销，提升民俗旅游
村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近年来，
我们特别重视州内民族节庆活动
的举办，每年都支持举办“三月街
民族节”“巍山小吃节”“雾本桃花
节”“鹤庆耍海节”“5·19中国旅游
日”主题活动，并组织 2017三月街
民族节大理好礼旅游商品展，开展

“大理号”文化旅游列车 12县市宣
传促销工作。通过对民俗节庆活
动的支持，提升民俗旅游村镇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周武军代表提出：“关于实
施洱海生态补水工程项目”的建议

州水务局答复：洱海保护治理
迫在眉睫，但单靠洱海流域的本区
水资源调节，无法实现水体良性循
环、生态系统改善的需求，引清水
入湖，通过水资源调配来补充洱海
环境用水，加快水体循环和水量交
换，来保护洱海水质，已刻不容
缓。为此，州水务局开展了《洱海
补水工程规划》编制工作。

一、规划主要建设内容：规划
范围涉及大理、剑川和洱源等县
市，其中剑川县和洱源县为水源
区，大理市为受水区。具体规划项
目包括：桃源水库工程、剑湖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海东生态灌溉工
程、洱海“清水回补”工程以及洱
海相关区域内的水源工程、河道生
态治理工程、河湖（库）连通工程等
项目。项目匡算投资77.69亿元，其
中：水源工程41.9亿元、引（调）水工
程 27.05 亿元、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5.66 亿元、湖库连通工程 3.08 亿
元。规划项目的各项工程拟分近
期（2017~2020年）、中期（2021~2025
年）和远期（2026~2030 年）三期实
施完成。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洱海
近期 2020 水平年全湖水质每年至
少 5 个月达到Ⅱ类水质标准，远期
2030 水平年全湖水质全年稳定达
到Ⅱ类水质标准的目标。

（一）桃源水库补水工程：在
漾濞江上游黑潓江支流桃源河上
建大（2）型桃源水库，在漾濞江干流
观音庙处建引水枢纽，以 14km 左
右隧洞自流引水进入茈碧湖附近，
替换海西海、茈碧湖水库灌区用水
补给洱海。同时，桃园水库+剑湖
出口引水、桃园水库直引、弥沙河
引水等方案也在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最后择优选择最佳方案建设。

（二）剑川县剑湖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项目：主要在剑湖流域实
施8个工程，金龙河二期治理工程、

金凤河至剑湖连通工程、永丰河向
前段治理工程、海尾河治理工程、
石狮子河治理工程、玉华小流域治
理工程、剑湖清淤扩容工程、剑湖湖
堤修复工程。同时，深入研究解决
剑湖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结合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剑湖水环境。

（三）海东生态林业灌溉工程：
主要任务是洱海东岸面山人工造
林6.2万亩的灌溉以及海东开发区
3.2万亩的绿化。

（四）洱海“清水回补”工程：拟
在洱海出口大关邑附近建泵站提
水后，由南向北设管道沿环湖路经
大理镇、银桥镇、湾桥镇、喜洲镇后
转向东，终点位于双廊镇的青山
村，补水管道全长76km。

（五）其他工程：三库连通工程，
在上游的剑川、洱源建设一批水源
工程，增强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

二、规划进展情况：目前《洱海
补水工程规划》已经八届州委常委
会第13次会议审定印发，并根据会
议要求成立了洱海应急补水项目
建设指挥部，统筹洱海补水项目的
实施工作。截至2017年7月30日，
桃园水库补水工程可研阶段勘测
设计单位的招投标工作正在准备
当中；剑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
规划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海东生
态林业灌溉工程的可研已编制完
成；洱海“清水回补”工程的论证工
作已基本完成；三库连通一期工程
已完工并通水，二期工程正在编制
实施方案；剑川大干场、洱源凤羽
河、洱源草海子等一系列骨干水源
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待桃园水库补水工程勘测设计
单位确定后，将加快推进《黑潓江上
游段流域综合规划》及《引水改善
洱海水生态环境效果研究》《洱海
水位运行调度方案专题研究》《洱海
流域及相关地区水资源配置专题
研究》等相关专题的研究工作，快
速、高效推进剑川向洱海补水项目。

○马杰代表提出：“关于加强
城乡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与应用”的
建议

州公安局答复：大理州各级公
安机关依托“一圈六网”建设，进一
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其
中视频监控网作为“六网”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其作为技防建设的
重点，积极开拓创新，全州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建设应用工
作成效明显。

一、以贯彻落实《云南省公共
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规定》
为契机，全面推动全州视频图像监
控系统建设。截至2016年11月，全
州共投入 7000 多万元用于公共视
频监控和卡口建设，共建成公共视
频监控摄像头8516路，其中高清摄
像头占比达85%以上，州县两级公
安机关均建成视频专网和视频共享
平台，超额完成省政府、省公安厅下
达的三年建设任务。建成治安卡
口130套，314台摄像头，每月抓拍
上传机动车数据 1800 多万条。随

着视频监控面的不断扩大，卡口和
视频监控综合深入应用，仅2016年
一年，全州利用卡口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协助破获刑
事案件近1500起，协助查处治安案
件1700多起，为全州社会治安防控
和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二、提质增点，打造视频图像
监控体系升级版。2017年，州公安
局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网
共享、注重实效”的要求，进一步推
动各县市加大视频监控覆盖，在全
州50%以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集镇
开展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同
时，州县公安机关投入200多万元，
建设“大理州车辆特征信息分析平
台”，建成后可有效解决涉案机动
车辆采用遮挡号牌、套牌、不悬挂
号牌等手段妄图逃避公安机关打
击的问题。开展动态人像系统建
设，按照省级规定，在州局建设视频
图像数据库，2017年内要求每县市
公安局安装或解析10路人脸图像采
集设备。

○李丽萍代表提出：“关于制
定出台《全州农田合理施肥实施办
法》”的建议

州农业局答复：科学合理施肥
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是促
进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
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技
术措施。自 2006年洱源县列为中
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示范县
开始，到 2009 年全州 12 县市全部
开展实施中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
项目，已累计投入中央资金2885万
元，省级资金 212万元。截至 2016
年，全州累计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
肥面积达2500多万亩，平均亩节本

增效达 50 元以上，总增收 125000
多万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由于面广量大、种植结构复
杂、农民意识不强、缺乏资金、技术
专业性强等原因，测土配方科学施
肥技术的深入开展和推广应用仍
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问题。目前，
农业部和云南省均未出台农田合
理施肥实施办法，大理州单独制定
出台全州农田合理施肥实施办法
也十分困难。下一步我们将从几个
方面积极深入开展和推广应用测土
配方科学施肥技术，促进全州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持续发展。

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加
强对测土配方科学施肥技术工作
的组织领导，根据全州不同区域、
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土壤、不同作
物，积极组织制定和发布全州农作
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指导全州农
田科学合理施肥。

二是制定政策引导，保障资金
扶持。政府部门安排专项资金给
予扶持，引导规模种植和发展高效
农业，在配方肥、专用肥、生物肥等
应用上进行补贴，提高农作物施肥
效益，以促进科学合理施肥技术的
推广应用和农业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宣传培训和技术指

导。积极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
大力宣传科学合理施肥技术，组织
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进行宣传
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广大农民群
众科学合理施肥意识和应用技术。

四是加强农企合作。加强农
业部门与肥料生产企业的有效合
作，生产出适宜不同区域、不同土
壤、不同作物的配方肥、专用肥等
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增产增
效、农业持续发展。

五是加强科学合理施肥技术的
试验研究。各级土肥部门要加强科
学施肥技术的关键技术研究和试
验示范，解决科学施肥技术难题。

○李莲珍代表提出：“关于加
强偏远山区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
置教师”的建议

州教育局答复：山区教育点多
面广、基础薄弱、质量不高，是全州
教育工作的短板和制约边远山区
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瓶颈”。近
年来，大理州教育局始终坚持把山
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全州教师队
伍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提升队
伍素质，促进教育公平为突破口，
紧 扣 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5-2020 年）目标要求，创新机
制，狠抓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拓宽山区教师补充渠道，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一是加大考试招聘力度，2011
年以来，全州共考试招聘教师1600
名，其中乡村、山区教师占到当年
招聘总人数的 80%以上。二是大
力实施“特岗计划”，2011年以来，
全州共招聘“特岗教师”2741名，绝
大多数“特岗教师”三年期满后经
考核合格都转录为在编教师。三
是积极做好紧缺学科教师招聘工
作，特别是山区学校音乐、体育、美
术、英语和计算机学科教师招聘力
度，努力按国家课程标准开齐开足
各学科课程。2011年以来，全州共

考核招聘教师1339名，紧缺学科教
师占到了50%以上。2016年11月，
还专门针对乡村和山区学校补充
招聘了音乐、体育、美术、英语和计
算机学科教师94名。

二、提高山区教师待遇，增强
职业吸引力。

一是全面实施乡镇工作岗位
补贴，截至2017年5月，全州24458
人享受补贴，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4.66 亿元。二是积极落实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截至2017年5月，全州24000多
人享受该政策，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近1.6亿元。三是坚持职称评聘向
乡村教师倾斜，2015年以来，全州
评聘中、高职教师 5571名，其中乡
村教师 4498名，占 80.7%。四是加
大山区教师住房保障力度，“十二
五”期间，全州新建教师周转房
3800 多套，有 2667 名教师入住政
府提供的公租房，238名教师入住
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7421名教
师入住公用其他住房。“十三五”期
间，全州拟新建教师周转宿舍4350
套。五是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
2015年，州政府对连续在乡村从教
20 年以上的 12297 名乡村教师颁
发了荣誉证书，增强了乡村教师职

业光荣感和从教责任感。
三、加大山区教师培训，提升

教师能力素质。
一是严格执行 5年一周期、不

少于360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不断
提升山区教师专业化水平。2011年
以来，先后组织中小学教师履职晋级
培训等各类培训196782人次，小学、
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
别达99.07%、99.69%、98.33%。二是
积极争取财政保障，州政府每年安
排50万元的中小学校长、教师专项
培训经费。三是建设州、县、校三级
教师培训网络。四是充分发挥 16
个中小学教师学术工作站、19个名
师工作室的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城
乡学校结对帮教、名师送教下乡等
活动，不断提升山区教师专业素养。

四、推进城乡教师交流，增强
队伍整体活力。

按照国家、省的意见，推动县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推动优秀

校长和骨干教师到农村学校、薄弱
学校任职任教并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2016 年以来，全州 12 县市义
务教育学校校长交流轮岗 265人、
教师交流轮岗2169人，着力缓解山
区学校教师配备难、教学质量提升
难、教师流动难的问题，增强了教
师队伍整体活力。

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加强督
促检查，集中精力抓好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 年）的贯彻落
实，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做好新一轮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核定工作，充分发挥编制在教师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继
续落实教师考录、教育培训、提高
待遇、职称评聘等政策，为山区学
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
加大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健全
完善交流轮岗工作机制，确保教师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为均衡
配置教师资源提供制度保障。

○段碧波代表提出：“关于大理
市古城增设立体停车场”的建议

大理市人民政府答复：随着
大理古城旅游业的发展，“停车难”
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每天约有
1.4 万辆机动车在大理古城通行。
由于古城内道路狭窄，大量机动车
在古城内行驶，拥挤不堪。交通拥
堵情况已呈现出由早晚高峰向平峰
时段蔓延，由点、段向区域性扩展，
由节假日向工作日、由旅游旺季向
平时延伸的新态势。

目前，大理古城共有各类停车
场 62处，泊位总数为 2032个（包括
路边划线停车位700个），分布不均
匀，设施简陋。一到节假日及旅游
旺季，私家车大量聚积，现有停车泊
位难以满足停车需要，古城区交通
拥堵和“停车难”问题已成为制约旅
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

根据我市交通解堵“三年行
动”计划，大理古城相继完成了一
塔路（31旅）停车场、双狮路延长线
以北停车场及大理变压器厂水景
工程北侧停车场场地平整工作，安
装交通标示标牌，三个停车场可
同时停放 660辆车，已于 2016年春
节前对外开放。2017 年三月街民
族节前，又相继完成了洪武路白
龙庙停车场、双狮路洪家村临时停
车场、214线红山茶停车场、南水库
停车场平整建设，新增停车泊位
2000个。

此外，拟于年内启动变压器厂
停车场、西门停车场 2 座立体停车
场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有效缓解
大凤路西门段与周边的道路拥堵状
况和停车难问题。目前2座立体停
车场已完成地勘，风评，可研等工
作，将尽快启动实施。

实施洱海生态补水工程

加强城乡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与应用

大理古城建设立体停车场

支持民俗旅游村镇项目

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的老人手工制作白族扎染。 （本报资料照片）

推动全州农田合理施肥

加强偏远山区教师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