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新闻编辑部主办
2018年6月11日 星期一 电话／2121545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1版责任编辑／王 丽 2版责任编辑／赵志坚 终校／李文红

综合新闻

宾川打好“组合拳”
推 动 国 土 绿 化

为总结土地流转和烟农增收工作，
推动全州 12个县（市）土地流转和烟农增
收工作全面深入开展，6 月 4 日，大理烟
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各县（市）局（分公
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开展土地流转暨
烟农增收观摩交流会。省局（公司）烟叶
管理处、红云红河集团、红塔集团大理卷
烟厂领导及相关人员到会指导。州局
（公司）书记、局长、经理作讲话，分管副
经理作报告。

与会人员观摩了大理市海西土地流
转核心烟区和烟农增收灯盏花育苗情况;
观看了州局（公司）和祥云县、巍山县、洱
源县、剑川县、弥渡县土地流转和烟农增
收专题片;总结了全州推进土地流转稳定
核心优质烟区和烟农增收工作。相关单
位领导对大理州局（公司）的相关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会议指出，大理州十分重视土地流

转和烟农增收工作，构建了二元增收新
格局，确定了土地流转规划目标，探索出
三种土地流转模式，采取三种种植经营
模式，研究配套了土地流转十项扶持政
策，不仅率先实现了核心烟区土地流转
全省第一家落地运行，红塔银行在全省
范围内第一家贷款给烟农合作社，也实
现了与洱海保护治理的有机融合。

会议要求，坚持市场化、规模化、专
业化的发展方向，以土地流转为抓手，探
索创新烟叶原料保障和烟农增收工作新
机制。一要建立土地流转先行示范区。
在持续推进大理市海西土地流转的基础
上，做好祥云、巍山、洱源等县核心烟区
规划流转工作，各县要在 8月份前系统规

划好流转土地前作种植；二要以品牌需
求为导向，创新深化工商合作，构建核心
烟区原料保障新机制；三要推行绿色生
产方式，努力打造烟叶绿色发展新典范；
四要统筹烟叶产业与非烟产业发展规
划，形成以烟叶产业为基础、非烟作物为
补充的多元产业发展体系，提高烟田土
地产出率和设施综合利用率；五要搭建

“一园两中心”创新平台, 探索经营合作
模式，健全技术培训、金融服务等工作机
制，为土地流转和烟农增收工作提供基
础保障。 （邹文凤）

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牢固树立
“三分种，七分管”的思想，突出工作重点，
狠抓科技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烤烟中耕管
理工作。

重心转移。移栽结束后，南涧县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及时转移工作重心，分组
对移栽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核查移栽面积，
全面掌握移栽规格、质量等情况，按照中耕
管理方案，组织烟农做好查缺补塘工作，确
保大田烟株长势的整齐度，提高片区烟株
的整体性。

包保到位。加强领导、分片包干，责任
到人，确保每一片区有技术员指导促进烟
株早生快发。

防控精准。加强以野火病、两黑病、病

毒病、烟蚜等病虫害为主的统防统治工作，
并根据“干长根、湿长叶”的烟株生长规律，
按“预防为主，综合统防统治”植保方针在
全县掀起病虫害防治高潮，把病虫害控制
在经济损允许的水平之下，达到高效、优
质、安全、低成本、低危害的目的。

注重管理。加强肥水管理，结合南涧
山地红花大金元烟株长势、地块肥力、移栽
密度及气候条件等情况组织烟农合理追
肥，提高施肥效率；做好堤沟防涝工作，要
求烟农疏通烟田边沟、腰沟，切实做好防涝
工作，减少灾害损失。

目前，南涧县大田烤烟中耕稳步推进，
烟株长势良好。

（饶华松）

大理烟草专卖局（公司）召开土地流转暨烟农增收观摩交流会 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稳步推进烤烟中耕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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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佳燕 吉正红

“亲家，你帮我大忙了，女方终
于答应和我交往，今天我宰一只
鸡，晚上来我家喝一杯！”5 月 18
日，漾濞县太平乡罗士登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习志龙，一大早就接到
挂钩户李正松的电话。挂掉电话
后，他朝村委会门外的百货商店走
去，买了看望亲家的烟和酒。

打亲家是彝乡的一种传统习
俗，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一种
方式，两家儿女联姻的是“真亲
家”；一方儿女拜寄给另一方，或
是互相之间关系密切的打的是

“干亲家”。
2016年 4月的一天，习志龙第

一次来到李正松家走访，李正松连
正眼都没看他一眼。几番谈心交
心后，李正松终于开了口：“我吃的
住的都有了，现在就缺一个媳妇，
你能帮我解决吗？解决不了，其他
的就不谈了！”回忆起那次走访，

习志龙记忆犹新。
随后，习志龙从村干部那里取

经，买了只大公鸡，带上两瓶酒，
再次走进李正松家。杀鸡、拜祖
宗……仪式过后，习志龙正式和
李正松打成了“干亲家”。

不“打”不相识。自从打成
亲家后，两人感情一天比一天升
温，再往后，不管是在核桃树下，
还 是在田间地头 ，都 能 看 到 他
们 俩 亲 家 一 起 劳 动 、一 起 闲 谈
的身影。

“亲家，要想致富还得扩大产
业，生活富了娶个媳妇也就不难
了。”眼看着年近40的亲家还单身，
家中的收入仅靠2亩薄地和一个不成
规模的“养猪场”，习志龙跟李正松
谈 起 了 扩 大 生 猪 养 殖 的 想 法 。
想法是好，可资金不足，人手不够，
李正松不置可否。

2016年 6月的一个早上，当得
知政府有新的扶贫政策下来后，
习志龙与亲家再次谈起扩大养猪

场一事，通过一夜的长谈和对比分
析后，李正松采纳了亲家的意见。

说干就干！李正松在政府贴
息贷款、产业发展扶贫资金的资助
和亲友的支持下，筹集到了35万元
资金，在原有的基础上，盖起了占
地 3 亩、可存栏 200 头的标准化养
猪场。

然而，不到半年，由于对疾病
防治知识的淡薄，李正松的养殖场
突然暴发疫情，习志龙得知情况
后，立即帮助亲家跑往相关部门请
求帮助，县农业部门获悉后，第一
时间安排专家到现场救治，将养殖
场损失降到最低。

2016年的惨痛教训，让李正松
明白，养殖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于
是他接连6次向周边养殖大户学习
取经，还买来书籍自学养殖知识，
慢慢地李正松爱上了养殖，还成了

“土专家”。2017年在畜牧部门专
家的技术指导和自己的潜心管理
下，毛收入突破8万元，仅肥猪存栏

就有138头。也就是在该年，李正松
摘掉了贫困帽子，光荣脱贫。

收入增多后的李正松日子越
过越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
心，房子也装修得漂漂亮亮，在亲
家的牵线下还谈上了女朋友，俩人
相约年底结婚。

时下，在漾濞县，3000 多名挂
钩帮扶干部职工中，像习志龙一样
和帮扶对象打成“干亲家”的人还
有很多。他们通过这座桥梁纽带，
和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当
好群众产业发展的引领员、做好政
策措施的宣传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引领着一户户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扶贫路上好“亲家”

各州市转办统计
（截止时间：2018年6月8日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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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11日至 17日为
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

“节能降耗，保卫蓝天”。6月 13
日为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是

“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碳
行动力度”。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践行循环利用的资
源观，现特向广大干部职工发出
倡议：

节能降耗，争做节约表率 ；
保卫蓝天，践行低碳生活 。节
约能源资源人人有责、人人尽
力、人人可为、人人共建、人人共
享，珍惜身边的每一分资源，尽
自己所能节约每一点能源资源。

一是开展绿色办公行动，推
进示范单位建设。严格执行节
能环保产品强制采购制度；严格
执行空调设定温度夏季不低于
26度、冬季不高于 20度的规定；
推广办公电子化、无纸化，减少纸
质文件印发数量，倡导采用视频
会议方式，营造绿色办公环境。

二是开展绿色出行行动，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大力倡导

“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提倡
每周少开一天车，停车等待时熄
火，减少油耗；提倡使用新能源
汽车；提倡骑自行车、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

三是开展绿色资源行动，推
进资源再利用。提倡废旧物品
分类收集、处理；提倡废旧计算

机、打印机、电池、灯管等无害化
处理；提倡餐厨废弃物、报纸、饮
料瓶、包装物等资源化利用；提
倡废旧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等循
环综合利用；自备布质购物袋，
减少使用一次性碗筷、一次性用
品，抵制过度包装商品。

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已成为
全球共识，节约能源资源需要每
一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的付
出。让我们齐心协力，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为建设节约型机关、建设节
约型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大理州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理州机关事务管理局

“节能降耗，保卫蓝天”倡议书

5月27日，巍山县五印乡新民村高山彝族群众正在家里晾晒野生香菇。雨水过后，巍山县五印乡野生香菇
开始进入生长时期，当地群众纷纷走进大山抓紧采收野生香菇，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目前，该县实施森林管护226.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0.27%，实现林业总产值14亿元。［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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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形成合力，带动村民发
展，2011 年，赵如灿等人牵头成了
挖色村香葱专业合作社，从市场信
息、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为社员
提供“一条龙”服务。如今，合作社
的社员已发展到 200 多户，“抱团
取暖”的方式让大家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大大增强，合作社生产的香
葱远销省内大、中城市。2016 年 8
月，为更好地发挥合作社党员的
作用，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赵如灿
和合作社另外两名党员成立了挖
色村香葱专业合作社党支部，除
了合作社业务工作外，支部党员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学习党的
方针、政策。

“支部成立后，我们的目标更
清晰，方向更精准了，那就是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从群众利
益出发，服务‘三农’……”赵如灿
说，党支部成立后，大家干劲更足

了，经支部倡导，现在合作社的香
葱种植户清洗香葱都到指定的场
所，以往在河里洗葱、不时乱扔垃
圾的行为已经不见了。为更好地
引导社员发展生产实现增收，这几
天，赵如灿等人正与昆明一家公司
协商，打算引进甜豌豆种植，尝试
多元化种植。

记者了解到，与挖色村香葱
专业合作社一样，挖色镇非公经
济组织纷纷成立了党支部，并在
党建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大理市玫瑰产业扶贫基地内，
一栋钢架房已经落成，负责人杜
庆宝告诉记者，那是建设中的支
部活动室；东道农业产业有限公
司党支部目前已申报为大理市

“两新”党组织党建规范化建设示
范点，现已完成规范化建设……
全镇现有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 6
个，实现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全覆
盖，共有党员 24名。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兴祥）
近年来，宾川县整合农、林、水等部
门力量，按照引水上山、乔木类农
业生产布局上山的思路，实施退耕
还林、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推动造
林绿化工作取得新成效。

水务部门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机遇，按照“水利先行”
的思路，通过政府引入社会资本投
入、群众积极参与等方式大力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实现了引水上
山，有效破解了荒山绿化灌溉用水
的问题。农业部门合理规划产业布
局，按照适地适栽、相对集中连片、
优势区域集中的布局原则，实施水
果上山工程，大力发展柑桔、石榴、
核桃、咖啡等经济林果，并加强对退
耕还林新植区域的技术指导。林业
部门结合高效节水项目实施区和全
县水果上山规划，实施退耕还林工
程，搞好荒山绿化，在 25 度坡以上
退耕还林区大力发展以柑桔、石
榴、冬桃、橄榄、青花椒等具有区域
特色的经济林木，进一步提升退耕
还林和荒山绿化造林的经济价值。

通过打好农、林、水“组合拳”，
该县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1.53万亩，
发展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5.28万
亩，在全县新发展的高效节水项目
区内实施退耕还林面积3956亩。

晚饭后，携着妻儿在乡间的
林荫道上散步，那欢快而热闹的
电机声从粮食饲料加工厂传入
耳际，让我回想起四十年前，徒
步背粮赶到老王水磨坊碾米磨
面的苦涩情景。

离我村十余里，隐藏在大峡
谷畔的“老王水磨坊”是那时我
的家乡洱源县炼铁山区长邑村
数百户上千人粮食加工的唯一
场所。“老王”是个双目失明的老
倌，但他年轻时就学会了修碾建
磨的技术，因此生产队安排他看
守经营水磨坊。每逢庄稼收获
的季节，四乡八邻的农户就将生
产队分给的稻谷、玉米或小麦等
粮食一袋一袋地从高坡背运到
谷底的老王水磨坊加工成大米
或面粉。那时虽然每户分到的
粮食不够全家人吃上半年，但方
圆数里只有“老王一家”水磨水
碾加工粮食，因而大家只得往这
里挤，那些笨重的石磨石碾在强
大水力的推动下，白天黑夜不停
地转动，每天最多只能加工千把
斤粮食。因此，到了粮食加工的
旺季，让远道而来的农户排起了
长队，有的在大清早赶来，到了
晚上才能磨完，点着火把回家，
有的晚上摸黑背来碾米，可能熬
夜等到天亮还无法轮到，有的晴
天背来加工，回去的路上却遭遇
了瓢泼大雨，把加工好的一袋袋
大米或面粉，淋成面粉团或水洗
米，让人欲哭无泪。于是，乡亲

们总是有这样的奢望，要是在家
里或村中有一台很快把粮食加
工成大米或面粉的机器，那该多
好啊！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生了
巨大变化。在上级的扶持下，被
列为全省扶贫攻坚乡之一的炼
铁乡，在高山低谷间竖起了水
泥电杆，架起了高压线而通了
电。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
制中先富起来的人家到州府下
关，采购了碾米机、磨面机和饲
料粉碎机等大型加工设备，率先
在各村落中办起了一个个粮食
饲料加工厂，即使一次运来上万
斤粮食或饲料，不到一两个小时
就会加工完毕，让来加工的农户
腾出时间去做更多的农活。村
里的种粮大户或养殖专业户，还
自己购置了小型家用的粮食饲
料加工机器，真正实现了不必
走出大门，不必背运粮食就可
在家里自由加工，显得更加方
便快捷了。

如今，长邑村当年通往老王
水磨坊的羊肠小路早已被路旁
的荆棘覆盖，当年生意兴隆，排
队加工，茅草盖就的老王水磨
坊也早已墙倒房破，那光滑而笨
重的石碾和石磨静静地卧在茂
密的荒草之中，当年看守经营水
磨坊的老王也 走 进 了 耄 耋 之
年，早已享受着国家“五保户”
的优待，在暖暖的阳光下正安度
着晚年呢！

与改革开放同成长 与幸福大理共奋进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主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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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水磨坊的记忆
□ 杨世明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培植增收潜力大、市场前
景好的特色蔬菜产业，助力群众
增收致富。目前，全县蔬菜种植
面积达 10万余亩，综合年产值达
5亿元。

重点扶持蔬菜科技示范户和
种植大户，并辐射带动周边蔬菜
种植户，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在
适度扩大蔬菜种植规模的同时，

实施精品战略，推行精细化和无
公害生产技术，通过示范带动，推
进蔬菜产业在探索中稳步发展。

依托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
交通区位等优势，大力发展现代
仓储物流业，加速物流园区和物
流园区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发展
农产品加工生产规模，培植无公
害蔬菜生产基地。

建立和健全农产品流通、信

息服务、加工转化、收储调节、流
通追溯“五大体系”，形成安全畅
通、调节灵敏的南菜北运农产品
流通格局，有力地推动了蔬菜产
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发
展到 10.4 万亩（其中标准化种植
基地 5万亩），鲜菜年产量达 22万
吨，年产值突破 5亿元，蔬菜已成
为农民增收的骨干产业之一。

祥云特色蔬菜产业稳步发展
上接第一版

检查中，朱小丹说，举报受理
工作是与群众密切沟通的重要渠
道，接地气、责任重大，督察“回头
看”既要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
情况，也要密切关注当下老百姓反
映的突出环境问题，负责这项工作
的同志要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接
听举报电话，及时整理登记、转办
交办，组织核查处理举报线索，做

好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
期待。在全面了解各工作环节开
展情况后，朱小丹强调，督察组和
云南省要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推
动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及时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
题，确保督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转载自6月9日《云南日报》
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

朱小丹检查“回头看”各工作环节

大理市挖色镇非公经济党组织
为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转载自6月10日《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