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转星移，转眼改革开放四
十年了。凡是亲历者，无不为经
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慨。
作为长期供职于国家统计局大理
调查队的我，想用数字描绘大理
城乡居民生活巨变的轨迹，讴歌
伟大时代，赞美幸福生活！

调查数据显示，1978年，大理
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5
元，2017 年为 31779 元，增长 91
倍，年平均递增 12.3％，收入是年
年有增长、十年大增长。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更快，从 1978年的人
均纯收入 53 元增至 2017 年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 10525元，增长 198

倍，年平均递增14.53％。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长期持续

强劲增长，消费也从生存型向享
受型不断演进。2017年，大理州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18333 元，比
1980年增长46倍以上。消费品从
极度短缺、凭票购买，变为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消费结构由吃穿占
大头，变为食品、居住、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平分秋色。2017
年，大理州人均教育支出城镇
1367元、农村1156元；人均医疗保
健支出城镇 1105元、农村 668元；
人均文化娱乐旅游支出城镇 937
元、农村 196元；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城镇41.6平方米、农村39.7平方
米，分别比1980年增长3.68倍、1.1
倍；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城镇41辆、农村15辆。

从吃饱穿暖到吃好穿好；从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为
代表的“三转一响”的“老四件”，

到以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
为代表的“新四件”，再到电脑、
智能手机、轿车；从无房到有房，
从拥挤、简陋的住房到宽敞、设
施完备的住房……抚今追昔，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生活
会更好！

与改革开放同成长 与幸福大理共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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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文斌）全国健
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数据显示：
2017年以前，宾川县因病致贫共有
5811户 8420人。到 2018年 4月，因
病致贫下降到182户653人，户数减
少 5629 户、降低 96.87%，人数减少
7767人、降低92.24%。

在实施健康扶贫工作中，宾川
县严格落实省州健康扶贫 30 条措
施，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倾斜，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保，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为零，同时制定出
台补充医疗保险政策。通过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保险报销
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就
诊基本实现“零付费”。实行“258”
兜底政策，县财政投入 1200万元设
立健康扶贫专项基金和民政部门救

助资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费
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补
充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自付费
用在限额范围内由政府全面兜底。

2017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报销门诊 54068人
次、住院 6432 人次，医疗总费用
2985.44万元，新农合报销2387.24万
元，大病保险补偿费用101.51万元，

“258”政策、民政救助兜底保障 416
万元，群众仅自付了81.2万元。

宾川因病致贫户
减少9成以上

时下，正值烤烟中耕管理的关键时期，在永平县厂街
乡 1万多亩的烤烟地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派繁忙的景
象，烤烟中耕管理工作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自5月初，厂街乡烟苗移栽工作结束后，就组织烟科
员、烟农开展烤烟中耕管理培训，及时转入中耕管理工
作，并要求挂钩包村领导、烟站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烟农。按照“控规模、调结构、提质量、增效
益”的烟叶生产方针，严抓质量标准，狠抓科技落实，抢抓
节令时机，全力推进烟农进行揭膜、培土、除草、施肥、防
治病虫害等烤烟中耕管理的各项工作，抓实抓好烤烟中
耕管理，确保烤烟产量。

据悉，今年厂街乡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 10110亩，计
划 收 购 烟 叶 2.73 万
担，于 6月 5日开始的
烤烟揭膜培土工作，
将于 6月 25日全面结
束。 （李志华）

祥云县米甸镇为实现脱贫致富
的目标，米甸镇党委、政府切实肩负
起发展的主体责任，牢牢把握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
设这条主线，在稳增长、调结构、强基
础、惠民生、促改革、转作风上着力，
抓党建促脱贫，抓产业促发展；扎实
做好项目投资拉动、产业结构调整、
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落实重点工
程，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社
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抓住“三大产业”
打好特色农业“牌”

米甸镇党委、政府积极推进以
产业促脱贫、依托产业发展带动群
众脱贫致富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
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以农民增收为核
心，着力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不
断提高农业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水
平，稳步推进高效优质农业示范建
设，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着力

开拓特色农业新路子。截止2017年，
全镇巩固和发展核桃 15万亩、蚕桑 1
万亩、花椒 7550亩，核桃、蚕桑、花椒
成为米甸各族群众脱贫致富的三大
支柱产业；同时全镇以重楼、续断为
主的中药材种植产业及蔬菜种植业
迅速发展，红梨、美国山核桃、枇杷、
冬桃等种植业遍地开花，鼓起了群众
的钱袋子。

拓宽就业渠道
劳务输出引富路

米甸镇积极推进转移就业脱贫
一批的脱贫攻坚步伐，认真落实就业
创业政策措施，拓宽就业渠道，加大
对残障人员就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开发力度。2017 年组
织劳动技能培训2000多人次，实现劳
动力转移就业 1000多人,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的 65户养殖户进行动物疫
病防治培训，组织残疾人培训 42 人
次，积极引导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开

拓性、创造性，增强农民群众的内生
动力，引导群众勤劳致富。

全面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保障群众安全稳固住房

住房安全稳固是脱贫致富的前
提条件，也是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根本要求。米甸镇党委、政府始终
关心人民群众住房安全稳固问题，把
排查和改造农村C、D级危房作为脱
贫攻坚的重点工作来抓，为全面消除
危房，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镇党委、政府要求驻村工
作队员挨家逐户的对群众住房不漏
一户地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C、D级
危房一户一册地制定实施方案，并有
序组织实施。2016 年全镇新建易地
搬迁点2个，农宅统规点2个，移民安
置点一个，共计解决82户安全稳固住
房。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全镇通
过集中或分散安置、旧房修缮加固等
方式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4220户，全

面彻底地消除农村危旧房屋。
自 2015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全镇以挖掘、保护、传承民族传统
文化为主线，以改善民生、发展特色
产业为主抓手，着力推进全镇基础设
施建设。以彰显地方特色文化为主，
建成了自羌朗波罗村、岔沟荔枝丫
口、米甸桥头搬迁点、黄草哨大村搬
迁点、香么所移民安置点等美丽宜居
示范新农村。新农村的建设，进一步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全面推进社
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琴慧）

祥云县米甸镇多措并举奏响山乡致富曲 永平县厂街乡烤烟中耕管理工作
如火如荼进行中

本报讯（通讯员 黄任宏） 近
日，祥云县出台《关于进一步吸引
培养人才助推祥云跨越发展的若
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为打
造优良的县域人才发展生态、吸引
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创新创业创造
助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
政策支持和保障。

此次《政策》出台，是祥云县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
人才强县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云南省

“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的具体
举措。这也是该县首次出台系统
性的人才政策。

《政策》共 20 条，主要围绕县
域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社会事
业发展需求，以“4 个 100”目标为

引领，即用 3-5 年时间引进 100 名
左右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用 3-5
年时间培育 100 名左右拔尖型人
才、每年建设 100套左右人才公寓
和设立每年投入不少于 100 万元
的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力争用更
好的政策环境、更佳的创业氛围、
更优的服务保障来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用好人才，构筑人才集聚
新高地。

在人才引进方面，《政策》明
确，对引进的国家级、省级和州级
高层次人才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和 2 万元一次性工作生活补
贴，上述人才牵头实施的项目按

“一事一议”给予其他经费支持；对
由企事业单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
才，按学历、职称给予最高5万元的
一次性工作生活补贴。同时，实施

“引才伯乐”激励，对成功引进各级
高层次人才（团队）的机构或个人
给予最高5万元引才奖励。

在人才培育激励方面，《政策》
提出实施祥云“科技名人”“技能名
匠”“文化名家”“教学名师”“名医”

“青年拔尖人才”六个专项培养工
程，每年各选拔 5名左右优秀人才
进行重点培养，并给予每人 1万元
一次性奖励。同时，支持各领域人
才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州人才项目、
奖项评选，成功入选者按国家级、
省级和州级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和2万元奖励。

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政策》
从加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加强专
家工作站建设、支持企事业单位培
养专业型领军人才和业务骨干、实
行“双招双引”（招才引智和招商引

资）、支持大学生创业等方面为人
才和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政策优惠
和支持，进一步激发人才和企业创
新创业创造活力。

在人才服务保障方面，《政策》
规定为引进人才提供安居保障，在
其家属随迁、配偶工作调动、子女
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全方位
服务，以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
忧。同时，加强人才政治引领和政
治吸纳，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团结凝
聚到各项事业发展中来，共同推动
祥云实现跨越发展。

为确保各项人才政策落地见
效，20条“人才新政”均明确了责任
单位，进行了重点任务分解。下一
步，将强化协调联系，加大督查考
核力度，督促相关单位履行职能，
确保各项“人才新政”取得实效。

祥云出台“人才新政”20条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近
年来，我州以绿色增收为目标，强
化科技支撑，注重龙头引领，着力
推动现代畜牧业向绿色环保转型。

绿色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加
强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和
示范创建，创建畜禽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 27 个，其中国家级 6 个、省级
21 个，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 50%。
全州奶牛存栏、牛奶产量、乳品加
工和外销占全省的 60%左右，肉牛
出栏、肉奶蛋人均占有量居全省第
一，家禽产业位居全省前列。

生态产业融合稳步发展。通
过招商引资，强化龙头企业培育，
形成以欧亚、新希望蝶泉、皇氏来
思尔为主的乳品加工集群，2017年
加工乳制品 32万吨，产值 27亿元，
欧亚、蝶泉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级龙头企业；引进正大、温氏、正
邦、云南神农、西南集团等国内外
知名企业，建成饲料、养殖和加工
基地；积极培育宏茂牧业、大有林
牧、鸡鸣江种鸡、建宏牧业、兴荣肉
牛等本土企业，提速畜牧业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2017年，全州肉类

产量55.25万吨、奶产量27.16万吨、
禽蛋产量 10.13 万吨；畜牧业产值
146.27亿元，同比增长2%。

环保粪污治理加快推进。加
强以洱海流域为重点的养殖污染
治理，制定《大理州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十三五”规划》及相关工作方
案。2017 年全面完成全州 12 个县
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今年
4月底完成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关停、搬迁工作。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取得明显成效，洱海流域建成
两座有机肥加工厂和 18 个畜禽粪
便收集站，年收集处理畜禽粪便 16
万吨；日产3万立方米天然气的大型
生物天然气工程近期将投产。全州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1%，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88%。

优质遗传资源开发利用。加
强对已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
录的邓川牛、大理马、云南驴、云南
鹅、无量山乌骨鸡、云龙矮脚鸡等 6
个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通过
调查，正积极申报诺邓黑猪、大理
白羽乌鸡、青花鸡、乌骨山羊、红骨
绵羊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我州着力推动
畜牧业向绿色环保转型

大理市湾桥镇的农民将刚采收的白菜装车，准备外运。（5月31日摄）
近年来，大理市通过建市场、促营销、抓质量、通信息、强管理，全方位拓

展蔬菜销路，形成了较为健全的蔬菜营销网络，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蔬菜营销
市场，为农民销售蔬菜打通了关节、找准了路子。

［通讯员 许家鸿 左兴亮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三是收集社情民意，解决实际困
难。坚持开门听意见、纳建议，倾
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妥善
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目前，
全县党委（党组）书记讲党课 396
次，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 2127次，

听党课的党员群众达4万余名。

“有效开”：让群众听得懂

突出群众会议制度化，建立群
众想开、能开、愿开的长效机制，确
保群众会议取得成效。一是让群

众想开会。按照产业联合化发展
的思路，在农村广泛探索“党支部+
贫困户+X”产业帮扶机制，以产业
发展成效倒逼群众想开会，让广大
群众开会发展产业、获取收入、提
升技能。二是让群众能开会。坚
持“集中开”和“流动开”并重、“定

期开”和“深入讲”结合、“请群众
来”和“到群众中去”互补，采取灵
活模式召开群众会议。三是让群
众愿开会。召集人用“群众话、大
白话、土方言”，以及顺口溜、民谣、
谚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召开
会议，让群众愿意开、听得懂。

正在进行安装调试的顺丰
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物天然气工程脱硫设备。（6月
3日摄）

该工程是国家发改委、农业
农村部重点支持的国内最大生
物天然气项目，总投资3.3亿元，
将于6月底投产，可年处理畜禽
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
人的粪便、高浓度污水、污泥等
各种混合型废弃物35万吨，日
产生物天然气3万立方米。

［韩如龙 摄］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