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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大理州水文水资源局
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显著
近日，大理州民宗委以大理州水文水资源

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主题撰写的《民族
团结情系山川河流 和睦之花绽放滇西三州》
一文被新华网云南频道采用。进一步展现了
州水文水资源局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取得
的成效。

大理州水文水资源局负责大理白族自治
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三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水文工作，水文站点广泛分
布在三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山川河流之间，
职工来自五湖四海，特别以三州少数民族居
多，汉、白、回、纳西、彝、藏、傈僳等多个民族
相聚大理水文大家庭，水乳交融，团结奋进。

一直以来，大理州水文水资源局高度重
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贯穿到全局工作中，作为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扎实推进水文工作的重要基础，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发挥“水会计”

作用，情系山川河流，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团
结和带领各民族干部，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好“为江河把脉”工作，如
实记录“水清水浑，水涨水落”，扎实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水文服务，各个水文
监测站点像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高原
之巅，盛开在“三江并流”腹地之间，绽放在滇
西三州红土地上。

由于州水文水资源局创新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成效显著，2016 年，被中共大理
州委、州人民政府命名为“大理州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并于同年在大理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验收活动中
列 为 重
点观摩单
位之一。
(张延平
李春城）

大理州水文水资源局
大理日报社大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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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
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理州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祥云县王
复生、王德三烈士故居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并在下庄烟站参观警
示教育展厅、职工书屋等，以现场观摩
涤荡心灵。

学习现场，大家认真观看了王复
生、王德三烈士革命斗争史专题片《火
炬不熄》，了解了本地籍革命先烈王复
生、王德三同志在条件极其艰苦、斗争
极其残酷、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开展
革命工作的历程。在烈士展厅，一幅幅
珍贵的图片和一则则感人的史篇以及
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大家深深地被
王复生、王德三和王馨廷三兄弟的红色
精神所激励。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进一步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
学习他们对党、对人民和对共产主义事

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
于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
们吃苦在前、不为名利、乐于奉献的高
尚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时时牢记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服务好烟农、客户、消费
者，为地方经济发展尽责履职。

“这个案例太有警示作用了，我们
一定要以此为戒，做好职务犯罪预防
工作。”在下庄烟站警示教育展厅，县
局党总支副书记指着其中一个案例对
公司干部说。通过观看警示教育图
片、观看警示教育片、听取典型案例介
绍等，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的
全体党员干部思想上受到了警示和启
迪。大家纷纷表示，警示教育展厅形
式生动，内容丰富，真实而严肃，使自
己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深层次的洗礼，
自己一定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自觉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远离职务犯罪；
参观完职工书屋后，大家认为：大理州
烟草专卖局（公司）系统的规范管理越

来越到位、廉政建设越来越好、职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下一步，大家将从中汲取不竭动
力，结合“两烟”生产经营工作，进一步
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为
民务实清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争做
全心全意为烟农、零售客户、地方经济
发展服务的表率；将以更高的标准、更
实的措施、更大的决心反对“四风”，服
务群众，以身作则，结合南涧烟草工作
实际，深入基层烟站、烟区、市场听取
烟站员工、烟农、零售客户及消费者的
意见或建议，对照先进典型进行剖析，
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完
善自我、净化自我，为南涧烟草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饶华松）

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党总支以现场观摩涤荡心灵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树禄
通讯员 董有喆） 近年来，巍山县
围绕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在成
功探索推行企业帮扶模式的基础
上，着力提升完善以“产业链、服务
链、资金链、利益链”为一体的“四
链融合共同发展”产业扶贫模式，
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
户+保险”的运行机制，千方百计增
加农民经济收入。

推行常态化运行机制，降低传
统种植养殖业风险。通过推行

“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保
险”的运行机制，最大限度降低传
统种植养殖业风险。即以发展潜
力强劲的企业为龙头，搭接市场、
带动产业发展，实现让种植养殖
合作社和农户销售无忧的订单农
业；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成立合
作社，农户先将产业发展资金注
入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把产业发

展资金注入公司，公司壮大发展
规模；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让
农户和有种植养殖意愿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以合作社
为纽带，搭接龙头企业，让农户和
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从事不同产
业；以农户为基础，在各类种植养
殖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下，具体从
事不同类型的种植养殖业；以县
乡各级技术人员和公司技术人员
共同提供的种植养殖技术服务为
保障，由县政府、公司、农户和县
保险公司共同提供种植养殖保险
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产业发展风
险，持续发展脱贫产业。

闭合环环相扣链条，实现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闭合“产业链、服
务链、资金链、利益链”，探索“四链
融合共同发展”模式。即以产业链
为基础，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形
成一个集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发

展链，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订
单农业，有稳定的生产基地、稳定
的市场，稳定的销售渠道；以服务
链为保障，各级技术人员提供技
术服务，及时解决产业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保障产业稳定发展；以
资金链为关键，产业发展资金注
入龙头企业，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壮大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带动更
多的种植养殖合作社和农户参与
产业发展；以利益链为目的，基层
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
强，龙头企业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合作社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农户
可以从事稳定的种植养殖业，有家
庭经济增收产业。

培植一批支柱产业，先行先试
实现共同发展。2017年 9月，巍山
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优
势，与昆明家香猪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巍山县高原特色农

业生态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框
架协议书》，云南圭峰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作为该公司在巍山县的投
资代表人，巍山县青华乡、五印乡、
马鞍山乡的 6 个养殖合作社把
产业发展基金 600 万元注入云南
圭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向
合作社、一般农户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生态猪养殖 1200头。截
至目前，全县 8214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均已加入各类种植养殖合作
社，巍山县将围绕高原特色产业发
展“三个一百”的目标，到2020年发
展 100 个生态猪产业合作社、100
个以云岭牛为主的优质肉牛养殖
产业合作社、100个发展荷包豆、树
头菜、白芸豆、小米椒等当地乡土
特色产业的合作社，进一步促进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的发展动力。

巍山“四链融合”打造企业帮扶“升级版” 本报讯（通讯员 赵磊） 近年
来，宾川县积极探索“互联网+党
建”工作新模式，主动融入互联
网、应用大数据，通过“一平台两
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党员在线缴
纳党费、党支部统筹开展教育培
训、组织关系转接一站式办理、创
业致富贷款党组织审核等功能，全
面巩固夯实了基层党建根基，充分
发挥了“互联网+”服务党员群众
的作用，有效激发了基层党建工作
的新活力。

巧 用 云 岭 先 锋 综 合 服 务 平
台。近年来，宾川县统筹建设了
102个综合服务平台站点，将计生、
民政、基层党务等事项纳入平台办
理，实现“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
结、一条龙服务”；制定了综合服务
平台短信群发管理制度，有效加强
了综合服务平台的管理和使用。
全县10个乡镇党委结合自身实际，
建立“网上党支部”和党务管理“电
子台账”，形成数字化的动态党务
管理体系。2018年，县委组织部又
为全县 13个县直机关党（工）委以
及教育系统129个党支部配发综合
服务平台密匙共 150 个，切实推进
综合服务平台进机关、进校园工
作。截至目前，宾川县共通过综合
服务平台党务公开 2.7 万条、三会
一课 1.39万条，综合服务平台真正
成为了为民服务的绿色直通车。

巧用党员教育云视频会议系
统。今年，宾川县委组织部认真贯彻
落实省州组织部门关于实施“互联

网+党建”工作要求，不断探索创
新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新模式，
积极与县电信公司合作，在县委组
织部、县委办、县政府办、县信访
局、10个乡镇、90个村（社区）共建
成县乡村三级云视频会议站点 104
个，其中主会场 1 个、分会场 103
个。云视频会议系统的建设使用，
有效解决了决策部署层层开会传
达容易减力的难题，真正确保省州
县各项决策部署第一时间得到贯
彻执行。

巧用“云岭先锋”手机 APP 系
统。今年 6月以来，为进一步加强
对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学习培
训、在岗履职、作用发挥等情况的
日常动态监测管理，提高工作队
员履职尽责、发挥脱贫攻坚生力
军的作用，宾川县委组织部制定
下发了《关于做好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安装使用“云岭先锋”手机
APP 工作的通知》，及时明确“云
岭先锋”手机 APP 二维码扫描下
载、安装使用规程及使用方法，全
体驻村工作队员通过每日登陆手
机 APP 进行考勤登记，县乡两级
管理员运用手机 APP 认真做好政
策传达和工作队员日常考勤及请
销假管理，真正压实了工作队员
驻村帮扶责任。

宾川巧用“一平台两系统”
助推“互联网+党建”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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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中共大理州委改革办 大理日报社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改革开放初期，我出生在
南 涧 县 小 湾 东 镇 的 一 个 彝 族
村寨。刚满 6 岁那年，父亲指
着一头牛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 孩 子 ，这 头 牛 叫 小 红 ，是 我
家的命根子，从今天起由你来
照管。”从此，我成了一名“放
牛娃”。

1990年的一天，已读小学三
年级的我放学回家，正巧碰上父
亲在家门口耕田，出于好奇，我
请求父亲教我耕田。在我的再
三请求下，父亲答应教我耕田，
通过几天的实践操作，我终于学
会了用牛耕田。

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
种田，老师就让我带着家里的

“小红”耕田，完成任务后，学校
还奖励了 10 元钱给我作为劳务
费，这让年幼的我异常兴奋，也
加深了我和“小红”的感情。从
那时起，无论上小学还是中学，
每逢周末，我都要回家看望和照
管“小红”；每到农忙季节，我会
与“小红”一同到田里耕田劳
作。就这样，牛儿陪我度过了学
生时代。

2000 年 7 月，完成中专学业
的我正好赶上国家分配工作的

“末班车”，回家乡工作，成了一
名地地道道的“牛兽医”。当
时，家乡的农业生产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也一
时改变不了用牛耕田的现状。

2004年，中央加大了对农业
农村工作的扶持力度，财政部、
农业部于同年共同启动实施了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试点工作。
2005年，大理州也与全国一样开
始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自
此，以“旋耕机”为代表的小型农
机具逐步替代了耕牛，广大农村
实现了从“耕牛”到“铁牛”的历
史性转变。

2008 年秋，我调入县城工
作，成为一名农业部门的宣传干
事。有一次下乡采访，正巧遇到
村民用“旋耕机”耕田。一位村
民高兴地告诉我，以前他家的 3
亩田需要用牛耕3天，现在不到2
小时就能耕完。

2012年夏，我调入州农业部
门工作，见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理州农机的发展变迁：2013年
至 2017年，全州农业机械总动力
新增 53.32 万千瓦特，达到 306.1
万千瓦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 53.1%，比 2012 年提高
9.3个百分点。

回想自己从一名“放牛娃”
到走出大山走上工作岗位的点
点滴滴，我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农业农村改革的见证者、参与者
和实践者感到自豪！

从“耕牛”到“铁牛”的变迁
□ 周应良

本报讯（通讯员 盖玉文 苏字承）
今年以来，州工商局持续深化商
事 制 度 改 革 ，着 力 打 造 审 批 最
快、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
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
环境。

持续巩固和扩大商事制度改
革成果。持续深化注册资本认缴
制、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简易
注销改革、企业注册全程电子化及

“先照后证”“三证合一”“五证合
一”“多证合一”等改革成果，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截至

6月末，全州登记“多证合一”市场
主体 30916户，发放“两证整合”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86485份，登记
全程电子化市场主体 496户，申请
简易注销企业1405户、核准简易注
销816户。

及时启动企业电子营业执照、
“四十证合一”改革和“证照分离”
试点。6月 20日，全州范围内全面
启动发放企业电子营业执照改革，
新登记设立和变更登记的企业可
通过微信或支付宝下载领取电子
营业执照；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

署要求，于 6 月 30 日全面实施“四
十证合一”改革。同时，加强对大
理经济开发区“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的指导，在省级改革试点许可事
项 93 项的基础上，将辖区内 63 项
许可事项（其中市级32项、州级31
项）进一步优化，探索“证照分离”
经验。

继续优化窗口服务功能，提
升效能。按照“企业开办时间再
减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办事
群众最多跑一次”的要求，加强窗
口建设，提高窗口服务水平，优化

营商环境。截至 6月末，全州实有
各类企业 3.3 万户，其中新登记各
类企业 3497 户；全州有个体工商
户 16 万户、从业人员 25 万人，其
中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1.8 万户；全
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5823 户，成
员总数 8.2万个。

州工商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常仕梅 谢马宁）
近日，国家林业局公布全国经济林
产业区域特色品牌建设试点单位
名单，漾濞县凭借区域特色品牌

“漾濞核桃”被列为试点单位。

近年来，漾濞县着力打造安居
乐业核桃园、休闲度假后花园、生
物产业科技园“三园文化”，坚持把
核桃产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加
快群众增收步伐、建设绿色经济强

县的支柱产业，全力打造中国优质
核桃种植、核桃科研、核桃产品精
深加工、核桃种苗繁育、核桃产品
交易、核桃种植培训 6 大基地，有
力推动了全县核桃产业发展，促进

林农增收致富。
截至2017年底，全县核桃种植

面积达 107万亩，通过有机农产品
认证10万亩，年产量近5.1万吨，产
值达11.37亿元。

漾濞被列为全国经济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建设试点单位

7 月 10 日，弥渡绿之源蔬
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人
在大棚里采收黄瓜。2016年以
来，该合作社投资1300万元，建
成130亩蔬菜大棚和1300立方
米保鲜冷藏库，运用区域温
控、水肥一体、嫁接育苗、无土
栽培、人工辅助授粉、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蔬菜生产先进技术和
设备种植无公害蔬菜，年产值
850万元，成为云南省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区。

据了解，弥渡县近年来大
力发展大棚蔬菜生产，建成大
棚蔬菜生产基地5200亩、创建
省级蔬菜标准园 2 个，年种植
大棚茄果类蔬菜、叶菜1.12万
亩，产值达3.36亿元。

［通讯员 杨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