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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南涧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高度
重视烟叶烘烤工作，加大对标准化烤
房和密集式烤房的烘烤技术培训力
度，以进村入户的方式开展技术培训，
狠抓专业化烘烤，全县烟叶烘烤工作
进展顺利。截至8月7日，全县累计入
炉5519炉，已烘烤出烟叶5342担。

一是强化田管，烟株整齐。重
点抓好中耕除草、病害防控和水溶
性钾肥喷施，确保烟株长势均衡。

二是绿色防控，降低农残。全
县在绿色防控核心区和辐射区安装
50盏太阳能杀虫灯、14698套诱捕器
及 159968 片蓝板诱杀蛾类、有翅蚜
等害虫，覆盖烟田 3万亩；推广烟蚜
茧蜂生物防治技术 9.01 万亩，其中

烤烟 5.01万亩、大农业生产 4万亩，
减轻烟田蚜虫、烟青虫、斜纹夜蛾等
虫害的发生，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提升烟叶安全，助力绿色防控，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

三是成熟采收，专业烘烤。围
绕成熟采收标准和要求，加强宣传
培训，以严格落实准采证制度为核
心促进成熟采收，按照“下部叶适时
早采、中部叶适时采收、上部叶 4-6
片成熟一次性采收”的要求，做到成
熟一片采收一片；以密集烤点为重
点，统一采收眼光，进行不适用烟叶
二次优化，努力实现优化结构和提
质增效“双提升”。积极推进专业化
烘烤，由合作社选拔聘请 35名专职

烘烤技术人员，组建专业化烘烤队
伍，采用“1+N”和“采烤分一体化”两
种模式提供专业化烘烤服务，公开服
务承诺，搭建烘烤技术信息服务平
台，24小时为辖区烟农提供技术咨询
和服务。着力构建“烘烤师+烘烤主
管+专职烘烤技术指导员”的三级管
理和网格化管理模式；并加大生物质
新能源燃料烘烤技术的推广应用，做
到烟叶成熟采收、专业化烘烤、清洁
能源烘烤“齐头并进”，努力实现烘
烤质量稳步提升。 （饶华松）

为更好地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实现精准扶贫由输血式
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近年
来，永平县厂街乡党委政府按
照“一村一品思路”，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多方
努力，帮助该乡瓦畔村引进适
宜当地发展的产业——“一马
平川”青花椒。

8 月 3 日，永平县厂街乡
瓦畔村开展“一马平川”青花
椒种植现场培训，培训邀请
云南泰瑞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洪亮为 104名参训人
员进行现场培训，其中建档立

卡户52名。
李洪亮围绕青花椒栽培

管理、整形修剪、施肥管理及
病虫害防治等几个方面，用
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参训人员进行讲解，并现
场 示 范 青 花 椒 种 植 栽 培 技
术，确保参训人员掌握种植
栽培技术。

据悉，该村此次共引进
“一马平川”青花椒苗 83000
株，其中示范栽种 3000 株，建
档立卡户栽种 80000株。按照
每亩 500元标准对建档立卡种
植户进行补助，其余一般户，

公司将按照每株2元的价格进
行销售，并将定期派专业技术
人员对所有种植户进行技术
指导，同时公司将对栽种的

“一马平川”青花椒，按照生果
每公斤不低于 10元，干果每公
斤不低于 50 元的价格进行收
购，真正让广大群众学到致富
本领、端上增收“铁饭碗”。

（李志华）

永平县厂街乡：种下青花椒 实现致富梦 南涧县烟叶烘烤进展顺利

7月31日，大理市凤仪镇芝华村委会55户农户喜获农村不动产权证书。
今年以来，凤仪镇扎实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全镇17752宗

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已完成芝华村委会280余户农户的
资料审验，并颁出首批55份农村不动产权证书。

［通讯员 杨进军 赵思兰 摄影报道］

□ 记 者 李百祥
通讯员 杨国荣

从宣传鼓励农户发展养殖产
业、改良养殖品种、进行畜牧科技
推广，到开展洱海西北部入湖口区
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和畜禽
规模养殖场禁限养工作，大理市畜
牧工作站结合新时期、新阶段的工
作要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落实好洱海保护治理工
作任务。

2017 年 1 月开始，大理市畜牧
工作站承担了洱海西北部入湖口
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和畜
禽规模养殖场禁限养工作，直接参
与到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当
中。以前畜牧工作站的工作主要
是给养殖户提供服务，指导养殖
户进行科学化、规模化的养殖，工
作重点转到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和畜禽规模养殖场禁限养后，
让不少干部职工感觉难度太大，
一下子适应不过来。针对工作量
大、任务繁重的实际，以及干部职
工中存在的畏难情绪，畜牧工作
站党支部认真分析研判，认为最
关键的是凝聚队伍，只有全站干
部职工凝心聚力克服畏难情绪，
才能更好地参与到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当中，完成好农业面
源减量任务。而凝聚队伍，关键在
抓实党支部建设，筑牢战斗堡垒。

“全站干部职工百分之九十以
上都是党员，除了‘三会一课’这些
常规的内容，为了完成好洱海保护
治理工作，我们着重组织对党员开
展大局观教育、洱海保护治理‘七
大行动’内容学习，让每一名党员
都明白每一个时期赋予我们的责
任是不同的，要充分结合专业特
点，转变工作模式，积极投身洱海
保护工作。”畜牧工作站党支部
书记刘述皇告诉记者，通过抓实党
支部战斗堡垒建设，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全站干部职工攻
坚克难，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
合治理和畜禽规模养殖场禁限养
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先后实施了规模化养殖场粪污治
理示范工程、规模化养殖场异地重
建示范工程、散养户粪污集中收集
处理示范工程建设，完成总投资约
3391.17万元。截至今年4月20日，
全面完成了大理市禁养区 43 家畜
禽规模养殖场关停或搬迁，兑付补
偿资金 2655.908 万元，并对 132 家
畜禽规模养殖场的基本情况和粪
污处理设施配套情况进行了摸底
排查，确定了处置方案。

大理市畜牧工作站：筑牢战斗堡垒
抓实农业面源污染减量

全面推进“七大行动”
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 通讯员 张 馨

今年雨季，居住在永平县博南
镇东山河两岸及河湾村的村民再
也不用像往年那样一下雨就胆战
心惊，害怕洪水、滑坡、崩塌造成生
命财产损失。这得益于永平县去
年实施的东山河泥石流及河湾村
滑坡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

永平县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 93.8%，山高坡陡，地形地貌复
杂，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全县纳入
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多达 235处，
其中重点监测点 54个。为了最大
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给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永平县近
年来坚持防范与治理并重，人防、
物防、技防相结合，切实将各项防
治措施落到实处，全力保护好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止因灾
致贫和因灾返贫现象的发生。

以“人防”群测群防为中心，防

灾知识宣传“入户入脑”，引导群众
绷紧“安全弦”。采取入户面对面
宣传、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及
应急演练、发放宣传品、设立警示
标识等形式，将安全防范措施宣
传到人，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
群众中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
念，提升群众应急处置、避险逃生
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年上半年，
全县共入户宣传 7253 户、受教育
22875 人，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培训
16 场次、受训 1973人，举行应急演
练 15场次、参演人员 2010人，发放
各种宣传画和宣传册2570份，设立
警示牌347块。

以“技防”监测预警为重点，扎
实开展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
复查，做到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全
覆盖。建立县、乡（镇）、村、组从上
到下的四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设
有监测员 470人。全面落实《汛期
地质灾害巡查制度》，把隐患排查

作为避免因地质灾害造成群死群
伤的有效手段，筑牢地质灾害防治

“生命线工程”安全基础。今年上
半年，全县共组织开展巡查排查73
组 410 人次，发出整改通知 15 份，
提出整改要求43条，排除安全隐患
4起；根据雨情水情预警预报信息，
及时发布地质灾害各类预警信息
18 次 8460 条。同时，依托信息技
术初步建成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信
息系统，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
信息收集、综合分析、会商研判、预
测预报、应急处置技术与管理支撑
平台，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决策水平
和工作效率。

以“物防”综合治理为基础，精
心组织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筑
牢地质灾害防治“生命线工程”安
全防线。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
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切实
将工程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全力保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

至目前，累计完成博南镇东山河泥
石流及河湾村滑坡地质灾害综合
治理项目、杉阳镇永和九年制学校
滑坡及盘龙村阿者路河滑坡地质
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等31个项目，项
目建设基本覆盖全县灾害隐患最
大、威胁人口最多的区域。此外，
厂街乡免粮库河泥石流工程治理
大型项目正在按计划施工，已完
成投资 380万元；杉阳镇小寨村代
家桥泥石流工程治理中型项目已
完 成 投 资 264.9 万 元 ；总 投 资
267.51 万元的龙街镇普渡村山货
街中型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计
划投资 1442.24万元的杉阳镇西边
河（韦家箐、连家箐）泥石流工程
治理大型项目可研和施工图设计
评审备案工作已完成；龙门等 7个
乡镇因受地质灾害影响而导致房
屋倒塌或存在较为明显安全隐患
的37户已核查结束，制定了搬迁避
让方案。

永平：抓实地质灾害防治 截断因灾致贫“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今年
以来，我州围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进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上半年，全州完成农
产品加工现价产值 101.04亿元，同
比增长9.6%。

围绕打造云南区域性绿色农产
品和食品加工区域中心的定位，我
州着力打好“绿色食品牌”，争取省
级农产品加工专项扶持资金 100万
元，选择部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
农产品加工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充

分利用我州与云南农大、省高原特
色农业产业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合作，开展特色农产品加工研
发；积极争取汇源集团、中粮集团等
知名企业到大理州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引领带动全州农产品精深加工
水平整体提升。1至 6月，全州 221
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72.63亿元，同比增长9.4％；上缴
税金 3.53 亿元，同比增长 10.59％；
支付劳动者报酬 5.48亿元，同比增
长12.81％。

上半年我州农产品加工现价产值
超百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罗仲玉 李燕）
2013 年 5 月至今年 7 月底，宾川县
累计为 6176 户果农办理水果权证
抵押贷款，抵押果权面积 11.11 万
亩，贷款金额达9.56亿元。

2013年5月以来，宾川县积极开

展经济林木（果）权证核发和抵押贷
款工作，水果企业和果农借助水果权
证向金融机构抵押，有效破解农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发展生
产中因缺少抵押物而导致“贷款难”
的问题，实现了水果产业丰产丰收。

宾川水果权证抵押贷款
达9.56亿元

主办单位：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大理日报社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

1978年，那是一个大旱之年，
洱海周边地区自春节过后就一直
没有下雨。为了不误农时、按时
栽种，政府从机关事业单位、工矿
企业抽调人员组成抗旱工作队，
奔赴各个公社、大队抢修水泵、清
理沟渠、维修农机具，和农民兄弟
一起奋战在抗旱第一线。

当时我在一家企业任机械修
理工，被抽调后安排在七里桥公
社太和大队。每天我都要背着工
具包沿洱海边一线巡查，处理提
灌站水泵电机管道的故障，保证
所有的水泵能正常运转，让清亮
亮的洱海水源源不断地爬坡上
坎，滋润焦渴的土地。

有一天早晨，我到洱海岸边
的崇邑一级抽水站对水泵的转轴
进行日常保养，老远就见抽水站
南边的沙滩上聚集了一大群人，
大都是身强体壮的白族汉子，也

有几位健壮的白族妇女。抽水
站管理员李师傅告诉我，这些人
是大网队的，头天晚上已经划着
小船把大网下进海中，今天分成
两拨，从南到北统一收网。我从
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急忙跑过
去看热闹。只见人群中一位队
长模样的汉子正在安排两拨人
做收网前的准备工作，这些人腰
间都系着一根帆布腰带，腰带前
端一个铁环上挂着一个铁钩。
撒下的网长度约一千多米，网宽
也有十几米，网上的浮标呈圆弧
形从抽水站南边靠近洱滨村的
海 面 一 直 延 伸 到 抽 水 站 北 边
葭 蓬村的海岸边。准备工作就
绪，两拨人顺着海边背向而行，
朝各自的位置走去，慢慢消失在
我的视野中。

等看见两拨人向崇邑抽水站
这边慢慢靠拢过来时，已经是晌

午时分。两拨人成直行从海边倒
退而行，空网拉出水面一段，后排
的人转到前排，抡起腰带前端的
铁钩搭上网绳，一段段往岸上
拉。有专门收网的把拉上来的空
网集中堆在沙滩上，一会儿就堆
起一人多高。

快到收网的关键时刻，看热
闹的人越来越多，都希望看到鱼
儿在网中欢蹦乱跳的场面，分享
渔民们收获的喜悦。越是关键时
刻越要沉住气，队长在队列中高
声提醒：“稳住脚步，统一步伐，保
持边网的高度，不要让进网的鱼
跳出网外。”李师傅兴奋地对我
说：“这个鱼群大网队已经跟踪了
一个多星期了，今天肯定大丰
收！”果然，大网缓缓接近浅滩，平
静的水面像开锅一样沸腾，密密
麻麻的鱼群把海水染成一片墨
蓝。围观的群众也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纷纷加入拉网的队伍，欢
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洱海
上空。收网结束，大网网住的鱼
全部堆积在空地上，都是三四斤
左右的黄壳鱼，小鱼都从网上的
空格过滤出去，回归洱海了。

晚饭时，李师傅给我们抗旱
工 作 队 抬 来 一 锅 煮 好 的 酸 辣
鱼。他说，今天共拉上来三千多
斤鱼，大网队特意送过来一锅，
一来感谢抗旱工作队多日的辛
苦，二来也让大家分享渔民兄弟
们的收获。

大网拉起洱海鱼
□ 杨汝骅

8 月 6 日，弥渡县弥城镇
谷芹村的村民在流转的土地上
给茄子搭架子。

近年来，弥渡县建立土地
合理有序流转机制，鼓励农民
采取转包、转让、入股、合作、
租赁、互换等方式流转土地。
截至 2017 年底，全县规模化
流转土地 5.4 万亩，建成一批
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高
原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特约记者 李武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