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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为推动我州青少年科技教育
健康快速发展，9月 14日上午，州、
市科协联合州、市教育局共同举
办青少年科技教育组织工作者及
科技教师培训会，旨在学习党和
国家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理论
方针政策，交流青少年科技教育
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以提高青少
年科技教育者的素质、增强服务
广大青少年的本领。

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
系统工作，是实施青少年科学素
质行动的重要支撑。青少年科技
教育工作者和科技教师作为青少

年科技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应
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与时俱进、
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在青少年科
技教育工作中的主力作用；应积
极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类科技教育
活动，紧密结合思想道德素质培
养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促进青
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培训会上，专家就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的组织与实施，从如
何进行项目申报、如何选取课题
项目、怎样辅导青少年科技创新
成果竞赛等方面进行分析讲解。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这次培
训不仅提高了我的科学素养，增

强了工作的使命感，更让我明确
了在学校工作中进一步开展青少
年科技活动的方向。在下一步工
作中，我将把所学到的知识灵活
运用到工作中，勇于创新，开展丰
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为推动青少年科技教育健康快速
发展打基础、强力量、创新路！”
本次青少年科技教育组织工作
者及科技教师培训会参与者、巍
山县南诏镇为民小学罗佳钦老
师如是说。

据悉，我州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开展了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大手拉小手——青少年

科技传播行动”、科普进校园、高
校科学营、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建
设等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技教育
活动，并将持续推出科学调查体验
活动、城市科学节等新活动，为青
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开辟广阔天地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平台。
［赵艳芹 赵艳涛/文 陈 文/图］

我州青少年科技教育组织工作者及科技教师培训会顺利开展

□ 特约记者 李武华
通 讯 员 吴 江

9 月 6 日，走进弥渡县弥城
镇新庄村的万亩香酥梨园，只见梨
儿满脸通红，压弯了枝头，人们在
梨园里采摘、搬运，梨园里到处传
来欢笑声。

香酥梨是弥渡的名特优农产
品，在当地种植已经有 300多年的
历史，地处弥城镇的东谷地带的
新庄、山高、红星三个村委会适宜
种植，目前，仅新庄村委会就种植
10800 亩，年产量约 3000 吨，是不
少人家的重要经济来源。

笔者来到新庄村万亩梨园，弥
渡金果香酥梨产销农民专业合作
社社员正在忙碌着帮四川客商装
箱。“大家都注意了，质量不达标的

不能装箱，质量千万要保证！”合作
社理事长罗汉提高声音说道：“现
在大客商已经来了，网上的销售很
火爆，已经销售了近千件香酥梨。
现在，我们的香酥梨名声可大了，
卖到了全国各地。”

尽管香酥梨是新庄村委会不
少人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但长期以
来，各家各户自产自销，没有拧成
一股绳，价格忽高忽低，产量多的
年份价格就要低些。究其原因，主
要是香酥梨的品牌还不够响亮、知
晓程度还不够高，销售市场主要集
中在弥渡本地水果市场，再由水果
市场小部分向外销售。今年，弥城
镇党委、政府为帮助当地群众实现
增收，于8月26日举办了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中国弥渡东谷香酥梨丰
收季活动。

“香酥梨颜色好看，卖相极好，
味道香甜，消费者很喜欢。”四川
郭姓老板说：“我在全国各地贩运
水果，这种梨在全国只有弥渡生
产，销路很好，现在就是愁工人少
了一些，跟不上装货的需求，宁夏
那边的大超市还等着要货。”

“今年举办的香酥梨丰收季活
动太好了，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
惠。”正在合作社交售香酥梨的新
庄村委会朱坊村梨农罗庆恩高兴
地说，往年都是到县城的水果市
场卖梨，价格不稳定，通过活动，
香酥梨的名气越来越大，引来了外
地大客商，产量再多客商都可以帮
助销售。

杨宝商是新庄村委会朱坊村
的种植户，种植香酥梨 10亩，今年
他不用再辛苦到县城水果市场去

销售，在自家梨园旁就有客户来
收购。现在他家已经销售了 6 吨
多，卖了 2 万多元，还有 8 吨多，预
计还可以卖到 3 万多元。除了香
酥梨外，他家还销售套种在香酥
梨园里的小红梨，预计也可以销售
2万多元。杨宝商高兴地说：“明年
可要更加认真管理了，大老板说
了，我们的香酥梨他很喜欢，叫我们
好好管理，一个村的香酥梨，他都可
以全部收购，这下心里可踏实了！”

香酥梨园话增收

与改革开放同成长 与幸福大理共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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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洱海源头的洱源
县右所镇波头村，这里背靠覆
钟山麓，面朝西湖，风光秀丽。从
少年外出求学、工作，一转眼，三
十余载光阴飞逝。在我的记忆
中，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每户堂屋
前堆积如山的柴垛。

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家各家
各户的厨房里，都有一个土灶。
灶膛前面有一个剁墩，供做饭人
劈柴用，剁墩旁边堆满了柴，还有
引火用的干松毛、树叶、桉树皮
等。灶膛旁边的小洞里放着火
柴、点火用的松明子。一个火钳
子和一个吹火用的火筒，成为当
时厨房的标配。

民以食为天。遇到柴火回
潮，只会冒烟，就要影响一家人开
饭的时间了，此刻就要用火筒不
断地吹气助燃。火烟弥漫在整间
厨房里，很多时候，火不如人愿，
烟子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火终
于点燃了，要尽快再添柴。柴火

伴着燃烧后的烟味道，弥漫在整
个厨房里。

由于灶膛很大，很费柴，乡亲
们称为“老虎灶”。做好一顿饭，
要烧 20多斤的柴，大家整天都为

“烧什么”而发愁。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上山砍柴，便自然是农村大
人、小孩的必修课。砍柴的生活
是辛苦的，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大
人小孩就出发，几个小时的路程，
太阳出来时，才到达砍柴地点。
大家向着水冬瓜、杂木、松枝挥
刀，汗流浸透了背上的衣服。中
午，太阳烤得人直流汗，筋疲力尽
了，还得强撑着整理好柴，捆绑
好。然后背着柴一步一颤移动双
脚，慢慢下山。

回到家后，把柴晾晒在院子
里，等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整整
齐齐堆积在堂屋前。每年夏天到
冬天的大半年，每天都是如此艰
辛，等到堂屋前伞台子上的干柴
像一堵高墙那样严严实实。父母
紧绷的脸才会舒展一些，“烧什
么”的问题有着落了。

今年五一节，我回到老家，姐
姐一家搬进了新居。崭新的小洋
楼里，早已没有柴垛堆放的位

置。我和姐夫在厨房里一边聊
天，一边看着姐姐在做饭。地板
一尘不染。台面瓷砖光亮。洁净
无比的厨房里，电冰箱、电饭煲、
电磁炉、微波炉、消毒柜……应有
尽有。合上电闸，短短 20 多分
钟，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丰盛晚
餐便上桌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通过村
村通电、户户通电工程，通过一、
二期农村电网改造，以及西部电
网提升工程的实施，通过家电下
乡等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家乡
跨入了电气化的新时代。每家每
户堂屋前堆积如山的柴垛，在我们
的记忆中越行越远，最终消逝了。

消逝的柴垛
□ 李灿斌

9 月 13 日,巍山县农业技
术工作人员在庙街镇古城村
田间地头查看稻谷成熟情况。

金秋时节，红河源头巍山
彝族回族自治县8万亩水稻垂
穗成熟，当地农业部门切实加
强科技指导，确保水稻实现增
产增收，乡村一派丰收在望的
喜人景象。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9月 14
日，我州举办全州党员领导干部反
邪教知识讲座暨大理干部讲坛第
二讲。

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
州委政法委书记许云川主持并在
政法培训班上作动员讲话。

许云川强调，要以开展反邪教
知识讲座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反邪
教宣传工作，全体政法培训班学员
要集中精力，认真参加培训。

讲座邀请中央政法委反邪教境
外斗争学术专家组副组长、武汉大
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际

邪教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超同
志主讲，通过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
层面分析和揭露邪教的现实危害，
通过分析西方对邪教的治理模式，
结合实际提出我国依法治理邪教、
重视教育转化、加强基层力量、占领
宣传阵地、推动国际合作、培养关怀
人才等综合治理邪教的理论，增强
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反邪教工
作的能力。

讲座在龙山国际会议中心设主
会场、各县市设分会场，州级部门县
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县市副科以上
党员领导干部参加。

我州举办反邪教知识专题讲座
许云川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朱蕾 实习生
黄小丽） 9月14日上午，“践行中国
税务精神”书法美术摄影展在大理
州图书馆正式开展。

此次书画摄影展是大理州新
的税务机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文化
艺术活动，展出的作品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分为书法类、摄影类、绘画

类三个板块，共展出140余幅书画摄
影作品。州税务局还对参展作品进
行了装裱和布展，并组织专家对参
展作品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8幅，
二等奖16幅，三等奖23幅。

据悉，此次作品展将于 9月 14
日到9月25日在州图书馆一楼展厅
展出。

“践行中国税务精神”书法美术摄影展开展2013年底，南涧县有4个贫困
乡镇、42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14802 户 56713 人，贫困发生
率32.22%。到2018年，全县仍有1
个贫困乡镇、55个贫困村、18060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脱贫退出。年
末，南涧县将作为大理州第二批脱
贫摘帽的贫困县，迎接国家贫困退
出验收，在脱贫攻坚“攻城拔寨”的
关键时期，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为集中力量补齐短板，
加快深度贫困村（组）脱贫攻坚步
伐，“攻深行动”党员突击队，投身
深度贫困村（组）整体提升项目建
设一线，督促指导全县52个深度贫
困村（组）整体提升项目建设，展开
脱贫摘帽“终极决战”。

突击队启动工作后，所有队
员每周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进村
入户 2 天以上，与乡镇干部、村支

两委、驻村第一书记等做好工作
对接，第一时间把攻坚的号令传达
到每一个村组，第一时间进行村情
民意的收集，并同步做好帮扶政策
宣讲，广泛动员群众投入人居环境
提升和产业发展中，同步开展“厨
房革命”“厕所革命”，召开群众会
议，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项目选定、
项 目 建 设 和 工 程 监 管 ，督 促 村
（组）严格执行项目公示公告制

度，把感恩教育贯穿于“攻深行
动”全过程，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树立感恩意识，引导群众大力发
展致富增收产业。

据南涧县委组织部干部黄旭东
介绍：“近半个月来，52 支党员突
击队已经收集到了民情民意 260
余条，开展政策宣讲 70 余场次，
解决难点40余个，走访贫困户240
多户。”

9月12日，红岩烟叶收购站员工有序收购烟叶。
弥渡县完善烟叶收购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烟叶收购标准，严把品种和等

级纯度关、上等烟比例关和收购进度关，加快烟叶收购进度，收购烟叶工作
平稳有序，保障了烟农、政府、企业的利益。8月23日至9月12日，弥渡县累
计收购烟叶370万公斤，占收购烟叶计划的53.21%。

［通讯员 杨 宋 摄］

上接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让农民的承包地不仅“上
户口簿”，还“发身份证”。通过
将 土 地 承 包 关 系 以 法 律的形式
确定下来，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
土地承包权益，让农民群众吃上了
定心丸。

据介绍，此次工作是对第二轮
土地承包经营（1998 年至 2028 年）
的延续和完善，此次承包年限为30
年，农户登记的信息有效期为 40
年。农户领到新证后，将收回老
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
发，农户一是可以有序地流转土

地，二是可以申请抵押小额信贷贷
款，让农村土地升值、生“金”。

巍山县自2016 年12 月启动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以来，对全县10个乡镇、81个
村民委员会（社区）、1345个村民小
组的 8.5827 万户农户开展确权登
记。截至今年4月20日，外业指界
工作全面完成，实测耕地 435893
块、面积 468496.47 亩，占国土二调
面积的 101.41%，占二轮承包面积
的 236.61%。预计今年 9 月底前完
成承包经营权证颁发工作，10月初
进行数据汇交。

巍山：土地有了“证”农民更安心

“我们制定了一整套的管理办法，
除了日常的巡护工作，我们规定护
林员每个月必须全范围巡护 4 次，
并设卡检查，防止一些不法人员进
山盗砍盗捕，同时要深入到农户家
中进行护林宣传。”说起这些，罗定荣
如数家珍。如今，毁林开垦、盗砍
盗捕事件越来越少，林区得到有效
保护。近几年，林区里野兔、野猪
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早年不见的

猿猴又开始出现。
据李大宁介绍，在护林员的协

同帮助下，目前漾濞县森林资源管
理“三个全覆盖”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共核查发现 65 个问题，森林
公安已介入执法。“今后我们还将
进一步加强对护林员的培训管理，
提升业务水平，增强责任心和使命
感，为保护好绿水青山打下坚实基
础。”李大宁说。

漾濞：乡村护林员 守护山林的“活地图”
上接第一版

南涧：党员突击队聚合力助攻坚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