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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建好用活党建书架
为党员干部“加油充电”

今
日
导
读

第2版 第3版 第4版 第5版 第6版

广告

□ 本报记者 辛向东
通 讯 员 李膺宇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大理
州白剧团再次进京，白剧《数西
调》在北京进行两场演出，受到首
都各界热烈欢迎，成为白剧发展史
上新的里程碑。这是改革开放40年
来，大理州文化体育事业取得显著
成就的有力见证。

据州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理州白剧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创作的神话故事剧《望夫云》赴
北京汇报演出，受到各族群众和首
都文艺界人士的赞誉。1992 年在
全国戏曲汇演中，大理州白剧团以
创作演出《阿盖公主》荣获“天下第
一团”美誉。现代白剧《情暖苍山》
参加第七届中国戏剧艺术节获曹禹
新剧目奖等6项大奖，女主角扮演
者杨益琨荣获中国戏剧表演最高
奖“梅花奖”。大型传奇历史白剧

《榆城圣母》在2016年举办的云南
省第十三届新剧目展演中，囊括了
本届展演戏剧类所设奖项的最高
奖，创造了新的辉煌。白剧《数西
调》参加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
演，荣获戏剧类新剧目大奖、剧作
奖、导演（编导）奖、音乐创作奖，主
演杨益琨获特别荣誉奖。

与此同时，我州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
求。共建成州图书馆1个，州群艺
馆 1 个；建成县级文化馆 13 个、图
书馆 12 个，乡镇文化站 110 个，村
级文化室1032个，建成州、县、乡、
村各级文化活动广场1200多个，建
成文化惠民示范村19个；建成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州级支中心 1
个、县级分中心5个、乡镇级农文网
培 学 校 110 个 ，乡 镇 覆 盖 率 达
100%，村级网点 937 个、覆盖率达
90%；建成农家书屋 1139 个，实现

行政村全覆盖。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取得新亮点。州群艺馆拆除重
建工程、州“非遗”博物馆提升改造
工程、州数字图书馆（少儿图书馆）
建设工程、州博物馆提升改造建设
工程，这四大州级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在大理州建州60周年之前
相继建成完工，成为大理州标志性
的文化活动中心，为进一步提升
大理城市的文化形象、增强大理文
化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我州坚持贯彻落实发展全民体
育的根本任务，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以大理市和各县城为中心，着力建
设“十分钟”健身区和环县市健身长
廊工程。融合大理独特的旅游文
化资源，认真规划并实施环洱海生
态全民健身走廊，谋划筹办影响
大、宣传大、规模大、水平高的大型
体育赛事，将赛事打造成为城市

“活”名片。全州公共体育场馆定期
向群众免费开放，让人民群众参与

和享受场馆建设带来的实惠。目
前，全州已建成12个系统体育协会、
15个体育分会、54个体育俱乐部，建
成健身站点651个，共有2829名社
会体育指导员。群众体育健身场地
达人均1.2平方米，参与全民健身活
动人数占地区人口总数的32%。

我州还以州体育中学为龙头，
巩固、拓展竞技项目，积极探索政
府购买服务社会力量承办竞技体
育项目的发展模式，既节约了政府
投入，又促进了事业发展，在发展
社会力量承办竞技体育方面走在
了全国前列。全面恢复和完善每
年一度的全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成立了省运会项目承办
点，在全州布设了19个业余训练网
点学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竞技体
育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体育
人才。积极开创户外运动，品牌赛
事不断壮大，举办、组织了一大批
有规模、有影响的比赛活动。

白州文化体育建设谱新篇
——大理州改革开放四十年系列报道之二十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祥云县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长效运行机制，实现劳务
输出供需无缝对接，促使 13.26 万
人实现转移就业，年务工总收入达
39.8亿元，务工收入成为农村群众
增收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围绕帮助农村群众增收致富
的工作目标，祥云县积极实施“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战略，健全
转移就业长效机制，切实做好劳务
输出供需对接，努力实现劳动力资
源和项目资源的有机统一。一方
面，依托财富工业园区、物流园区、
大理综合保税区等优势行业，把农
村富余劳动力高效率、高质量地转
移到其他产业中，促使转移就业机
制有效运行，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
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依托县内 40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5个农业龙

头企业、1044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断加大县内就地转移就业保障
力度，通过有组织、成建制、大批量
的对外输出劳动力扩大转移就业，
实现就近就便务工常态化，仅祥云
飞龙公司就吸纳8000多人就业。

祥云县还在全县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符合条
件的43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就
业；全县各乡镇以村为单位，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开设护林员、公路养
护员、交通劝导员、卫生保洁员等公
益性岗位，让847人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还通过实施
创业扶持政策，带动55名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通过创业实现脱贫；鼓励
企业优先招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对 89 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585 万
元，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稳步
推进转移就业工作深入开展。

祥云县转移就业
年务工收入近40亿元

1月7日，巍山县庙街镇新云
村村民在油菜田间浇水施肥。

小寒节令，巍山县 4 万亩
油菜进入中耕管理关键期，当地
村民抢抓农时节令，抓紧开展施
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油菜田间
管理，乡村一派忙碌景象。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岁末年初，一些老同志和困
难群众生活得怎么样，牵动着各
级党委政府的心。关心关爱这
些人群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通
过开展慰问，沉下去走访谈心、
倾听诉求、解难帮困，会使这些
群众心里更温暖。

然而，现实中，部分领导却
念歪了经，把慰问当作任务、当
作形式，走过场，不知道老同志
想法、不问群众需求，把慰问当
秀场。到群众家里，送送东西、
握握手、照照相就走人，既不问

困难和需求，更谈不上交心谈
心，这样的慰问让人觉得不亲
切，很有距离感。

“心与心的交流才是最近
的”。暖心的慰问需要走心，
要摒弃走过场、应付了事的心
态，真正把慰问老同志、困难
群众当作一次倾听民意、交流
感情、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这样
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问
题、办事情。慰问更在于“问”，
要放下架子，再破的凳子也能坐
得下，真正倾听群众的诉求和心
声，真切回应群众呼声，尽量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这样，心到
了，情到了，群众欢喜，慰问的目
的才能达到。

走心的慰问更温暖
□ 赵春祺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通 讯 员 杨 宋）
2015 年至 2018 年，弥渡县发放
创业贷款3.4亿元，扶持3788名
创业人员实现自主创业。

近年来，弥渡县整合部门项
目，建立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协调
机制，为妇女、青年、大学毕业生
等创业人员提供优质、快捷的服

务，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妇联、团委、工会、工商联、个私
协、财政、银行等部门各司其职、
密切合作，抓好创业贷款发放工
作，减轻创业人员的资金压力。
同时，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扶持
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开展创
业培训服务，提高创业致富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左兴亮
杨文婷）2018年，大理市以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切实加
大教育投入力度，教育支出完成
13.55亿元，同比增长14.92%。

大理市始终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做到

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财政
资金优先保障教育，公共资源
优先满足教育。着力实施教育
项目，改善教学办学条件，协调
推进教育发展，教育规模、办学
水平稳步提高，教育事业稳步
健康发展。

弥渡县4年发放创业贷款3.4亿元

大理市2018年教育支出完成13.55亿元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耀 松
杨 晓敏） 自“顶在前面、干在难
处”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剑川县弥沙
乡党委结合全乡实际，以“三个工
程”抓实“顶在前面，干在难处”专
项行动，进一步激励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一线勇于
担当、敢于作为。

实施“脱贫前线党旗红”工
程，建强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
党委政府每月专题研究一次脱贫
攻坚工作，每名党委班子成员挂
钩联系 1 个贫困村督促指导脱贫
攻坚工作。以支部规范化建设达
标创建为抓手，扎实推动贫困地
区党支部健全基本组织。健全完
善青年人才党支部建设，培养储
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后备力量。

实施“我是干部我先上”工
程，激励干部带头担当作为。安
排党委班子成员挂包全乡 6 个行

政村，乡领导班子成员坚持顶在
攻坚一线，既履行分管牵头责任，
又履行包村扶贫责任；建立乡级
半月工作推进调度会、村级每周
分析研判会制度，研究问题、列出
清单、挂图作战、限时办结、对账
销号。将“顶在前面干在难处”专
项行动落实情况纳入乡包村领
导、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年度党建工作考核以
及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实行脱贫
攻坚月度考核，用“硬机制”推动

“硬落实”。
实施“我是党员跟我干”工

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动作
用。结合党员积分制管理，开展
无职党员设岗定职。在每个自然
村组建脱贫致富先锋队，主动结
对帮扶贫困户，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共为贫困群
众联系工作岗位100个。

顶在前面 干在难处 系列报道⑩

剑川弥沙乡以“三个工程”
抓实“顶干”专项行动

□ 通讯员 杨继红

“以前，一家 4 口人住的是危
房，墙体张开拳头那么大的裂缝，
屋顶漏雨，媳妇病，我也病，没有什
么收入，也发展不了什么产业，日
子过得真心酸。”说起过去的生活，
永平县 2018 年光荣脱贫楷模杨飞
神情凝重，“关键时刻还是党的扶
贫政策拯救了我们，现在盖了新
房，养了能繁母牛，养牛收入每年
两三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
家的新生活，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心
里话，到哪里我都要说这个话。”

“脱贫不脱希望，干劲还要更
加高涨”谈起梦想杨飞越说越有
劲，“今年开始我养土蜂，媳妇做豆
腐，一年下来再增加两三万块，农
闲还可以就近做零工补贴家用，我
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关键是挂钩干部实实在在的
帮扶，启发我、鼓励我，给我信心和
力量。”同样是永平县 2018 年光荣
脱贫楷模并被省州表彰为“光荣脱
贫户”的王琨，谈起自家的脱贫“翻
身仗”眼里放光，“老旧土楼推倒盖
起一层小洋楼，能繁母牛两年产三
仔，儿子应征入伍报效祖国，所有
这些都是得益于党的政策好，得益

于挂钩干部手把手地扶持。”
光荣脱贫楷模、残疾人朱发兵

夫妻俩通过参加技能扶贫培训后，
掌握了藤编技术，在党支部+企业+
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下，永启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吸纳了像朱发兵一样
的贫困群众加入到了藤编大军，共
同编织脱贫致富梦。“现在我白天
在公司上班，早晚搞藤编，收入稳
定增长，一家人的生活实现了 180
度的大改变。”朱发兵高兴地说。

在脱贫攻坚中，永平县通过千
名干部大下乡、大入户、大宣讲，开
展“脱贫攻坚·你我同行”文化惠民
进村、结对帮扶“六清七个一”“最美
扶贫人”和“脱贫攻坚楷模”评选、“自
强、诚信、感恩”教育等系列活动，激
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增强了群众
自主脱贫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

“我们都是追梦人”，广大脱贫
群众表示，即使昨梦今圆，赶上了
好时代，更要不断努力奋斗，去开
创最甜蜜的幸福生活。

“我们都是追梦人”
——永平县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促脱贫侧记

洱源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力促发展 巍山古城铁匠铺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昂贵“名校”为何说关就关经典回归
新版电视剧《天龙八部》取景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