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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

综合新闻

在永平县博南镇西南部，有一
座小山村，那曾经是博南古道的必
经之路，承载着厚重的古道文化，
而现在它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因村制宜，精准施
策，把往日的古道村落打造成了一
幅优美的“山水田园画”。

夯实农业基础，注重产业融
合，实现产业兴旺。花桥村将农业
与生态休闲结合起来, 打造集农
业、文创、旅游、生态休闲为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和绿色经济产业链。
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0.4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
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打
造花桥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农
村产业发展平台，打造大龙潭水库
特色水果种植示范区，成立特色水

果种植合作社，实现了特色水果的
统购统销，拓宽了销售渠道。二是
发挥优势，注重产业融合发展。进
一步丰富乡村旅游内容和载体，以
基地、种养大户为示范引领，带动
农业产业发展，形成乡村旅游发展
产业链。完成花桥村1500亩泡核
桃有认证，融入茶马古道文化内
涵，创建博南古道优质核桃品牌。
结合乡村、生态、古道旅游，走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道路，打造大龙潭
水库垂钓园，扶持农户种植云南红
梨、杨梅、香橼、梅子等经济作物，
建成了春赏花夏垂钓秋摘果冬赏
梅的乡村旅游产业链。

保护传统村落，推进七改三
清，实现生态宜居。规划先行，注
重传统村落与现代景观的融合，切
实提升人居环境。一是对“博南古
道”、石照壁、古税司进行修复，修

建“博南古道驿站”，实施博南古道
博物馆建设和元梅保护等项目，对
古县衙、元梅等历史文化古迹进行
保护及开发，让这些文化景观最大
程度的得到保护。二是实施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对污水管网、
消防设施、旅游厕所、垃圾清运设
备购置等进行重新铺设建设，进一
步完善古村落基础设施，完善乡村
基础功能。因地制宜进行花桥小
河生态廊道建设，沿河边布置休闲
走廊并配置相应的环卫设施，呈现
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景
象。三是强化环境卫生管理，制定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加大环境
卫生宣传整治力度，切实解决垃圾
乱倒、粪便乱堆、禽畜乱跑、柴草乱
放、污水乱排等脏乱差现象，让村
子向“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古
村落迈进。

传承古道精神，弘扬乡土文
化，实现乡风文明。花桥村虽是个
小村子，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乡
村振兴，既要护口袋，还要护脑
袋。村党总支立足传承古道精神，
结合新时代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
建设，在全村推行诚信社会建设，
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搞好农村
公共服务体系，农家书屋、活动小
广场作用发挥明显，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法治教育，村
干部带头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
讲礼貌，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
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把普法、依法
治理和民间调解、矛盾纠纷排查等
工作捆在一起，维护农村稳定，营
造和谐氛围。

加强基层党建，强化治理思
维，实现治理有效。只有在党的带
领下，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才

能在农村治理体系中，牵住乡村建
设和治理的牛鼻子。花桥村党总
支部以“规范服务为核心，提升效
能为重点，公开监督为保障”的服
务标准化建设，按照“八有”标准抓
好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
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发挥好党
支部的堡垒作用。围绕“先行先
试、培育典型、示范带动、辐射推
广”的工作思路，规范化建设了具
有鲜明特色、影响较大、示范效果
好的党建示范点。充分发挥村民
理事会、红白理事会作用，动员广
大群众在环境卫生、客事办理等方
面，自主制定村规民约，自觉遵守
村规民约，让基层治理更“接地
气”，更有活力。

坚持精准扶贫，拓宽收入渠
道，实现生活富裕。扎实开展精细
精确精微的“绣花式”扶贫，全力以

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
裕。抓住博南古道保护开发的大
好机遇，加大扶贫投入，扎实开展
整村推进、“五个一批”帮扶措施等
专项扶贫工作，认真开展定点帮扶
工作，强化帮扶工作成效、加强产
业发展、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社会保障力度、提升群众工作水平
等方面着力，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保基本、补短板”进一步开展贫困
户帮扶和脱贫成效巩固提升工作，
强力推动全村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效率提升，进一步提高群众认可度
和获得感。 （徐丽娜 李斌）

乡村振兴新征程 焕发古道新风采

四是聚焦试点示范带动。在全州
确定了12个乡镇、25个村为乡村振
兴州级试点乡镇、试点村，精心策
划了一批项目，扎实抓好试点村项
目库规划建设，编制了《试点村项
目计划表》。州财政安排乡村振兴
战略专项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支持
试点工作，部分试点村如漾濞县苍
山西镇鸡茨坪州级重点试点村等
已初见成效。五是抓实乡村产业
发展。以打好“绿色食品牌”为切
入点，着力实施产业强县兴村行
动，努力构建“一县一业”“一村一
品”发展格局，全州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初步建成。2018年，
全州完成农业总产值416.01亿元，
同比增6.2%，位居全省第二。六是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在全省率先
推行村庄规划建设网格化管理，实
现行政村农村土地规划建设专管
员配备全覆盖。制定了《大理州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办
法（2018-2020年）》，全面启动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大
理市周城村、剑川县寺登村、祥云
县王家庄社区、云龙县诺邓村入选
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七是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持续加
大基层党组织整顿力度，累计整顿
农村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2488
个。创新开展“顶在前面、干在难

处”党建扶贫双推进专项行动，在
全省率先开展贫困地区基层党组
织规范化建设，打造命名 100 个州
级示范点。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
明创建、倡导移风易俗客事从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建设和平安创建等活动。
八是着力强化民生保障。加快推
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州
110 个乡镇、1149 个行政村全部实
现通畅，50户以上自然村通公路率
达 100%。农村饮水安全持续巩固
提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极大改
善，农村100%通动力电。着力推进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面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不
断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
固扩大城乡居民参保覆盖面，千方
百计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强
化民生保障。

据介绍，在下步工作中，我州
将围绕“抓好政策体系完善、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建
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乡村
治理机制、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试点
工作”六个方面理清思路，抓细抓
实，着力打造“农村人待得住、城里
人喜欢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的农村绿色生活综合体验地。

云南日报、春城晚报、大理日
报等省、州媒体应邀参加发布会。

我州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场新闻发布会
上接第一版

负一层的小惊喜

当刘达接到公司通知，可以到
泰业商圈七楼党员驿站参加党组
织活动、过组织生活时，他非常激
动。他告诉记者，5月20日，他参加
了泰业商圈党员驿站开展“爱党爱
国”主题党日活动，党员驿站组织
党员到大理市古生村、周保中将军
纪念馆参观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殷殷嘱
托，回顾周保中将军的革命生涯和
光辉历程，这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开心。现在只要想到七楼
有一个“家”就倍感温暖，有一种找
到党组织的自豪感，以后还可以利
用空闲时间尽党员义务、履行党员
职责。

沃尔玛的另一名员工王琳感
触也非常深。她说：“在外企里，我
是一名打工人员，工作不稳定。如

今泰业商圈有了党员驿站，我们就
有了一个‘家’。工作中，我不仅要
干好本职工作，还要在岗位上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影响身
边的人，让大家看到我们党员的不
同之处。”

昆百大·泰业城运营部负责人
黄殷说：“我们这里有 207 家商户，
流动党员有了一个‘家’，这是一件
好事，我们会提高我们的服务质
量，用实际行动支持泰业商圈党员
驿站。”

在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
建设中，大理市结合实际，以州市
两级为主，整合各方力量，加快建
立一套“街巷长”工作机制，做到党
建进社区、进企业、进协会、进楼
宇、进商会，实现服务群众工作到
哪里党旗党徽就到哪里。泰业商
圈党员驿站的成功打造，让飘扬的
旗帜和闪耀的党徽构成了大理市
泰业商业圈一处独特的风景。

身在负一层 心向第七层
上接第一版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本报讯（通讯员 郑增纲）近年
来，巍山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着
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进一
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有效巩固
脱贫成果。

做强肉牛养殖产业。巍山是
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布局规划重点
县、国家“粮改饲”试点县。该县
依托境内饲草饲料资源丰富、草
山草坡较多、肉牛养殖技术优势
突出、市场交易兴旺、消费群体稳
定的优势，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通过规模化、
组织化、专业化、绿色化、品牌化
发展，2018年，全县牛肉产量 7975
吨，出栏肉牛 6.38 万头，存栏 9.28
万头，分别居全州第 1、第 1 和第 2
位；肉牛冻精改良 2.52 万头，良种
覆盖率达到 80%；云岭牛扩繁数量
3000头，位居全省前列。目前，全
县共有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社 207

个，入社农户 5800户，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2534 户。2018 年，全县
实现养殖收入 11.87亿元。

打造“绿色品牌”。红雪梨是
巍山特有的优良地方品种，仅马
鞍山乡种植面积就达 3 万亩。近
年来，该县探索推广“党支部+企
业+合作社+基地+电商+农户（种
植户和贫困户）”的红雪梨产业发
展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品牌”。
目前，全县红雪梨鲜果年产量达 3
万吨，产值超过 5000万元。同时，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做好红雪梨
精深加工，研发生产的红雪梨膏、
红雪梨醋、红雪梨含片等精深加
工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培植新兴产业。在优化壮大
传统产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
中药材、热带水果和草畜等特色
产业。其中，在黑惠江流域种植
红 花 13000 多 亩 ，种 植 柑 桔 、芭

蕉、芒果、香橼、车厘子等热带水
果 10539 亩 。 在 产 业 发 展 过 程
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通过落实“群众会议制度”，让产
业发展最大程度结合群众意愿，
充分调动起了群众的主动性和
创造力。在项目实施中，各乡镇
依靠科技创新和资源整合，以特
色产业基地提质增效为目标，实
现脱贫质量巩固提升与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结合，使新产业在巍
山生根开花。截至今年 3 月，全
县共投入财政资金 1.15 亿元扶
持群众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形
成了以黑惠江流域为主的特色
种植业、以云岭牛为品牌的肉牛
养殖业。2018 年，全县实现种植
业收入 10.41 亿元，有力推动了
群众增收致富。

创新就业扶贫模式。在技能
培训、服务保障等方面下足功夫，

探索就业扶贫新路子。制定出台
劳动力转移就业补贴政策，发展
就业扶贫基地 1家，开设基层就业
服务平台 83 个。同时，在大理市
设立了巍山县劳动力转移就业下
关服务站，在永建镇永安村委会
打竹村成立了祥安农村劳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永建、大仓、庙街
成立扶贫车间 3 个，依托龙头企
业、定点培训机构、创业基地等对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进行
就业技能培训。2018 年，全县实
现劳务经济收入 11.6亿元。

巍山优化产业结构巩固脱贫成果

弥渡县新街镇金刚村委会彝族群众在村里的“爱心超市”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摄于6月6日）
2018年以来，弥渡县在农村建成66个“爱心超市”，采取“以表现兑换积分、以积分兑换物品”的方式，引导农村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农

村环境脏乱差现象得到较大改观。 ［特约记者 李武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