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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杨雪翠） 大
理市在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
建设过程中，坚持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推行“街（路）乡镇”工作机
制，将精细化管理标准和责任落实
到“最后一米”“最后一人”。

大理市推进“街（路）巷长”工
作制度落实，由州市领导带头示
范，处级领导担任“街（路）巷长”、
科级领导担任副“街（路）巷长”，覆
盖全市城市建成区内101条街路巷
道，搭起州、市、乡镇（办事处）三级
责任体系。

运用“吹哨报到”、智慧城管、
群众举报等信息化手段，建立“日
巡、月检、季查、年评”的工作机制，

按照“巡查—反馈（交办）—处置—
督察—销号”五步工作流程，实行包
片区、包街巷、包店铺和宣传、劝导
与执法相结合的方式，落实落细市
政管理、市场监管、公安交警、环保
工信、乡镇社区网格责任，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设置“街（路）巷长公示牌”，将
路段范围、网格区域，街（路）巷长、
相关部门责任人姓名、职务、联系方
式进行公示，方便市民反映情况、监
督工作，及时化解城市管理中的各
类矛盾，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格局，让城市面貌文
明规范、整洁有序，更好地提高群众
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大理市以“街（路）巷长”设置落实“最后一米”责任

□ 本报记者 辛向东
通 讯 员 卞晓茜

“如何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更
符合实际、更贴近民意的政协提
案，是一名政协委员的必修课。”近
日，州政协委员、大理州地方经济协
作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杨珏婵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为了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
杨珏婵首先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不
断进取，通过学习理论知识、业务
知识，加深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
位和作用的认识。

在日常工作中，杨珏婵切实贯
彻政协全会精神，把积极参加政协
组织的各项活动看作是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提高自己、促进工作的
极好机会。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的：“越是有培养前途的政协
委员，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
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
她经常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深入
实践，开展调研工作，认真撰写调
研报告；充分利用政协提案这一形
式，积极建言献策，力求在深入调
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的基础上，
掌握实情，反映实际，办好实事，体

现实效。
“合作共事是政协组织的优良

传统。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
具有联系面广、代表性强的优势
特点，要充分发挥团结面大、联系
面广的优势，加强合作共事，努力
维护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这是作为州政协委员的杨珏
婵的心声和真实写照。作为政协
委员，她努力多做汇集正能量的
工作，多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
工作。运用协同互动办法加以整
合，发挥政协优势，同时提升人格
魅力，提高个人修养，改进工作作

风，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引领人、团
结人，为我州地方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只有热爱政协工作，才能做
好政协工作；只有心系政协工作，
才能把政协工作做好做实。”杨珏婵
表示，今后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
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出色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工
作任务。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把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在
为群众实实在在办好事、实事上，
为大理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

积极建言献策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访州政协委员杨珏婵

开展脱贫攻坚以来，祥云县黄
草哨村在继承传统的核桃、水稻、
苞谷、杂粮等种植业外，因地制宜，
根据实际情况，大力发展重楼、续
断、辣椒、青花椒等经济作物，村民
的生活水平一年年得到提高。如
今全村发展泡核桃 4880 亩，花椒
1054亩，每年种植续断300多亩。

黄草哨村位于祥云县米甸镇
东北角，全村辖4个自然村4个村
民小组，2018年年末，全村总户数
150 户，总人口 523 人，汉、彝、苗、
傈僳4个民族杂居，是一个典型的
少数民族山区村。近年来，黄草哨
村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村容村貌不
断得到改善，基础设施、交通道路、
文体活动、教育设施、人居环境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新建
安居房 22 户，村内道路硬化 4100
米，新建自来水管道安装 16000
米，新建和修缮农灌沟沟渠 3676
米，新建文化广场 3 个，村级活动
场所 3 个。配备设备齐全的标准
化卫生室1所，新增绿化面积2000
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66盏，投
资88万元建设黄草哨小学学生宿
舍，解决了学生住宿问题。全村4
个自然村 157 户均通卫星广播电
视（户户通），覆盖率达 100%。村

委会通中国电信光纤，小学及卫生
室通中国移动光纤。

提起建国70年来的话题，黄草
哨村65岁的罗仕明老人激动地说：

“过去我们黄草哨村，吃的是包谷
面、杂粮，穿的是的旧衣裳，住的是
破旧的瓦房、茅草房，出行靠人背马
驮。如今，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政策
好，我们家家户户吃的是大米饭，穿
的是新衣裳，住上了瓦房、洋楼”。

村委会党总支副书记罗丕忠说：
“过去我们黄草哨村外出赶街只有一
条泥土路，群众赶街要步行，买卖东
西靠人背马驮，夜晚没有电灯，孩子
上不起学。改革开放，道路不断得到
改善，如今村组道路都是水泥路，村
村家家户户通高压电，点上了电灯，
用上了家用电器，孩子个个能上学，
新时代的变化说也说不完”。

养猪大户李毓清说：“我家现
在种养结合，种植着核桃、包谷等
农作物，养殖着仔猪、母猪大小120
多头，正常年景，每年养猪收入可
达5-6万元，核桃收入1万余元，全
家人的生活十分充裕”。

如今走进大山深处的祥云县
米甸镇黄草哨村，一幢幢青瓦白墙
的农舍、一幢幢钢混结构的洋楼，
在青山、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

如画。特别是脱贫攻坚中改造出
来的易地搬迁点，独具特色，分外
引人注目。整个黄草哨村，像一朵
璀璨诱人的奇葩，绽放在祥云米甸
的楚场河畔。村委会党总支书记、
村主任罗碧书说：“我们黄草哨村
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畅，过
去比较落后，许多人家吃不饱穿不
暖，群众生产生活十分艰难。近年
来，我们村结合实际，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大力改善基础设施、道路
交通、人居环境等建设，村容村貌、
群众的生产生活各方面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茶余饭后，村庄旁的大树下、村
级活动场所里，大人们聚在一起拉家
常、叙往事、感党恩，孩子们聚在一起
唱歌跳舞、玩游戏、打篮球，如今的黄
草哨村，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

怀揣着越来越好的梦想，黄
草哨这朵奇葩，将会在山清水秀
的祥云楚场河畔越开越娇艳，越
开越璀璨！ ［山 雨］

近日，全国烟农增收工作
现场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与会
代表观摩了祥云县烟农增收产
业综合体、五孔桥烟农增收产
业融合园、烟农增收工业园、
松梅烟农增收产业孵化园等，
实地察看调研烟叶生产和烟
农增收工作情况，认真听取讲
解员介绍相关情况。与会代
表对祥云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引导烟农专业合作社带动
烟农增收工作取得的成效给
予了高度评价。

烟叶稳，烟草行业发展就
稳。稳烟叶，关键还要增加烟
农种烟收益。近年来，祥云烟
草在县局党总支的带领下，围
绕烤烟主业推动多元产业融合
发展促进烟农增收主题，培育
烟农专业合作联社集约化新型
经营主体，着力构建烟叶主业
与辅业二元增收新格局和烟叶
高质量发展工作新机制，打造
烟农增收新优势,从而稳定核心
烟区，促进祥云烟叶高质量发
展，逐步引起省内外烟草工业

企业的高度关注，并建立了湖
南中烟、福建中烟、四川中烟、
上海中烟等烟叶生产基地。与
此同时，省、州烟草专卖局（公
司），州、县党委、政府领导多次
调研指导以土地流转稳定烟叶
生产基地和多元化发展扩宽烟
农增收之路。

“我们村在烟草公司的引
导下，流转好田好地规模化种
植烤烟，同时，在轮作区内发
展了豌豆、党参、向日葵等多
个产业，虽然烟叶计划减少，
但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减。”
祥云县下庄村支部书记普尚
福说。祥云县下庄社区 3 组烟
农 刘 荣 生 就 是 其 中 的 受 益
者。按照大理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和联合社的规划，他在
烟田里套种或轮作豌豆，利用
烟田的烟秆作为豌豆的攀附
物，剩余肥力供豌豆生长，一
年种植两季经济作物。“套种
的作物差不多每亩能有 4000
元的收入。加上烤烟的收入，
一年一亩地挣一万元不成问

题。”刘荣生高兴地说。通过
效益测算，下庄产业综合体年
均亩产值 7800 元左右，同比非
产业综合体，年均每亩可为烟
农增加 1500 元收入。烟区产
业综合体的建设，构建了烤烟
与非烟产业互为促进的种植
制度，保障了烟叶生产稳定发
展和烟农持续增收。

目前祥云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党总支在进一步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的同时，认真总结
成功经验和做法，统筹烟叶主
业、多元增收、精准扶贫各项工
作，努力在集约高效、综合利
用、绿色生态、和谐发展上不断
取得新成效，推动烟农增收工
作迈上新台阶。

［王乐兵］

党建引领促农增收 以烟为本多元发展
——祥云县烟草专卖局党总支不忘初心促进烟农增收侧记

黄草哨 绽放在祥云楚场河畔的一朵奇葩

□ 通讯员 赵春荣 李雪梅
卢夺坤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洱源县着力构建以
县城为中心的“五纵五横”公路
网，交通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
交通路网初步形成，老百姓充分
享受到了快捷、方便交通带来的
实惠。

洱源县境内黑惠江从西北到
东南奔腾不息，两岸山高谷深，历
史上跨越黑惠江只能靠溜索桥和
人马吊桥。今年 77岁的罗玉昌老
人是乔后镇黄花坪村的村民，他回
忆起以前通过溜索过江的情景还

有些心惊。“过去从江上过，要在两
边栽上树干，一边一棵，拴上一根
竹绳、从上面溜过去。”

2015年，洱源县投资 800多万
元建成了黄花大桥，彻底改善了黑
惠江两岸山区群众的出行条件。

“以前去乔后，早上出发，晚上也回
不到家，现在车辆从黄花大桥上驶
过，节省了不少时间。当地群众把
洋芋、玉米、菌子等特产拿去卖也
比以前方便得多，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过了。”罗玉昌这样说。

洱源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段长、
高级工程师张凤鸣 1989年从云南
省交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洱源县
交通局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
农村公路的建设、设计、管理和施

工等工作，亲历了洱源交通的发展
变化历程。“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洱源只有一条柏油公路，就是国道
214线，从沙坪起到剑川止共 60多
公里，县城到乡镇的公路都是土
路，基本上是晴通雨阻，尘土飞扬
的状况。当时到村委会，只能靠人
背马驮。”张凤鸣这样说。

洱源县交通落后的状况在
1998 年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抓住

“村村通公路”的目标机遇，该县通
过两年的时间，在1999年底实现了
全县所有行政村毛路通车，并完善
了原有的公路网，形成了“三纵四
横”的公路网格局。现在，洱源县
通车里程达3340公里；从零高速公
路，到开通了大丽高速，上鹤高速；

国道 214的改扩建，实现了县城到
大理一级公路的通车，周边的公路
达到了高等级公路化；建成了西山
大桥、黄花大桥等 8座横跨黑惠江
的大桥，结束了洱源山区出行靠溜
索的历史；实现了“五纵五横”的公
路网布局，形成快速联系周边县
市，通达镇乡及行政村，连接重要
产业基地、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的
公路网络。

路桥通联四方，为洱源县发展
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交通基础。“下
一步，我们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四好农村公路建设’，为全
县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通
道，也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一分
力量。”张凤鸣如是说。

洱源：路桥通达奔小康

9月9日，祥云泰兴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采摘

“肉豌豆”，“肉豌豆”是当地对可
以带壳吃的青豌豆的一种俗称。

据悉，今年泰兴公司种植“肉
豌豆”数十亩，目前已开始进入采
摘期，不少蔬菜商早早地就前来
定购，市场供不应求。

［通讯员 李世祖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10月8
日下午，全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和联络工作会议
召开。

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
赵国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赵国良指出，全州主题教育工
作开局良好、总体有序，但思想认识
还有差距，学习效果还不够明显，工
作推进不平衡，工作融合不够紧密，
统筹协调不够高效。

赵国良要求，巡回指导组要做
到敢督会导、勤督力导、严督实导，

增强学习提高、把准方向、发现问
题、发掘典型、传导压力、统筹协调
的能力；巡回联络组要寓联络于督
促指导之中，寓联络于服务保障之
中，当好联络员、指导员、调度员、服
务员，真正发挥巡回指导工作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

赵国良强调，要强化责任落实抓
督导，坚持问题导向抓督导，紧盯重点
措施抓督导，注重质量提升抓督导。

会议安排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关文件精神学习，部
署各巡回指导、联络组的工作任务。

我州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巡回指导和联络工作会议
赵国良出席并讲话

政协委员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韩海娥） 近
日，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弘扬长征精神，建设美丽鹤庆，
鹤庆县精心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金牌讲解员选拔大赛。

活动由鹤庆县委组织部、县委
教育体育工委、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政府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主
办。选拔赛分少年组、青年组、老
年组进行，少年组选拔50名优秀讲
解员，青年组选拔 30 名优秀讲解
员，老年组选拔20名优秀讲解员参
加大赛。

本次大赛设金牌讲解员22名，
其中特邀金牌讲解员 2 名，少年金
牌讲解员 8 名，青年金牌讲解员 6
名，老年金牌讲解员6名。

参赛选手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弘扬长征
精神、建设美丽鹤庆”这一主题，从
基层党建篇、红色文化篇、扫黑除
恶篇、脱贫攻坚篇、乡村振兴篇、绿
色发展篇六个篇章中任选一个篇
章，选用鹤庆境内的真人真事，理
论联系实际进行演讲，让“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更加
深入人心。

鹤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金牌讲解员选拔大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牢记嘱托 奋进大理

谈起付去妈村的发展变化，
鼠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沈家宝讲
了这么一个故事：罗世四是付去
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家庭困
难，30岁还未成家，结婚成了罗世四
的最大愿望。2016 年，在国家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政 策 的 帮 扶 下 ，他
家里建起了一幢崭新的房子，种
植了 6 亩柑橘和 5 亩滇红花，还养
殖了生猪和肉牛，脱去了贫困户的
帽子。经人介绍，罗世四与保山
市隆阳区芒宽乡的熊美兰走在了

一起，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举行了简单而又
浪漫的婚礼，从此开始了幸福美
满的新生活。今年，罗世四夫妇
喜添贵子，一家人的生活更是其
乐融融。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
共产党。”9月26日上午，付去妈村
群众在今年投资 20 万元新建成的
村民活动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升国
旗唱国歌仪式，以此来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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