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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开 展 政 绩 观 专 题 教 育 以
来 ，巍 山 县 烟 草 专 卖 局（分 公
司）以“三个强化”引导党员干
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以振
奋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
风干事创业，为净化政治生态
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强化学习教育，筑牢信念
根基。利用“三会一课”，深入
学习《学习！听习近平讲什么
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着力
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
部》《关于开展云南烟草商业党
员 干 部 政 绩 观 专 题 教 育 的 通
知》等，夯实理论根基，掌握思
想武器。认真学习张富清、黄
文 秀 等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先 进 事
迹，在学习中转变思想、净化灵
魂，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
宗旨意识。学习《烟仓“硕鼠”
现形记》，反思教训，引导党员
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以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使命。
强化剖析反思，切实找准

差距。在充分学习理论、正反
面案例后，全体党员干部把自
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围绕“树立什么样的
政绩观”“依靠谁实现政绩”“为
谁建立政绩”“怎样实现政绩”

“追求什么政绩”5 个方面的要
求，深入查找背离正确政绩观
的各种言行及表现，并形成问
题清单及改进措施，为进一步
做实整改工作打牢基础。

强化工作实践、狠抓整改
落 实 。 组 织 全 体 党 员 干 部 开
展“正确政绩观大家谈”专题
学习交流研讨。党员干部立足
岗位，围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等
内容，从“树立什么样政绩观”

“依靠谁实现政绩”“为谁建立
政绩”“怎么实现政绩”“追求什
么政绩”五个方面开展讨论交

流，在探讨交流中进一步牢固
树立正确的政绩导向，凝聚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共识。把这次
政绩观专题教育查摆出的问题
整改，纳入“坚守政治立场、强
化政治意识、提升政治能力”整
改任务，一体整改、一体解决，
建立工作台账，整改一个、销号
一个，确保问题整改彻底到位、
不留尾巴和死角。聚焦行业高
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在抓好问
题整改落实中抓好统筹协调，
把准前进方向，统筹推进特色
烟叶生产、创新卷烟营销、规范
专卖执法，为巍山烟草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 鹂］

为深入推进各级党组织书记遍
访贫困对象工作，大理市税务局采
取“三对”扎实开展党员领导干部遍
访贫困对象工作。

一是“点对点”。大理市税务局
党委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省、州、市深入开展五级书记遍访
贫困对象行动有关要求，深刻认识
党员领导干部遍访贫困对象行动的
重要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用领导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
的幸福指数，坚决兑现好脱贫攻坚

“军令状”。研究制定《大理市税务
局党员领导干部遍访贫困对象实施
方案》，把大理市税务局扶贫挂钩
的两个村委会 291户贫困户（太邑乡
太邑村委会 104 户、上关镇大把关
村委会 187 户）的遍访工作具体分
配到市局党委书记、委员；机关党委
书记、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小组
长等党员领导干部，明确遍访工作
责任、任务、时间、要求，实现遍访工
作“点对点”。

二是“面对面”。在遍访工作
中，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到每户贫困
对象家中进行面对面的走访，对走
访时在外做活家中无人的贫困户，采
取到田间地头走访或贫困户晚上收
工回家后走访等方式，对少数长期在
外打工家中无人的贫困对象采取电
话（微信、视频）交流等方式进行走
访，实现遍访工作“面对面”。

三是“实对实”。在遍访工作
中，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克服形式主
义，扎实做好走访各项工作，宣讲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宣讲好扶贫政策措施，宣讲好
大理脱贫攻坚故事。听真声音、看
真情况、访真困难、真解决问题，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及时发现存在
问题，对能够解决的问题，立即着手
帮助解决；对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详细了解，认真记录，积极向市局党
委和市（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反映，跟踪解决；对一些不合理的
诉求或无法解决的问题，耐心做好
解释，引导贫困户转变观念，争取贫
困户的理解支持。向贫困户讲清楚

扶贫政策是什么、政府帮什么、自己
干什么，让贫困对象说得清收入主
要来源，说得清致贫原因，说得清进
入退出时间，说得清帮扶政策享受
情况，说得清帮扶人情况，说得清驻
村工作队情况。督促农户做好人居
环境干净整洁，教育农户自强诚信
感党恩。加强与挂钩户的沟通交
流，扑下身子与他们交朋友，做亲
戚，建立和谐的帮扶关系。征求贫
困对象的意见建议，针对贫困对象
的实际情况，为贫困对象脱贫致富、
持续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加强对
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关爱激
励，看望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了解他
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及时帮助解决
存在的困难。撰写走访工作报告，
量化遍访行动成果，实现遍访工作

“实对实”。 ［李德槐］

大理市税务局开展党员领导干部遍访贫困对象工作 巍山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党支部
“三个强化”开展好政绩观专题教育

为 充 分 反 映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带来的显著变化，生动体现
人民群众获得的巨大实惠，中共
大理州委宣传部和大理日报社从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同
组织“讲个小康故事给您听”征文
活动，欢迎州内外各界人士踊跃
投稿。

征文作品要求聚焦个人、家
庭 、乡 村 、社 区 、乡 镇 等 微 观 主
体 ，反 映 身 边 的 可 喜 变 化 ，展 示
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
文 化 繁 荣 、社 会 和 谐 、生 活 殷 实
等成就，用具体的故事呈现全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波 澜 壮 阔 的 发 展
历程。作品必须真实原创，未曾

发表；内容要有故事性、可读性；
体 裁 以 记 叙 文 为 主 。 每 篇 字 数
1500 字以内，搭配与内容相关的
照片 1-2 幅。文字使用 Word 或
WPS 文档排版；图片使用 JPG 格
式，并附说明。

投稿请将作品电子版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至大理日报社投稿邮

箱 dlrbtg@163.com，并 在 文 头 注
明“讲个小康故事给您听征文”字
样，在文末附上作者姓名、通讯地
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大理日报社

2020年 7月 10日

“讲个小康故事给您听”征文启事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陆 向 荣）
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随山势蜿蜒，漫
山遍野的核桃硕果盈枝，林地下的
中药材长势喜人，一幢幢漂亮小楼
错落有序……近年来，巍山县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狠抓农村水、电、路、住房等基
础 设 施 ，抓 实 产 业 扶 持 和 就 业 帮
扶，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

抓实产业就业
群众收入大幅增加

“去年种了 2.7 亩贡菜，收入三
万一千多元，确实比种植传统作物
划 算 多 了 。”南 诏 镇 新 村 村 委 会
罗 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字建芝告
诉记者，在当地姐妹中药材蔬菜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带 动 下 ，她 家 依
靠种植贡菜顺利脱了贫，走上了致
富路。

近年来，巍山县按照“发展一
项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要求，依
据产业扶贫政策，以绿色有机为主
攻方向，明确了“1+3+N”的产业发
展模式，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 15
个、“美丽乡村”1 个，认定州级现代
农业庄园 1 个，省级农村船业创新
园 1 个。全县共成立肉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 84 个，认证绿色食品 17

个、无公害农产品 8 个、有机食品 9
个。全县种植重楼、车厘子、香橼、
柠檬、沃柑、百香果共 10331亩。

同时，巍山县严格落实就业扶
贫政策，不断拓宽增收渠道，强化
创业就业服务，依托龙头企业、定
点培训机构、创业基地，对全县贫
困劳动力进行就业技能培训 6505
人次，共转移就业 48.9 万人次，转
移贫困人口就业 14210 人，贫困人
口工资性收入增幅高于居民收入
增幅。认定扶贫车间 11家，吸纳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126人。全
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7634 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11217元，年均增长10.1%。

夯实发展基础
基础设施有效改善

“过去不通公路，到县城要 3
个小时，现在 30分钟就到了！”南诏
镇和 平 村 委 会 阴 箐 村 54 岁 的 党
员茶阿兴，一说起去年 4 月份刚修
通的水泥路，就特别高兴。

阴箐村是个彝族聚居的小山
村 ，共 有 117 户 412 人 ，对 外 交 通
制约了村里的发展。2019 年 1 月，
南诏镇党委、政府整合各方资源，
投 入 四 百 二 十 多 万 元 ，启 动 实 施

乡 村 水 泥 路 面 硬 化 工 程 ，帮 助 群
众解决发展中的“最后一公里”。

在 脱 贫 攻 坚 过 程 中 ，巍 山 县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改善水、
电、路等基础公共设施条件。5 年
来 ，全 县 农 村 公 路 建 设 投 资 共 计
68237.93 万元，完成农村公路通畅
工 程 29 个 347.14 公 里 ，完 成 撤 并
建制村硬化路工程 16 个 66.476 公
里，完成 50 户以上自然村道路建
设 718 公里，窄路基路面改造工程
1 个 10 公里，扶贫公路路面改造工
程 1 个 13.03 公里。全县共投入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建 设 资 金
7324.66 万元，建成农村集中式供
水工程 476件，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
达到 28.523 万人。共投入 1476.39
万元对村卫生室进行了升级建设，
现有 1 家二级甲等公立医院，9 个
乡 镇 卫 生 院 、1 家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和 75 个 村 卫 生 室 均 已 达 到
标准化要求。

沪滇携手共进
东西协作成效显著

盛 夏 时 节 的 紫 金 乡，群山如
黛，绿意盎然。在紫金乡紫金村中
药材种植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茶
桃花乐呵呵地说：“自从有了这片基

地，到地里打打工，每天有 80元的工
资，每年就增加了两万多元钱！”

茶桃花所说的这片中药材种
植基地，是沪滇扶贫协作的一个产
业项目。项目共投入资金六百余
万元，其中沪滇扶贫资金 100万元，
目前已发展中药材种植 560 亩，基
地年用工量达 1.2 万人（次），当地
群众每年可实现务工收入 118 万
元，真正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

自 2017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开展以来，通过沪滇扶贫协作项
目扶持，巍山县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村容村貌改善等方面均
取得了显著成效。4 年来累计投入
上海帮扶资金 11580.94 万元，援建
项目 37 个，其中产业项目 17 个，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2个，劳务协作项
目 2个，携手奔小康项目 6个，惠及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10700 人。上海经
济强镇、村、企业结对帮扶、社会帮
扶捐资、捐物折合资金累计 674.38
万元，为巍山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产业发展、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教
育帮扶及扶贫公益事业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云品入沪”的实施，使
巍山县企业高原特色农产品进入
了上海市场，实现 2485万元销售额，
带动二百七十多名贫困人口脱贫。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

巍山：凝心聚力奏响“脱贫攻坚交响曲”

7 月 2 日，大理市太和街道
兴国社区党员志愿者向市民发
放洱海保护宣传资料。

当日，兴国社区党总支组
织 10 名党员志愿者到洱河北
路健康步道开展洱海保护志愿
者服务活动，向过往行人发放

《洱海保护知识读本》《大理市
洱海保护行动市民公约》及平
安创建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共
一百余份。

［通讯员 洪 琦 摄］

□ 特约记者 旷宏飞

“今年生猪行情很好，我家前
前后后卖了肥猪一百多头，收入三
十多万元。跟着合作社一起养猪，
我是越养信心越足！”近日，在云龙
县长新乡车清泽家的养猪场，他边
忙 着 给 猪 喂 食 ，边 分 享 着 自 己 在
大 岩场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下通
过生猪养殖脱贫致富的故事。

今年 57 岁的车清泽是土生土
长的长新乡佳局村龙子潭人，几年
前，因为家庭贫困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为早日甩掉贫穷的“帽
子 ”，他 暗 下 决 心 ：咱 人 穷 志 不 能
穷，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发展好
产业，早日摆脱贫困，让家人过上
幸福的生活。

但发展什么产业才能脱贫、才
能 让 家 人 过 上 幸 福 的 生 活 呢 ？
车 清泽左思右想，最终选择了自己
熟悉的生猪养殖产业。说干就干，
车清泽主动联系长新乡大岩场生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娟花，
谈了自己的想法。在合作社的大
力支持下，他盖起了猪舍，勇敢地
踏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虽然合
作社赊给他小猪、饲料，并为他提
供了技术、防疫、销售“三帮”服务，
但由于知识和技术的欠缺，加上猪
价又不高，辛苦忙活了一年也没挣
到什么钱。为了能熟练掌握生猪
养殖技术，车清泽积极参加乡、村

各级和合作社举办的养殖技术培
训 ，遇 到 不 懂 的 地 方 就 电 话 咨 询
杨 娟花或上门请教本村其他养殖
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车清泽
的养猪场从当初几十平方米的一
个场发展到现在五百多平方米的
两 个 场 ，养 殖 效 益 也 越 来 越 好 ，
2016 年他如愿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
在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中 ，云 龙 县

长 新 乡 坚 持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采 取
“养殖户与合作社绑定发展”“合作
社与龙头企业、市场绑定发展”的

“双绑”发展机制，通过“自繁自养”
和“委托代养”两种模式，实行统一
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饲
料、统一销售“五个统一”，扩大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覆盖面，构
建起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产业发展
的良好格局，提升产业带动实效，
为广大养殖户，特别是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铺就了一条“康庄道”。目
前，在“双绑”发展机制的推动下，
长新乡大岩场养殖专业合作社已
发展成为年出栏优质商品猪六万
多头、销售收入突破 8000 万元的大
型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了长新乡
12 个 村 委 会 和 周 边 白 石 、检 槽 、
宝 丰 3 个乡镇 1657 户农户参与发
展生猪养殖产业，养殖户户均获利
3.8 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
获利 1.96万元。

云龙长新乡：
产业扶持铺就脱贫致富“康庄道”

2019 年，中国电建先后实施了
弥沙乡牦牛山安全饮水工程，解决
了牦牛山易地搬迁安置点 107 人饮
用水问题；实施沙溪镇红星村鸭子
塘加固修复工程，增加 826 亩灌溉
面积，助推群众发展烤烟、玉米等农
作物种植，带动 479 人增收致富；实
施金华镇禄寿村和弥沙乡大邑村农
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有效解
决了 835 人的饮水难题，改善了群
众饮水安全条件。

基础建设解民愁

“我们村现在电通、水通、路通，
还有了活动场所，大家晚饭后就到
活 动 场 跳 舞 ，太 幸 福 了 ！”弥 沙 乡
牦牛山村村民陈金华说。

2013 年，针对剑川县贫困山区
用电难题，中国电建投入 100 万元
实施太阳能光伏项目电网延伸改造
工程，解决了马登镇三甸箐、沙溪镇
石龙村贫困山区 58 户贫困户生产
用电难问题。老君山镇远离剑兰
公路，百姓出行不便，严重制约了
当地经济发展。2015 年，中国电建
帮扶建设剑兰公路老君山镇联络
线公路桥梁，彻底解决了老君山镇
与 外 界 联 系 的 瓶 颈 问 题 ，解 决 了
18184 人出行难题，并将老君山镇
到县城的行程缩短了 15 公里，这座
桥梁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电建桥”

“爱心桥”。
中国电建从 2016 年开始还投

入 790 万元，新建白蜡、六联、西庄、
联合、东华、塔登等 17 个村民活动
场所，受益群众达 16854人。

如今，电通了、路通了、水引来
了，村民用电难、行路难、喝水难等
民生难点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群
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奶牛养殖助增收

进入 7月以来，云南皇氏来思尔
乳业公司剑川奶牛养殖场的建设

者们不分昼夜地加紧建设，3000 头
奶 牛 将 在 9 月 份 从 新 西 兰 到 剑 川
安家，剑川将成为我州最大的奶源
基地。

为让剑川脱贫不返贫，中国电
建集团根据剑川地处高寒、气候冷
凉、生态环境良好，是国家重点生
态 功 能 区 ，年 产 鲜 草 430 万 吨 ，每

年尚有约十万亩冬闲田和闲置耕

地 的 实 际 ，于 2018 年 向 剑 川 县 捐

赠 产 业 扶 贫 资 金 3000 万 元 ，通 过

金融机构融资配套，引入云南皇氏

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通过建立与

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建设

总投资 5.5 亿元的万头奶牛养殖及

10 万亩饲草饲料种植业项目，力争

5 年内将剑川牧场草业种植面积发

展到 10 万亩。万头奶牛产业将带

动 10 万 亩 牧 草 种 植 产 业 ，直 接 带

动近 60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2

万人持续增收。

光伏电站强集体经济

同时，中国电建充分发挥自身
行业优势，于 2019 年底投入 1000 万
元扶贫捐赠资金，帮助剑川县金华
镇龙凤村、龙营村、禄寿村等 8 个村
建设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装机总规
模 1850 千 瓦 ，目 前 项 目 已 并 网 发
电，预计可实现产值 173 万元，收益
将作为村集体经济投入公益事业，
一是对因病、因学、因残及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扶
持；二是对无壮劳动力，但又未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
过按劳取酬进行奖补；三是对供学、
就医负担过重或遭受天灾人祸的农
户进行按劳奖补；四是对非建档立
卡边缘户开发公益性岗位，通过按
劳取酬取得收入。

中国电建集团通过项目建设、
精准扶贫、建立带贫链接机制、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真正实现从“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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