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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 通讯员 杨丽芳

金秋九月，祥云县红梨飘香，
桃李满枝，让人倍感惊喜的是，魔
芋产业的发展，使得昔日的荒坡变
成了郁郁葱葱的绿地，坡地里、山
林间到处生机盎然，魅力十足。

近年来，祥云县以“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为导向，按照“政府
引导、政策扶持、科技支撑”的思
路，积极探索“党支部+挂包帮单
位+企业+贫困户”的发展模式，打
造“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示范基
地，魔芋产业的悄然兴起，不仅提
高了土地的“叠加效应”，还打通了
农民增收致富的又一条“新渠道”。

“把脉开方”
打通发展“绿色通道”

祥云县的贫困乡和贫困群众
多位于山区、半山区。特殊的地理
环境，成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 拦 路 虎 ”。 为 克 服 地 理 环 境 缺
陷，补齐基础设施落后短板，祥云
县走“多样化+多层次+多效益”发
展的路子，通过“专家+驻村扶贫
队员+致富带头人”的培训指导，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共发展核桃、
特 色 水 果 、蚕 桑 等 特 色 种 植 产业
40884.799 亩。

“魔芋是一种喜阴作物，适应
范围广，可林下种植，管护容易，非
常适合祥云发展。”祥云县园艺工
作站站长李洪坤介绍，祥云山多、
地多、特色林果多，为发展魔芋产
业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资源。

各乡镇通过小面积试种，从零
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小户种植
到 10 个乡镇铺开，小小魔芋瞬间成
了林下、山间、田头的“座上客”。

作为新兴产业，魔芋的生长时
刻 牵 挂 着 农 业 部 门 专 家 们 的 心 ，
祥云县农业农村局整合园艺站、植
保站、农科所等职能部门的技术力
量，对魔芋病虫害防治、土肥需求
时刻做好监测，并组织农户学习育
苗种植、病虫防害、施肥管理等方
面的知识。

截至目前，全县共组织开展魔
芋等特色产业专题培训 12 期 420
人 次 ，发 放 技 术 培 训 材 料 约 250
份。为魔芋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
条“科技服务绿色通道”。

“先锋树旗”
铺开发展“美好钱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林下
套种魔芋是新模式，以前没有接触
过，万一魔芋种不好，还影响经济
林木的效益怎么办？”有群众问。

为 了 消 除 群 众 心 中 的 疑 虑 ，
祥 云 县 10 个 乡 镇“ 各 显 神 通 ”，
米 甸镇采取“挂包单位+党支部+
党 员 ”双 联 系 双 推 进 发 展 模 式 ，
普 淜镇采取“党支部+党员+群众
联贫困户”发展模式，东山乡采取

“致富带头人+党员+贫困户”发展
模式……着力打造魔芋示范种植
基地，走出了“支部领、挂包单位
牵、党员带、致富带头人教、群众
跟”的魔芋发展新路子。

“刚开始自己不敢种，但看到
党员们种魔芋赚钱后，我也在自己
家的田里种了 1.5 亩魔芋，种子都
是县供排水公司提供给我们的。”
祥云县米甸镇插朗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黄中平感激地说。

通过“县+镇+村+组”四级发
力，以及党员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做
出示范，2019 年，祥云县发展魔芋
4176 亩，产量 9772 吨，产值 3950.9
万元。

据李洪坤介绍，2019 年商品魔
芋均价在每公斤 6 元左右，2020 年
一代种每公斤 50 元、二代种每公斤
16 元左右，每亩投资约 5000 元左
右，投资一年可收益多年，后期每
年都有一代、二代种，种植一亩魔
芋收入可达万元以上，祥云又将多
了一个亿元产业，魔芋将成为祥云
人民增收致富新的增长点。

“政策亮牌”
走出发展“康庄大道”

看 着 邻 居 们 种 魔 芋 赚 了 钱 ，
插朗哨村世白么村民小组建档立
卡贫困户陈光华家也想种，可听说
每亩要投入成本 5000 元左右，这让
他有些犹豫。

“为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我们
采取‘核桃+’‘桑园+’‘果树+’等
套种模式，按照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1000 元 /亩 ，非 建 档 立 卡 贫 困户
500 元/亩 的 标 准 ，给 予 农 户种植
补 贴 。”祥 云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何国永说。

“有了政府部门的种植补贴，
今年我家种了 4.5 亩，按每亩 1 万
元 的 收 益 计 算 ，到 魔 芋 成 熟 时 ，
我 家 至 少 也 有 4 万 元 收 入 。”陈
光 华 对 魔 芋 种 植 充 满 了 信 心 和
底 气 。

2020 年，祥云县 10 个乡镇多
点开花，314 户种植户，共发展魔芋
8523.06 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魔芋 1537.7 亩。

从小范围试点到大规模种植，
魔芋已真正成为祥云广大农民群
众脱贫致富的优势产业，成为全县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力产业
支撑。

牢记嘱托 奋进大理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祥云：“小魔芋”撑起脱贫致富“大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崔寒） 9 月

10 日，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
察委员会主任唐定文率州第六督
查组到剑川县开展督查工作。

督查组采取不打招呼、不发通
知、不听汇报、不要陪同、直奔现场
的方式，先后到沙溪镇、甸南镇就经
济稳增长、爱国卫生专项行动、旅游
市场秩序整治三项工作进行督查。

通过对一线发现问题的梳理，
督查组及时通报反馈，并提出整改
要求。唐定文强调，经济稳增长、

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及旅游市场秩
序整治三项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
是民生工程，事关全州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剑川县委、县政府要从思
想上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按
照中央、省、州部署抓好落实，对照
问题清单逐项抓好整改，确保各项
工作切实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要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开展监督检查，以有力有
效的监督，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杨艳玲） 昨日，
我州举行 2020 年大理州“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全参与”——工间操启动
仪式，旨在广泛动员全州广大干部
职工树立“健康第一、崇尚运动”的
意识，积极主动参加工间操活动，
并倡导带动全州人民群众“珍视健
康、科学健身、热爱生活”。

本次工间操活动主要以全国
第九套广播体操为主。从 1951 年
至今，我国的广播体操经历了 9 次
升级，第九套广播体操针对性、适
用性、科学性更强，对提高人的机
体 各 关 节 的 灵 敏 性 ，增 强 肌 肉 力
量，促进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精
神传导系统功能改善具有积极的
作用。主办方希望所有参加学习
培 训 的 干 部 职 工 ，认 真 学 习 、推

广 、锻 炼 ，积 极 参 加 工 间 操 活 动 ；
希望各级各部门本着“统一时间、
相 对 集 中 、因 地 制 宜 、人 人 参 加 ”
的 原 则 ，釆 取 集 中 与 分 散 相 结 合
的方式，认真落实“工间操”制度，
积 极 营 造 健 康 向 上 、团 结 拼 搏 的
工作氛围，并采取有力、有效的措
施 确 保这项活动广泛、深入、持久
地开展。

大理州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州人民政府、相
关成员单位及专项工作责任单位
领导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州级机关代表队
做工间操展示，州级学校代表队做
啦啦操展示；启动仪式后，州级各
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央和省属驻关
单位选派的代表参加工间操培训。

唐定文到剑川开展督查工作

我州启动培训推广工间操工作

巍山县紫 金 乡 新 建 村 委
会 大 村 二 组 彝 族 群众正在管
理种植在庭院里的重楼。（摄于
8月 29日）

近年来，巍山县按照“短能
脱贫、长能致富”的原则，通过
林下种植和庭院经济大力发展
中药材、林果、蔬菜高原特色种
植业。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3.2万亩，加快了群众脱
贫致富步伐。

［特约记者 陆向荣 摄］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张 银 奎）
为进 一 步 推 动 全 县 各 族 群 众 的
参与度，普及群众对爱国卫生“ 7
个专项行动”的相关知识，近日，
鹤 庆 县 举 办 爱 国 卫 生 专 项 行 动

知识竞赛。
本次竞赛共设置 20 道题，涵

盖“清垃圾、扫厕所、勤洗手、净餐
馆、常消毒、管集市、众参与”7 个专
项行动的内容。

举办此次竞赛的宗旨是为了
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动员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7

个专项”全民行动，全面改善人居
环 境 ，不 断 深 化 巩 固 疫 情 防 控 成
果，推动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尤其
是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共建健康
美丽新鹤庆。

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进行时
▼

鹤庆举办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知识竞赛

本报讯（李正波 孙绍章） 近年
来，永平县在全县开展党员干部与
农村留守人员“牵手”行动，以“双
引双带双提升”为抓手，着力解决好

“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妇女”
无人帮扶、“留守儿童”无人关爱等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
问题，助推基层党建创新提质。

强化“双引作用”，基层党建与
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深度融合。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引领作用，坚持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抓好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夯实服务群
众的思想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引导作用，在“县乡村组”建立

“一员一站一中心一协调小组”为
主体的四级关爱服务体系。目前，
永 平 县 设 立 村 民 小 组“ 联 络 员 ”
1235 名，建立“关爱服务站”75 个、
乡 镇“ 关 爱 服 务 中 心 ”7 个 和 县 级

“关爱服务协调小组”1 个，县乡上
下联动解决困难问题 95 件、解决特
殊困难问题 1 件。

发挥“双带作用”，基层党建与
农村留守人员关爱互促共进。发
挥党员带头作用，落实党员干部结
对联系、定期走访、集中服务“三项
制度”。机关党员干部每人结对留
守人员不少于 1 户，结对党员干部
每季度至少到结对户走访一次、每
年至少帮助结对对象解决一个实
际困难，挂包单位党组织利用节日
每年至少到挂钩村开展一次关爱
农村留守人员慰问活动，基层党支
部结合“主题党日”每年至少组织
开展一次关爱农村留守人员志愿
服务活动。目前，永平县 2484 名机
关党员干部结对 2982 名留守人员，
开展走访 6513 人次，参与集中志愿

服务 6501 人次，排查农村留守人员
问 题 3715 个 ，解 决 留 守 问 题 2612
个，发放留守人员关爱物资折合资
金共计 62 万余元。发挥好机制带
动作用，落实家庭主体责任履行、
基层组织督促落实、行业部门服务
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四项机
制”，让全员参与关爱留守人员成
为群众工作新常态。

实现“两个提升”，基层党建与
农村留守人员关爱“双推进”常态
长效。强化政治功能，加强组织建
设，凝聚组织力量，完善服务功能，
拓宽服务内容，永平县各级党组织
实现组织力和服务能力逐步双提
升，各级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的坚
强“堡垒”。目前，全县 619 个党支
部 创 建 为“ 规 范 化 建 设 达 标 党 支
部”，6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完成整
顿提升，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领
头雁”培养工程，组建 7 个乡镇青年
人才党支部，清理不符合任职条件
村组干部 35 人，储备村组后备干部
87 名，实施优秀人才回引 30 人。持
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75 个村

（社区）集体经济全部达到 3 万元以
上，18 个省级村级集体经济省级示
范 项 目 已 全 部 启 动 ，转 移 就 业
85556 人。一乡一主导产业、一村
一骨干产业、一户一增收产业的产
业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永平县
被命名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广大党员在“美丽县城”一线顶
在前，当先锋，做表率。

永平
“牵手”行动助推基层党建创新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