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蕾 文/图）10月
13 日，州委书记陈坚在调研洱海生
态廊道建设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对大理工作的新要求，紧盯
目标抓落实，倒排工期抓进度，高
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推进洱海生态
廊道建设，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年度洱海生态廊道建设目标任务。

陈坚一行沿着洱海生态廊道，
先后来到大理市银桥镇、湾桥镇、
喜洲镇、上关镇、双廊镇、挖色镇、
海东镇，一路看进度、问情况、查问
题，详细了解各段施工建设、施工
计 划 、施 工 进 度 等 情 况 。 陈 坚 指
出，今年以来，大理市和参建单位
按照省、州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全
面配合、协调联动，洱海生态廊道建
设有序推进，特别是海西 12 公里段

试运营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和高度肯定。大理市和参建
单位要正视问题，全力攻坚，迅速掀
起洱海生态廊道建设新一轮施工高
潮，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好省
委、省政府交给大理的工作任务。

陈坚要求，要紧盯“年底建成

海西 12 公里智慧化廊道、30 公里试
运营体验廊道”的目标，倒排工期、
倒 逼 责 任 ，全 力 加 快 施 工 建 设 进
度，全面加强廊道智慧化建设及运
行管理工作；要突出“生态第一、生
态优先”的原则，统筹做好生态、文
化、经济功能之间的衔接，最大限

度提升生态廊道的品质、功能和经
营业态；要提升优化设计方案，注
重网红打卡点与特色点的生态设
计，做好廊道内湿地水系管理、生
态维护，完善沿线休息区、卫生间、
驿站、打卡点、亲水平台等配套设
施建设，不断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要扎实做好沿线村庄环境提升和
风貌整治工作，打造有品质的大理
村落，促进村庄、农家环境与生态廊
道风光的和谐统一；要紧扣“海西看
品质，海东赏大景”的建设定位，用
心研究海东、海北生态廊道建设方
案，充分展示海东、海北廊道的特色
亮点。大理市和洱海生态廊道建设
指挥部要加大设计、建设与运营的
统筹指挥力度，全面实行一线工作
法，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
一线配合推动，保障好支持好配合
好 设 计 单 位 和 承 建 单 位 开 展 工
作。承建单位和设计单位要集中
一切资源力量，实干苦干硬干，通
力合作攻坚，集中精力、争分夺秒，
以必胜的信心，全力以赴打好洱海
生态廊道建设年底大会战。

罗永斌、靳汝柏、李洋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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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陈坚在大理市双廊镇详细了解洱海生态廊道施工建设等情况。

牢牢记嘱托再出发记嘱托再出发

守好洱海再启程守好洱海再启程

陈坚在调研洱海生态廊道建设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

紧盯目标抓落实 倒排工期抓进度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年度洱海生态廊道建设目标任务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

“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在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
代，年轻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风雨、见
世面，真刀真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
为、不辱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干部，干是当头
的”。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们
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要深刻认识到，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仍
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总的看，国内外环
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
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
机。只要我们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就能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对困难和挑战、阻力
和变数，我们既不能遮掩回避、视而不见，也不能
惊慌失措、乱了阵脚。要十分清醒地看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
来越复杂，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奋
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广大干部要辩证认识和
把握国内外大势，胸怀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
和风险意识，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
力，激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
确要求，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七种能力，勇
于干事、敢于担当，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
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干部成长无捷径
可走，只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
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
世面、壮筋骨，才能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实
践表明，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
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
才干。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主动投身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去，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在
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
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
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 14 亿人
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
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广大
干部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勇当先锋、善于作为，就一
定能凝聚起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转载自10月 14日《人民日报》）

勇
挑
重
担

想
干
事
能
干
事
干
成
事

—
—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青
年
干
部
培
训
班
开
班
式
上
重
要
讲
话

□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 本报记者 杨一薇

时针 拨 回 到 5 年 前 。 2015 年
1 月 19 日 至 20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大 理 ，提 出“ 留 得 住 青 山
绿 水，记得住乡愁。”“一定要把洱
海 保 护 好 ，让‘ 苍 山 不 墨 千 秋 画 ，
洱 海 无 弦 万 古 琴 ’的 自 然 美 景 永
驻 人 间 。”“ 大 家 的 日 子 一 定 会
更 好 。”

五年来，全州上下牢记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砥砺奋进，勇担攻坚
使命，州委、州政府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广大干部群众用脚步丈量贫
情，实干巧干闯新路，交出脱贫攻
坚高分答卷，贫困地区群众“守着
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美丽幸福成为贫困地区新
颜值。全州累计脱贫 41.31 万贫困

人 口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4 年 初 的
14.7%降至 0.28%，2019 年底剩余的
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11
个贫困县、34 个贫困乡镇、541 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区域性整体贫
困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完成。

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
州，在“苍山洱海、风花雪月”之外，
还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滇西边境片区的主战场，集民族、
山区、贫困于一体。 2014 年，全州
12 县市中有 11 个县是贫困县，共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乡 镇 34 个 、贫 困 村
541 个、贫困户 10.97 万户、42.09 万
人，其中深度贫困乡镇 5 个、深度贫
困村 153 个，贫困发生率 14.7%，交
通基础薄弱、饮水困难面广、农村
危房量大、稳定用电困难、长期通

讯落后，脱贫攻坚任务无比繁重、
十分艰巨。

五年来，州委、州政府始终坚
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对云南对大理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始终坚持把脱
贫攻坚作为统揽全州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压实“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主
体 责 任 ，狠 抓“ 三 精 准 ”“ 三 保 障 ”

“ 三 落 实 ”促 脱 贫 攻 坚 ，严 格 落 实
“四个不摘”要求抓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效一年比一年好，群众满意
度一年比一年高，脱贫攻坚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脱

贫之路，贡献了脱贫攻坚的“大理
经验”。

贫 困 群 众 获 得 感 显 著 增 强 。
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就业，90%以上
有劳动能力和创业就业意愿的贫
困人口获得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
支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从 2015 年 的 8766 元 上 升 到
2019 年 的 12665 元 ，年 均 增 长
9.81%。4466 户贫困户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
一方人”的困境。农村低保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 4500 元，兜底保障对
象 均 实 现“ 应 保 尽 保 ”。 教 育 、医
疗、住房、饮水等扶贫政策 100%落
实到位，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
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
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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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理脱贫攻坚硕果累累“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笔者认
为，餐桌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缩
影，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事关社会
文明。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经济如何
发展，物质如何丰富，“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风尚和美德不
能丢。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是对
传统美德的传承，也是检验社会
文明的重要标尺。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就是要再次唤起人们节
俭的美德和好习惯，让厉行节
约、拒绝浪费的良好风尚回归餐
桌，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只是政府

部门和餐饮企业的事，更应该从
每一个公民做起，从每一餐做
起，科学点餐、拒绝铺张、健康饮
食、记得打包，养成勤俭节约的
点餐、用餐习惯，积极践行“光盘
行动”，主动消灭餐桌上的浪费；
党员干部更是要带头把节约理
念贯穿于公务就餐、日常交往用
餐活动中，以节俭的用餐行为和
良好的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
范、树立标杆。

“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
苦当儿戏。”让我们一起行动，与
文明握手，做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宣传者、践行者，让勤俭节
约成为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的习惯。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事 关 社 会 文 明

□ 苏云慧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10 月
13 日至 14 日，省人大常委会视察
组一行到我州视察滇中引水工程
相关工作。此次视察主要围绕工
程项目进度、工作质量安全和资金
使用安全等情况，以及项目建设在
行政审批、用地、资金拨付等要素
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视察组先后到祥云县滇中引
水七局大理Ⅱ段 4 标周管所暗涵、
中铁五局大理Ⅱ段 1标海东 2号支
洞进行实地视察，并听取项目施工
方的情况汇报。

14 日上午，视察组召开汇报
会，听取我州境内滇中引水工程情
况汇报，并提出相关要求。

视察组指出，大理州是全省滇
中引水工程建设的主战场，在沿线
六个州市中线路最长、投资最大，
境内投资占全省滇中引水工程投
资任务的三分之一。自工程开工以
来，大理州紧紧围绕滇中引水工程
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全力抓好用地
服务保障、征地拆迁安置、砂石料
开采和因施工爆破而引起附近村
庄房屋、地下水影响应对及二期工

程前期工作，完成疫情期间协调保
障等各项任务，有效保障了滇中引
水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视察组要求，在下一步工作
中，大理州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攻坚克难、砥
砺奋进。要强化工程建设服务保
障，确保 2020 年既定的投资目标；
要高度重视社会维稳工作，继续
做好施工区域的社会维稳及地下
水影响监测工作，妥善解决好工
程施工遗留问题，确保不影响群
众生产生活；要加强施工单位的
管理，确保施工运输车辆通过村
庄和农田不影响群众生活；要做
好二期工程前期工作，积极争取
政策、资金支持；要强化对设计单
位的督查检查，进一步修改完善
各项可研设计，争取尽早完成可
研审批。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李雄参加视察及汇报会，州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映苏陪同视察。州
政 府 党 组 成 员 李 洋 汇 报 全 州 工
作。州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建设单
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到我州
视 察 滇 中 引 水 工 程 工 作

工人在分拣包装核桃干果。（摄于 10月 12日）
“白露打核桃，寒露卖干果”。近期，洱源县 90 万亩核桃树所产的

数千吨核桃被烘烤成干果后，被当地的核桃经销商陆续销往贵州和福建
等地，为广大果农拓宽了销路。 ［通讯员 杨世明 摄］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我州首个“一庭三职能”基层法庭落户喜洲

洱源：秸秆回收变废为宝助推洱海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