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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
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1980 年
8 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 年
4 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明
确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长期以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
支持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
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
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0月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
深 圳 等 经 济 特 区 创 造 的 辉 煌 成
就，深刻总结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
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
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战略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对于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

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具有重大指
导意义，必将鼓舞和动员全党全
国全社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
开拓、奋勇前进。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
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
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
棘、埋头苦干，用 40 年时间走过了
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
完的历程，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
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由经
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
史性跨越，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
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
跨越，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
义 物 质 文 明 、政 治 文 明 、精 神 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
史性跨越，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当年的
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
深 圳 经 济 特 区 生 机 勃 勃 ，这 是
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
一个奇迹，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

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深圳
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的
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广大干部群众开拓进取的结果，
是全国人民和四面八方广泛支持
的结果，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
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经济
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
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深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
来，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
付出了艰辛努力，不仅创造了伟
大奇迹，更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
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必须坚
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必须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必须坚持在

全国一盘棋中更好发挥经济特区
辐射带动作用。这“十个必须”，是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特区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时
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
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还有许多短板弱项，经济特区发
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新
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新
时代经济特区要以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推
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广大
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
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转载自10月 15日《人民日报》）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董甜甜）

10 月 10 日，州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与
弥渡县委办公室党支部联合开展
了“坚定信念立心、先进文化铸魂、
敢想敢干作为”主题党日活动。州
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袁丽娟
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先后到大理
经开区上登工业园区、弥渡县新街
镇董和村、弥城镇老城区、大理春
沐源农业科技示范园、寅街镇东风
村、密祉镇文盛街村等地进行了考
察学习，深入了解了项目建设、爱
国卫生运动、棚户区改造、美丽县
城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基层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等工作情况，并
在寅街镇栗树营水库烈士陵园开
展了纪念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实地考 察 学 习 结 束 后 ，全 体

党员结合活动主题，围绕“解放思
想 再 讨 论 、敢想敢干再出发”开展
了大讨论。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
次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
在下一步工作中会更加自觉地践
行“两个维护”，锤炼绝对忠诚的政
治品格；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开阔
了视野，激发了干事创业热情，为
今 后 的 工 作 注 入 动 力 和 活 力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服 务 意 识 ，为 更 好 地
开 展 党 委 办 公 室“ 三 服 务 ”工 作 、
锻造务实高效的“模范机关”打下
了坚实基础。

州委办和弥渡县委办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9 月 30 日，宾川县宏源农副
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工会组织员
工代表在菜甸村的阳光玫瑰葡萄
园举行二茬果疏果技能竞赛。

当天，宏源农副产品产销专
业合作社工会组织来自 15 个合
作农场的 100 余名员工举办产业
工人技能培训会，采取理论辅导、
现场指导、技能竞赛等方式，让员
工们掌握标准化生产业务技能，
提升科学管理水平。
［通讯员 张义红 沈洪斌 摄影报道］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9 月 28 日，祥云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接到下庄中心卫生院的求助信息，
放射科主任高瑞兰通过医共体远
程系统迅速导入求助医院的透视
情况，与乡镇医院的医生一并进行
诊断，很快就有了结果。祥云县在
推进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中，挖
掘 潜 力 、发 挥 优 势 、补 齐 短 板 ，将
县、乡、村医院分级诊疗变为一体
化 会 诊 ，打 通 服 务 群 众“ 最 后 一
米”，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
健康为中心”。

为解决“县强、乡弱、村难”的
医疗现状，祥云县以国家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和建立健全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双试点”为契机，按照

“强县级牵得住、活乡镇接得住、稳
村级守得住”的改革目标，全力推
进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推行医
保资金打包付费改革，着力建立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县乡村医疗服务
能 力 全 面 提 升 ，切 实 缓 解 了 群 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营造了患
者“愿意去”、基层“接得住”的良好
就医环境。

在建立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工
作中，祥云县坚持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原则，采

用 县 帮 乡 、乡 帮 村 和 医 疗 技 术 指
导+合作方式，建立由县人民医院
牵头，县中医医院、县妇计中心及县
疾控中心协同配合，11 家乡镇卫生
院为枢纽，136个村卫生室为基础的
紧密型医共体。改善村级办医条
件，让群众就医“小病不出村”；提升
乡级诊疗水平，让群众就医“常见病
不出乡”；提高县级诊疗技术难度，
让 群 众 就 医“ 大病不出县”。2019
年，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73%，乡村
两 级 门 诊 及 住 院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8.13%，基层诊疗人次占比达到67.12%。

同时，祥云县充分发挥紧密型
医共体优势，由县人民医院、县中
医医院、县妇计中心及县疾控中心
共同牵头组建健康管理中心，按各
医疗机构职能职责先整合、后分工
的 工 作 模 式 ，融 合 预 防 、保 健 、医
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慢病
管理等相衔接的管理服务模式，逐
步建立医防融合的生命全周期“健
康”管理体系。县、乡同步设置慢
病健康管理师，健全管理体系，对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慢阻肺、
冠心病等致死率高的慢性病实施
规范建档、随访等，形成了健康宣
教、预防、治疗、随访于一体的防治
结合模式。

祥云推进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 特约记者 陆向荣
通 讯 员 杨继稳

葡萄很常见，但是在一根藤上
可以结两季果的葡萄却很少见。
近日，记者在巍山县大理时代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就
见到了这种双季葡萄。

10 月 6 日，是大理时代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庙街葡萄基地二
季果的初采日，大棚里，一串串紫
黑色的葡萄挂满枝头，40 多名工
人们正在精选相对成熟的葡萄进
行采摘。据公司负责人左继龙介
绍，二季果的最佳采摘时期应该在
10月底到 11月，但由于经销商要得
急只好先采摘一部分。目前整个
基地葡萄种植面积达 565 亩，全部
进入盛果期，一季果亩产在 2 吨左
右，二季果亩产在 1.5吨左右，年销
售收入达 1180万元。

“这里的葡萄主要是面积大，管
理规范，品质上要比散户种植的好，
很受顾客欢迎。”前来采购葡萄的
宾川宾利果业公司负责人张丽告
诉记者，她已经与大理时代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了 4 年，每年
都要来采购400多吨葡萄二季果。

左继龙告诉记者，他于 2014

年开始到巍山流转土地种植葡萄，
鉴于巍山适宜的气候，他准备每年
赶早与赶晚试种两季葡萄，第一年
主季早熟葡萄试种成功后，他就开
始试种二季葡萄，如今已获得了成
功。由于二季果的生产，企业每年
用工量增加 3 万人次左右，为当地
农民就近务工提供了岗位。目前
企业年用工量达 9 万多人（次），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了 25%，年支
付劳务费 600多万元。

“在这里打工既可以照顾娃
娃，也增加了收入，每个月固定工
资 2600 元，每年还有两三万元的
提成。”来自青华乡民强村委会蛇
村的彝族妇女李字英边采摘葡萄
边告诉记者，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2014 年基地建设之初她就到这里
务工，现在她已经是基地的管理小
组长，承包了 48 亩葡萄负责管理，
除每月领固定的工资外，还可以从
承包的葡萄地里抽取纯利润的 5%
作为浮动工资。

据了解，该公司在生产二季果
的基础上，还积极研究试种新品
种，目前阳光玫瑰、妮娜皇后两个
高端新品种已经试种成功，今年计
划嫁接发展阳光玫瑰品种 100 亩、
妮娜皇后品种 50亩。

秋冬季也可吃到地产鲜葡萄

巍山双季葡萄“抢鲜”上市

□ 通讯员 尹 涵

中秋前夕，走进云龙县宝丰
古镇，只见数十个锅炉前忙碌着山
地白族制饼手艺人，经过配料、打
面皮、包馅、打饼、固形、点红、粘黑
芝麻、上白芝麻、炭火烤 9道传统古
法手工工序后，制成被当地人称之
为“雒墨老味道”的“炭烤月饼”。

“‘老味道’马上就要出锅了，
它们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传统
制饼手艺人杨晓娟乐呵呵地介绍
道。在电子商务中心，“雒墨老味
道”正在装箱运送，这些选用云龙
民族地区盛产的诺邓火腿、高原核
桃等原料制成的月饼，成为今年的

“网红”月饼，它不仅成为萦绕在舌
尖上的美味，更是云龙各族群众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以炭烤月饼、诺邓火腿、古井
盐、天井粉皮等为代表的老手艺
只是云龙县打造民族“老味道”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云龙县将文化产业
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
云龙山地白族特色为核心的旅游
品牌，成为云龙县在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创建中的一大亮点。该

县先后投入 1755 万元，从建筑风
格、饮食文化、传统手工艺、民俗
文 化 等 方 面 全 方 位 还 原“ 老 味
道”。定期举办“祭孔”“接龙王”

“对山歌”等各民族节庆活动和宗
教仪式，成功打造出诺邓村“白族
历史保护区”、宝丰古镇“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具有浓郁山
地白族文化的特色村寨，把古镇
建设成保护和弘扬山地白族文化
的示范点和平台。

云龙县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保
护，每年投入经费 80 万元，成立了
县非遗保护中心，申报非遗传承
人 302 人、非遗保护项目 76 个，精
心打造出一批以宝丰“力格高”传
承基地、检槽“耳子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云龙“吹吹腔”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地白族刺
绣为代表的文艺精品。

同时，云龙县还将爱国主义
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相
结合，用“老味道”唱“新故事”，推
出 首 部 白 族 吹 吹 腔 音 乐 情 景 剧

《情满大栗树》，展现优秀共产党
员尹何春的优秀事迹，唱响“民族
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云龙故事。

感恩奋进促和谐
苦干实干奔小康

云龙：民族“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 特约记者 杨佳燕

金秋时节，金果飘香。9 月 28
日，在漾濞县苍山西镇马厂村，一
间宽敞明亮的沪滇扶贫车间里，30
多 名 工 人 正 在 忙 着 加 工 生 产 核
桃，去皮、清洗、烘烤、打包……整
个生产流水线里，一派繁忙景象。

“自从有了车间后，核桃生产、
交易都比以往方便多了！”马厂村
阿红核桃加工厂负责人刘永红告诉
记者，这是一间核桃初加工扶贫车
间厂房，占地 26.51 亩，上个月建成
后就被租过来使用了。刘永红一边
说着，一边忙着指挥员工往2辆大货
车上装货，准备出口到国外。

“以前加工核桃都是依托家庭
式的‘小作坊’，规模不但发展不起
来，品质把控和销售也一直上不
去。”马厂村党总支书记杨龙介绍
道，自从扶贫车间建成后，就租给
当地企业，惠及了村里的农户。现
在，来这里打工的人每天都有 30多

人，月平均工资都在 2500元以上。
今年 32 岁的张克强是附近的

村民，来扶贫车间打工已经有 1 个
多月了，昨天他刚领到 3200 元的
工资。“以前都是在外打散工，不固
定，现在来到扶贫车间后，收入不
仅增多了，还方便照顾家里。”张克强
感慨道。

漾濞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107
万 亩 ，年 产 量 达 5 万 多 吨 ，全 县
70%的农户靠核桃实现了脱贫致
富。为实现核桃产业转型升级，近
年来，漾濞县委、县政府创新工作
思路，依托扶贫资金，采取政企合
作模式，在县域内先后建成了 14
个扶贫车间，建立起核桃初加工生
产线、深加工生产线及延伸加工生
产线，实现核桃精深加工“链条式”
发 展 ，加 工 产 品 包 括 核 桃 果 、
核 桃仁、核桃乳、核桃油、核桃粉、
核桃工艺品、活性炭等，改变了漾濞
核桃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的状况，
有效提升了核桃的产品附加值。

漾濞：扶贫车间忙 核桃销量旺

祥云后坝：产业兴村庄美群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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