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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杨希 忽海莎）
近年来，大理市将洱海保护治理、
脱贫攻坚、爱国卫生运动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有机结合，突出重点，
系统整治，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美丽宜
居乡村。

农 村“厕 所 革 命 ”有 力 推 进 。
持续深化“顶在前面、干在难处”专
项行动，引导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做好组织、宣传、发动
工作。 2018 年到 2020 年，大理市
共新改建镇区公厕 46座、行政村无
害化卫生公厕 277 座、无害化卫生
户面点 12615 座，农村卫生户厕覆
盖率达 85.7%、无害化户厕覆盖率
达 84%，镇区基本消除旱厕，实现
镇区 2 座以上、行政村村委会所在
地 1 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厕全覆
盖，农村厕所粪污基本得到统一收
集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推进爱国卫
生“7 个专项行动”为契机，紧紧依
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干
群 齐 心 建 设 生 态 美 丽 宜 居 乡 村 。
全市“户清扫、组保洁、村收集、乡
镇压缩转运、市处理”的城乡一体
化垃圾治理模式进一步健全完善，
26 个自然村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
就近分类、源头减量试点工作，三
年来累计收集清运农村生活垃圾
约 47 万吨、畜禽粪便约 24.5 万吨，
整治农村裸露垃圾 0.73 万吨。乡
镇镇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
村庄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非正规
生 活 垃 圾 堆 放 点 整 治 率 均 达
100%，畜禽粪便收集资源化利用率
达 91%。

农村污水治理成效显著。结
合洱海保 护 治 理 工 作 推 进 ，大 理
市 于 2018 年 构 建 了 由 11 座 污 水
处理厂、28 座村落一体化污水处
理 设 施 、3400 公 里 污 水 管 网 和

9.99 万座农户庭院化粪池组成的
洱 海 流 域 截 污 治 污 体 系 ，覆 盖 了
洱 海 流 域 12 个 乡 镇（街 道）、431
个自然村。

村庄规划管理全面覆盖。大
理市于 2012 年完成 111 个行政村、
512 个自然村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实 现 了 市 域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全 覆
盖。 2018 年对全市 318 个自然村
村庄规划进行了修编，其中 305 个
自然村村庄规划已批复同意，全面
完成了“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阶段性任务。

村容村貌持续改善提升。结
合脱贫攻坚深入推进，通过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城乡统筹供水、农网
提升改造村公路建设等工程，大理
市 512个自然村均实现了饮水安全
保障、通 380伏动力电和通硬化路，
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99.66%、水质达
标 率 达 98.17%，村 庄 绿 化 率 达 到
30.2%。通过农村危房改造“回头

看”补短板，全市 6440 户 4 类重点
对象危房改造补短板和 3056 户非
4 类重点对象危房鉴定工作全面
完成，农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全
面 实 现 人 畜 分 离 、畜 禽 粪 污 入
坑。全市 512 个自然村均达到了
一档及以上标准，9 个乡镇、64 个
行政村创建为卫生乡镇、卫生村，
创 建 比 例 分 别 达 90% 、57.6% ，古
生、周城、双廊于 2019 年获得省级
美 丽 村 庄 称 号 ；大 建 旁 村 和 南 五
里桥村于 2020 年获得省级美丽村
庄称号。

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健全。大
理 市制定出台了生活垃圾处理费
收费管理办法、公厕管理办法，建
立健全了“门前三包”、村组保洁、
网 格 化 管 理 、巡 查 督 查 、媒 体 曝
光、违规处罚、考核奖惩七项村庄
保 洁 长 效 管 理 制 度 ，现 有 村 庄 保
洁员 1019 人，实现自然村保洁员
全覆盖。

大理市全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乡村

栽满核桃树的永平县水泄乡文库村。（摄于 2 月 25 日）
近年来，水泄乡文库村以永平县创建“一县一业”为契机，加大实施核桃抚育管理工作，通过对树干进行“刷白”防控、去除重叠枝、交叉枝、细弱枝

等枝干，减少营养损耗，扎实推进核桃绿色化、有机化管理，提升核桃品质，让核桃产业培育壮大。 ［通讯员 马围利 摄］

□ 通讯员 段学兵

2 月 24 日，走进云龙县诺邓镇
易地搬迁安置点福堂社区的服务
大厅里，墙上“为人民服务”5 个大
红字显得格外耀眼。过完年刚收
假，大厅里挤满了来办事的群众。
这 样 忙 碌 的 场 景 ，只 是 福 堂 社 区

“两委”新班子上任以来工作情况
的一个缩影。连日来，聚焦“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的易地扶贫搬
迁“后半篇”工作目标，福堂社区

“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强化政策宣
传，通过“贴心式”服务，助力社区
群众安家安业又安心，切实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自 福 堂 社 区 入 住 以 来 ，福 堂

社 区 党 总 支 先后开展了缝纫、建
筑、厨师、家政服务等劳动技能培
训 9 场次，培训 750 人次，提升了群
众的劳动技能和就业率，增强了自
我发展内生动力。依托“党建+引
导+保障+服务”模式，福堂社区党
总支不断强化就业扶贫组织化，在
春节期间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入户
走访，通过发短信微信、召开招聘
会 等 形 式 加 大 就 业 宣 传 ，为 保 障
群 众 节 后 务 工“ 不 脱 节 ”做 足 准
备，仅春节后就将 24 名群众“点对
点”送到了江苏等地务工。目前，
社 区 群 众 在 外 务 工 人 数 达 到 了
460 多 人 ，有 效 解 决 了 群 众 就 业

“难”的问题。
在社区北面的食用菌种植基

地 里 ，密 密 麻 麻 的 羊 肚 菌 长 势 喜
人 ，工 人 们 正 在 小 心 翼 翼 地 采 摘
着。基地的晒场上，工人杨大哥一
边晾晒刚采的羊肚菌鲜菌，一边介
绍说：“按现在的长势每亩能采摘
200 多公斤，目前羊肚菌鲜菌价格
是 200 多元一公斤，每亩毛收入可
达 4万多元，如果晒干了卖干货，价
格更高，收益就更理想了！”

为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带动搬
迁群众提升产业发展技能，破解社
区产业少、发展难的问题，福堂社
区 采 取“ 党 建 ＋ 企 业 ＋ 社 区 集 体
经济＋搬迁贫困群众”的模式，整
合资金 970 万元，向周边群众流转
土 地 56 亩 、租 用 土 地 35 亩 ，引 进

“丽江中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和

检槽“十方福种植专业合作社”两
家企业，建成食用菌种植和大棚蔬
菜种植两个示范基地，每年零散用
工达 2 万多个工，可为搬迁群众增
加务工收入 140 多万元。同时，根
据 土 地 及 固 定 资 产 租 用 协 议 ，福
堂社区每年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41 万元。

从产业基地出来，刚刚办完不
动产登记手续的搬迁群众杨玉莲
迎面走来，只见她眉开眼笑很是激
动，她说：“只交 1万元，就能住上城
里 的 小 区 房 ，还 能 办 理 不 动 产 登
记，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啊。”一
本小小的不动产登记证，却大大提
升了群众的归属感，让搬迁群众真
正安家安业又安心。

云龙福堂社区让搬迁群众安家安业又安心

本报讯（通讯员 吴华） 近日，
宾川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宾川
县人 民 武 装 部 集 中 为 63 名 荣 立
三等功及优秀士兵的现役军人家
庭 送 去 喜 报 和 慰 问 金 ，同 时 为 立
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属进行免费健
康体检。

工作人员分别把喜报送到 63
名立功受奖的现役军人家中，并与
他们的亲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
们在部队服役的基本情况和家属的

生活状况，并向家属表示由衷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部队、
为祖国培养了优秀人才，同时希望
家属鼓励他们继续发扬不畏困难的
精神，刻苦训练，为部队作出更多贡
献，为保卫祖国再立新功。

同时，宾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还联合乡镇卫生院为立功受奖现役
军人家属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据统计，2020 年宾川县荣立三
等功现役军人14人、优秀士兵49人。

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委会阿朵村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字升在创
作民族团结墙体字画。（摄于 1月 13日）

近年来，巍山县累计投入资金 3.63 亿元，打造了 1 个样板村（东莲花
村）、4 个特色村（回族特色村西莲花村，彝族特色村打竹村、有食村、琢木郎
村）、52 个民族团结示范村，创建命名了 25 个“和谐寺观”、3655 户示范户、
141 个县级示范单位，实施了永建民族文化广场建设、滇西回族文化中心建
设等 31 个重点项目，示范样板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的示范典型。

［特约记者 张树禄 摄］

近日，备受关注的“敦煌防
护林被毁”事件仍在发酵，生态
环境部派出的调查组正在当地
开展调查，对有关问题逐一调查
核实。

近年来，全国各地坚持生态
保护优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生态保护成效也成为评价各级
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在生态保
护形势整体向好的背景下，也要
看到，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认
为生态保护工作周期长、见效慢，
出现了只顾经济发展“显绩”而忽
视生态保护“潜绩”，甚至为了经
济发展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只要“显绩”不要“潜绩”，充
分暴露出政绩观存在偏差的问
题。突出表现在对生态保护重
要性的认识不足，“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等现象不同程度存
在，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抓生

态保护工作会阻碍地方经济发
展，导致出现了以牺牲“潜绩”为
代价换取“显绩”的现象。

生态保护作为一项慢工出
细活的系统工程，唯有一茬接着
一茬埋头苦干，才能真正取得实
效、造福群众。各级领导干部要
做好生态保护“潜绩”，必须牢固
树立“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
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
系统观，科学谋划、严格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做生
态环境保护的先行者，身体力行
做好植树造林等每一件小事，带
动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要树立正
确政绩观，下大力气把生态环境
保护这个虽然不抢眼、周期长、
见效慢，但管基础、利长远、惠民
生的“潜绩”抓实抓好，让群众在
生态保护中受益，真正实现长远
发展。

莫为“显绩”毁“潜绩”
□ 自 然

宾川为立功受奖
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