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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徐淑英 施学良

“十三五”以来，我州各级财政
部门切实把洱海保护治理责任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坚持以洱海保护治
理为引领，通过增投入、建机制、严
监管“三举措”全力支持洱海保护治
理工作。

增投入。“十三五”时期，累计投
入洱海保护治理资金 329.8 亿元，其
中：财政资金 96.39 亿元，引入社会
资本运用 PPP 模式及其他投入资金
233.41 亿元。在财政投入方面，中
央财政补助 21.54 亿元，省级财政补
助 40.17 亿 元 ，州 、县 两 级 共 投 入
34.68 亿元，真正体现了中央关怀、
省有专项、地方全力以赴。

建机制。一是强化项目库建
设。统筹安排洱海保护治理重大项
目建设前期经费 1.27 亿元，支持推

进项目规划、论证、储备等前期工
作。二是规范运用 PPP 模式。充分
借助社会资本在投融资、建设、运营
等方面的优势，规范运用 PPP 模式
组织实施洱海环湖截污一期和二
期、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
复与湿地建设等 6 个洱海保护 PPP
项 目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59.03亿元，其中：5个财政部示范项
目已全部签约落地，累计完成投资
85.05亿元。三是建立湖泊专项债券
发行机制。编制了洱海保护治理专
项债券方案，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生态环
保领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 30 亿元，支持大理
市、洱源县 40 个洱海保护重大项目
建设。四是支持洱海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放大

效应，拨付 6亿元洱海保护治理资本
金，为洱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
可持续发展项目融资 15亿元。五是
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长
江干支流、洱海流域全面建立跨界
河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签订协议 9
份，明确断面监测点 12个，各方协议
补偿出资 1.11 亿元。同时，与省属
大中型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参与和
承接洱海保护治理，有效缓解后期
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压力。

严监管。一是健全管理机制。
制定了《大理州生态文明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大理州促进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补偿奖励政
策及水质水量监测工作方案》《洱海
保护治理专项债券资金管理办法》
等系列制度，持续建立健全全州各
级资金管理机制。二是突出监督检
查。持续加大洱海保护治理资金监

管力度，做到省以上资金一年一次
专项审计，州以上资金一年一次专
项检查，重大建设项目常态化专项
审计。三是注重绩效跟踪。建立完
善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将绩
效目标同预算资金同步下达，进行
跟踪问效。并把环保资金作为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重点进行量化考
评，聘请中介对“十三五”规划项目
中期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估，评价
结果运用于项目资金安排。

“十三五”期间，在各级财政的
支持保障下，洱海保护治理取得阶
段性成效，洱海水质下降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全湖水质实现 32 个月Ⅱ
类，未发生规模化蓝藻水华，圆满完
成“十三五”规划的水质目标。大理
州全面打响以洱海保护治理为重点
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被国务院大
督查作为典型经验通报表扬。

我州各级财政部门
“三举措”全力支持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3月 26日，祥云县泰鑫庄园的工作人员忙着给果树修枝、疏花，为之后的果实采摘做准备。
泰鑫庄园位于祥云县刘厂镇王家庄村，创建于 2009 年 2 月，注册资金 1000 万元，现有水果基地 3810 亩，主要从事现代农业项目开发、生产、加工、

销售及农副产品资源整合，以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与祥云县“红色传承”教学基地紧密结合，打造滇西第一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农业相结合的特色农
业精品庄园。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这么多 App，手机都快卡死
了，还不能卸载。”这是身边同事提
及最多的一句话。近年来，随着各
类手机 App 应用兴起，功能各异、
花样繁多的应用 App，在为工作学
习提供便捷的同时，也深深困扰着
基层干部。手机里安装了多个“必
装”App，使用者需要根据要求在
若干个 App 间切换、打卡、学习、开
展工作。各级各部门在下大力气

开发、不遗余力推广各行业相关
App 的时候，多以任务形式摊派，
指标分配到基层各部门、各人，甚
至 以 考 核 形 式 压“ 担 子 ”、摊“ 责
任”，形式化、简单化推广，耗用了
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

笔者认为，科技的进步是在提
供便捷方式的同时为飞速发展的
人类社会提高效率。有关部门在
开发 App 前，应该做好调查研究，

结合大数据、客观事实、需求因素
等来做系统开发，是多数人的需
求而不是少数人的决定；在推广
使用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基层

“声音”，基于多数人的使用反馈
不断做好应用优化，朝着人性化、
便捷化、实用化方向发展，是不断
打磨能服务人民群众的真正本领，
而不是以“签到打卡”式在表面做
足文章。

总之，要杜绝为了纸面数据好
看而加重基层“指尖负担”，要跳出
为了推广而推广的认识误区，更要
做好现阶段“指尖上”形式主义整
治，还“指尖”以清净。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刻不容缓
□ 谢恩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3 月 26 日，州委宣传部党总支部和工会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
到王复生王德三烈士故居开展“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追寻革命精
神”学习教育。

连日来，全州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州党委的
要求部署，坚持多形式、多渠道、多载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通讯员 杨继培 摄］

3 月 24 日，巍山县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干警先后到巍山县职务犯
罪预防警示教育中心和巍山县一中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和
党史学习教育。

巍山法院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紧密结合，全院干警
从历史中找答案、从问题中找方向，更进一步引导干警发扬优良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激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气神，为推进建设法治巍山、平安巍山持续发力。

［通讯员 何柳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尤乾艳） 3 月
25 日，以南涧县罗伯克万亩生态
茶园为核心的无量山藏茶谷，大
量春茶开采。

近年来，南涧县立足“高山、
净土、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无量山绿色食品牌，将茶叶列为

“一县一业”重点产业进行打造，
通过发展绿色有机茶园，建设优
质原料基地和茶叶专业村，加强
古茶树保护和利用；规范茶叶初
制加工，新建标准化初制所，改造
老初制所；加快无量山高山茶产
业园建设，全力打造无量山藏茶

谷、樱花谷，促进茶旅融合发展；
研发名优特新产品，加强市场和
品牌影响力；强化科技服务；依托
项目，加大扶持力度等，茶产业日
益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打牢产
业基础。

2020 年，全县发展高山生态
茶园面积 12.09 万亩，全县绿色有
机茶园达 71996 亩，完成低产茶园
改造 10000 亩，全年毛茶总产量达
7480 吨，成品茶 6500 吨，实现总产
值 12.1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 3.27 亿
元、工业产值 5.11 亿元、第三产值
3.72 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滟 杨池艳）
3 月 22 日，洱源县诉前委派调解中
心在县法院揭牌成立。

据介绍，中心办公地点设在县
法院，同时在邓川镇人民法庭、炼铁
乡人民法庭设立工作站，形成“一中
心两站”的协作配合模式，首批由 11
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的专职
特邀调解员正式入驻该中心。

诉前委派调解是指在法院受

理民商事纠纷案件前，在征得当事
人同意后，将纠纷案件委派至县诉
前委派调解中心，由中心分配给专
职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实行低价
有偿服务。

诉前委派调解中心的成立将
最大程度地从源头上高效化解、防
控、处置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
辖区，矛盾不上交，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

南涧无量山藏茶谷春茶开采

洱源诉前委派调解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