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川县乡土名匠正在指导学徒雕刻木件。（摄于 9月 16日）
近年来，剑川县通过创业扶持、培训教育、就业指导、技能提升、成立合作组织、建设传习馆等方式，积极

为“乡土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平台，通过强化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带动群众技艺创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通讯员 李月荫 马思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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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婧怡） 昨日
上 午 ，中 国 共 产 党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第 九 次 代 表 大 会 在 苍 山
饭 店 苍 山 会 堂 举 行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杨国宗、
陈真永、赵国良、张剑萍、朱建斌、

杨经德、李琰、翁斌、杨大赟、牛燕、
孙胜 利 、郑 新 刚 、袁 爱 光 、李 洋 、
崔庆 林 、赵 有 生 、杜 志 红 、舒 进 、
王绍基、丁洪涛、李郁华、孙丽娟、
王振华、杨发、王冬林。

本次会议应到会代表 489 人，
实际到会 469人，符合有关规定。

杨国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

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了
第九届州委委员、州纪委委员和大
理州出席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预选候选人名单；宣布了预选注意
事项。

州第九次党代会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 通讯员 张永勇

大理巍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
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位于
巍山县青华乡境内，是全国唯一
以绿孔雀为单一保护对象命名的
保护区。1988 年，经大理州人民
政府批准建立州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 200 公顷；1997 年，经云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自然
保 护 区 ，面 积 增 加 至 1000 公 顷 ；
2016 年 5 月，大理巍山青华绿孔
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以下
简称管护局）正式成立。自成立
以来，管护局认真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以不断探索、勇于实
践、开拓创新的战略思维，全力推
动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
上新台阶。

管护局把资源管护作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通
过压实责任、强化工作力量、开展

日 常 巡 护 及 重 要 节 点 把 控 等 措
施，确保做到对森林火灾隐患零
容忍、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行为零
容忍，为保护区生态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保护区内布设有 50 台
红外相机，建立了全区监测网格
体系，由专业人员定期回收红外相
机数据进行分析，确定野生动物物
种及种群数量。同时，根据保护区
不同海拔梯度和生境，布设固定监
测样线 15 条，通过样线观察野生
动物实体和活动痕迹、聆听鸟类鸣
声等方式定期开展监测工作。截
至今年 8 月，保护区共监测到鸟类
163 种、兽类 17 种、两栖及爬行类
1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26
种，保护区还分布有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毛红椿。

2020 年 11 月 ，管 护 局 协 同
巍山县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林
草局，在保护区设立巍山生物多

样性共建公益诉讼保护基地，实
现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多部门联
动，并对 1 起环剥国家保护植物的
案件进行审理。今年 5 月，同大理
大学农学与生物科学学院签订合
作协议，在保护区设立大理大学
农生学院实践教学基地，从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科 研 监 测 、人 才 培
养、教学实践等方面展开合作。

今年以来，管护局同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生物多样
性监测，并通过与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开展数据分析合作，共有
黑颈长尾雉、赤麂、黄喉貂等 10 种
野生动物先后 8 次登上 CCTV-1
综合频道《秘境之眼》栏目，有效
展示了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同
时，联合大理大学在保护区开展大
型真菌调查，并及时制作了常见
毒蘑菇图谱在保护区及周边进行
广泛宣传，指导保护区群众合理
有序采集可食用野生菌，对保护
区内大型真菌种类、分布、习性等
形成本底数据，促进了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大理巍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巍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颈长尾雉。 （红外相机摄于 2017 年 1月 20 日，图片由巍山
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提供）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陈 应 国）
祥云县抢抓经济战略发展机遇，着
力打造产业经济集聚发展核心增
长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跑
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不断提升城镇
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打造产业经济集聚发展核
心增长极加速“美丽县城”建设进
程中，祥云县始终坚持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不断加
快，城镇品质持续提升。“美丽县
城”创建扎实开展，彩云路新型城
镇化试点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启

动实施，打造了佳和广场等商业综
合体，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和阳光
城首府等高端房地产项目，县城农
贸市场提级改造、中水回用、四水
厂建设等项目稳步推进，玉波湿地
公园、高铁站站前广场、祥云大道
等一批市政设施建成使用。通过
不断创新，祥云县建成首条“海绵
城市”透水道路，开启了当地“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区域样板道路建设
模式，使“海绵城市”建设由“试点”
走向“示范”。

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加速创
建“美丽县城”工作中，祥云县整合

资金 2.9 亿元，实施了城乡人居环
境五年行动，完成省级示范村建设
12 个，创建省级“美丽村庄”3 个、
州级“美丽村庄”2个。同时，“美丽
公路”建设成效明显，完成楚大高
速、广大铁路、320国道等沿线视廊
风貌整治。集镇“一水两污”项目
有序推进，“厕所革命”和“两违”整
治成效显著，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
动”持续深化，县城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完成规划修编，“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完成，省级
生态文明县创建通过复核验收，被
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县。

祥云着力培植产业经济集聚发展核心增长极

本报讯（通讯员 张义红） 近年
来 ，宾川县立足热区资源优势，抓
实水果产业结构调整和基地建设，
打好农林水“组合拳”，呈现出区域
化布局、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格局，有效促进了全县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抓实高原特色水果产业结构调
整。坚持“葡萄以早为特、柑橘以晚
为优”的思路，发展成为全国县级最
大的早熟优质鲜食葡萄生产基地和
全国晚熟柑橘优势产区。截至今年
7月，全县以葡萄、柑橘、软籽石榴为
主的特色优质水果总面积达 32.53万
亩，产值 13.77亿元。

抓实基地建设。依托宏源合作
社、云福公司、绿色果品有限公司等
经营主体，重点扶持了 13 个“绿色
食品牌”产业示范基地，促进农户节
本增收 8700万元。

打好农林水“组合拳”。抓实高
效节水、退耕还林、水果上山工程，
整合农业农村、林草、水利相关资
金，对在退耕还林区内种植柑橘、石
榴等高效经济作物的给予退耕还林
补助，将“荒山坡”变成“花果山”。
云福公司小河底柑橘基地在荒山
坡上建设“万亩柑橘示范园”项目，
整合投资 1.85 亿元建成了 6000 亩
柑橘标准化种植基地，探索出“龙头
企业+扶贫车间”产业扶贫新模式。

宾川大力推进
高原特色水果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昨日，
中国共产党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九
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先后举行第四、
五、六、七次会议。

杨国宗分别主持会议。
第四次会议听取了第九届州

委委员、州纪委委员和大理州出席
云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预选
结 果 报 告 ；审 议 了 第 九 届 州 委 委
员、州纪委委员和大理州出席云南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
人建议名单；审议了第九届州委候

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省
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组长陈绍波到
会指导。

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第九届州
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

第六次会议听取了第九届州
委候补委员预选结果报告；审议了
第九届州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
建议名单；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秘书
组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州委报告《决
议》（草 案）、州 纪 委 工 作 报 告《决
议》（草案）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州

委报告《决议》（草案）、州纪委工作
报告《决议》（草案）。

第七 次 会 议 通 过 了 第 九 届 州
委 委 员 、候 补 委 员 、州 纪 委 委 员
和大理州出席云南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根据
表 决 结 果 ，主 席 团 将 把 第 九 届 州
委 委 员 、候 补 委 员 、州 纪 委 委 员
和 大 理 州 出 席 云 南 省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代 表 正 式 候 选 人 名 单 提
交 大 会 第 三 次 全 体 会 议 进 行 正
式 选 举 。

州第九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会议

我州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系列报道⑥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今年
以来，我州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点）组织体系全覆盖
的优势，用活“线上线下课堂”“特色
活动课堂”“文化惠民课堂”“三红三
进课堂”，立体式、多角度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线上线下课堂”扩大宣讲覆盖
面。通过开展特色鲜明、内容详实
的“ 线 上 +线 下 ”学 习 实 践 互 联 活
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心走实。
宾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线上深
度融合红色旅游文化资源，以现场
点单、电话点单、网络点单等方式征
集群众在党史学习教育等方面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实现“点单”“派单”

“接单”“评单”精准对接；线下开展
“百年党史百场宣讲”“百年党史百
场主题诵读分享”“红色电影进万
家”等主题宣讲近 400场次。

“特色实践课堂”弘扬时代主
旋律。坚持群众主体的实践导向，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弥渡县依托良
好的花灯文化群众基础，开设群众
文 艺 骨 干“ 特 色 课 堂 ”，整 合 全 县
800 支乡村文艺队伍，开展“唱支花
灯给党听·百支花灯万人唱 红色
经典歌曲感党恩”活动，激发群众
爱党爱国热情。南涧县推出彝语
红歌、广场红舞“特色课堂”，聘请
资深教师将经典红歌译成彝语并
集中教学。洱源县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走”群众文化广
场舞推广培训活动，推广“双飞燕”

“霸王鞭”等舞蹈，500 多名群众参

加学习培训。
“文化惠民课堂”提高群众参与

度。创新文化文艺活动载体，积极
开展文艺巡演、红歌比赛、小剧场等
活动，让文化惠民暖心、党史教育入
脑。巍山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队，以知识竞
赛、歌曲、文艺、观影等形式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洱源县把红色文艺节
目送到基层，多支地方性文艺小分
队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军营、企
业、农村等开展惠民演出。

“三红三进课堂”打造宣教新名
片。全州各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
象，贴近群众需求，以推进红色教育
进乡镇（街道）、推动红色声音进村
组（社区）、助推红色思想进头脑的

“三红三进”，引导广大群众传承红
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大理
市发挥理论宣讲专业志愿服务队
师资优势，深入各乡镇（街道）、部
门单位、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 活 动 40 余 场 次 ，培 训 党 员 干 部
6000 余人次。剑川县开展“党的历
史唱进千家万户”系列活动，精心编
创《永远跟着共产党》《白乡颂党百
年红》等白曲宣讲曲目，深入社区、
村组进行演出宣讲 20 余场，受众逾
1.5 万人次。祥云县用好本土红色

“活教材”，利用王复生、王德三烈士
故 居“ 红 色 传 承 ”现 场 教 学 基 地 ，
以及王孝达烈士故居、中国人民解
放军滇桂黔边纵八支队纪念馆等，
开展党史志愿讲解 1700 多场，受众
2.7万余人次。

我州以“四大课堂”
推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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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州大地绘就
民族团结美丽新画卷

洱源普通高中
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著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开舱仪式在京举行

大理市提升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于
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