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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罗中虹 茶枝丽

近年来，祥云县政协发挥自身
优势，以“双助推”为抓手，以“五项
助推”、办好“10 件实事”为切入点，
倾力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行动，打出乡村振兴系
列“组合拳”。

组队建库，人才队伍有保障。
发挥本土委员熟悉家乡风土人情、
产 业 结 构 ，非 本 土 委 员 适 应 能 力
强、眼界开阔等优势，对照“五大振
兴”工作任务，根据委员擅长或熟
悉领域，组建政协委员助推乡村振
兴队伍、“五大振兴”（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专业人才队伍，助推全县各
乡镇、村（村区）在村庄规划、产业
发 展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 积 极 培 育

“三农”本土人才及致富带头人，投
身 农 村 发 展 一 线 ，做 乡 村 振 兴 的

“领跑者”。
建言献策，提供决策有参考。

将解决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大势所
趋的问题作为调研选题的总体要
求，围绕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
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振兴等主题开
展视察、专题调研、协商等履职活
动，形成协商报告 22篇，提出意见建
议 138 条；重心下移，以“委员小组”
活动和“协商在基层”为平台并向基
层延伸，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收集
上报社情民意；通过提交提案、大会
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从
多个层面、不同角度积极反映乡村
振兴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提出操作
性强、含金量高的“金点子”。近两
年来，共收到政协委员助推乡村振

兴的提案 89 件，社情民意 13 条，切
实 为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谋 实 策 、建 良
言。通过提案的督办和社情民意的
汇编报送，强化参政议政和监督建
言的作用，破解了一些涉及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瓶颈”问题，同
时组织委员实地考察学习，借鉴外
地成功做法助推乡村振兴，为县委、
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做到了选题与大局合拍、与发展同
向、与民生相符，不断提高政协履职
的质量、水平和实效，为加速脱贫致
富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赋能，振兴乡村有盼头。
产业强则农村兴，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搭建产业
发展平台、拓宽就业渠道，多方争
取项目、筹措资金，帮助贫困乡村
补齐发展短板，引导支持做好农产

品电商销售、乡村振兴等工作；组
织 政 协 干 部 和 政 协 委 员 ，主 动 作
为 ，有 力 出 力 、有 钱 出 钱 、有 智 出
智。今年初以来，帮助农户发展特
色产业 32个，提供技术服务 187次，
受益群众 6420 人次；帮助脱贫地区
开展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活动 68
次，销售金额 301.428 万元；帮助脱
贫村壮大集体经济出主意想办法
65 条，帮助脱贫乡村领办、创办或
协 办 产 业 项 目 31 个 ，投 入 资 金
1291.1 万元，把“双助推”行动助在
关键处、推在急需点。

下一步，祥云县政协将继续发
挥优势，切实凝聚起各方力量，把

“双助推”行动作为为民履职的重
要载体，充分利用农村禀赋，让资
源变现、产业融合，为推动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祥云县政协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经过提升改造后的鹤庆县新华村主干道。（摄于 9月 28日）
随着新华银器小镇建设的推进，鹤庆新华村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特色风貌得到彰显。村内道路、停车场、五线迁改、污水管网、农村化粪池及小镇

标识标牌全面建设完成，小镇电子商务中心、双创中心、直播基地、书吧、快递服务网点、特色餐厅、特色客栈等投入运营，小镇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
进一步完善。 ［通讯员 韩海娥 摄］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
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
重要举措，不应简单地以日常事
务作为办实事内容，而要将心比
心，坚持急事特办、大事急办、小
事快办，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
办实。

小 事 要 上 心 ，当“ 头 等 事 ”
办。“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把群众
的一桩桩“小事”当成“头等事”来
办 。 每 天 办 公 室 里“ 挑 灯 夜 战 ”

“日理万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百

姓的民生，不能总把全心全意为
人 民 服 务 挂 在 嘴 上 、悬 在 半 空 。
要 将 群 众 诉 求 制 定 为“ 立 刻 办 ”

“限期办”等责任清单；要想方设
法去解决，不能简单询问、简单记
录、简单拍照就结束，以“办不了”
三个字就回绝群众诉求；要积极
整改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升
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大 事 要 细 心 ，当“ 心 头 事 ”
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深
知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到群众中
间去，体察基层所思所盼，了解群

众所急所盼所怨，真正把为民之
事办成惠民之举，而不是给群众

“画大饼”，群众的诉求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答应的事转头就忘，没
办结的事摆着就不管，要把群众
的小事真正当作“心头事”，以不
了结不罢休的韧劲，把群众的事
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急 事 要 用 心 ，当“ 自 己 事 ”
办。“人民公仆”是光环亦是责任，
人民公仆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民生
出发，解决群众困难。只要切实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就没

有办不好的事，要将群众诉求设
身处地、换位思考变成自己的事
去对待。以最急的心态去受理、
以最快的速度去办结、以最实的
成效去落实，做一个“死磕”群众
小事的倔强干部，搭建起党群干
群之间的连心桥，以汗水、智慧、
真情打动群众，赢得民心。

将心比心办好实事
□ 张星宇

游客在剑川县剑湖“小树林”观光留影。（摄于 9月 27日）
剑湖“小树林”是剑川县新世纪初栽种的中林美荷杨，面积达 750 多

亩，经过 20 多年生长，长得高大笔直。仲秋，“小树林”的叶片不断变黄，
秋高气爽、落英缤纷的景观不断吸引游客打卡留影。

［通讯员 李丽琴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宝） 10 月 12
日下午，上海华东师大附属东昌
中学南校与下关一中初中部举行
结对合作签约仪式，双方代表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东师范大学
附属东昌中学南校与云南省下关
第一中学初中部结对合作协议》
上签字，两所学校再续新一轮沪
滇教育合作的新篇。

2018 年 12 月，下关一中初中
部与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
南 校 结 对 交 流 正 式 启 动 。 三 年
来，在教育科研方面，校际间互访
研学达 12 批 43 人次；两校联合向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申
报的青少年实践与劳动教育课题

《东西携手基于区域特征的初中
学校社会实践与劳动教育联动设
计与实施策略》已顺利结题；两校
共同设计的《初中生财经素养培
养》《电子技术为更美好的城市生
活服务》《校园有机农场》《洱海保
护与川杨河保护》四个课程圆满
施教；共同编纂的校本教材《社会
综 合 实 践 与 劳 动 教 育 之 洱 海 保
护》已印发两校使用。

在学生研学交流方面，2020
年 4 月至 6 月，下关一中初中部 30
名同学和东昌南校学生一起参加
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中心

联袂张江国际青少年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共同打造的《健康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线上云课堂。通过
16 次的在线学习，下关一中初中
部学生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
英语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2020
年 7 月至 8 月，两校合作课题中设
计的 4 个课程正式开课，每所学校
每个课程共精选 30至 40名学生参
加。课程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开
展，其中《初中生财经素养培养》

《电子技术为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服务》《校园有机农场》3 个课程由
东昌南校教师负责讲授；《洱海保
护与川杨河保护》课程由下关一
中初中部生化组负责讲授。

为了继续深化沪滇教育结对
交流工作，经两校协商，双方再次
签订为期 5 年的新一轮结对合作
协议。这也标志着大理州在基础
教育领域的沪滇合作又续新篇。

下关一中初中部副校长虞朝
辉表示，今后，两校将围绕新时期
教育合作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

“互联网+人文交流”新模式内涵发
展，通过与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
中学南校开展更多维度、更深层次
的合作，解决下关一中初中部发展
的迫切问题，实现学校教育理念、
办学水平的提升与发展。

我州沪滇教育合作项目
再续新篇

本报讯（通讯员 袁霞） 为解
决弥渡太极顶州级自然保护区物
种逐步减少且名称不清楚问题，
弥渡县密祉镇制定细化措施解决
问题，切实保护好太极顶生物多
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今年 7 月，密祉镇聘请云南省
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相关专家和技
术人员对小河淌水源头景区、太极
山游步道 10米范围内、怪树林景区
的古树名木等植物进行调查识别、
挂牌普识，建设树种资源科普示范

带。目前，已经完成了旅游线路
3.5公里 317株古树的挂牌工作。

9 月 23 日，密祉镇举办太极顶
州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活动
日系列活动，推动保护生物多样
性，促进旅游发展，助农增收。活
动当天“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太极顶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监测基
地”在太极顶挂牌，基地将建设大
学生社会实践和实习教育基地、中
小学生生物多样性教育宣传基地，
打造生物多样性科普示范带。

弥渡密祉镇制定细化措施
保护太极顶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