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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9日，大理市挖色
镇召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大理市应
对 疫 情 工 作 指 挥 部 关 于 做 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并就挖色镇疫情防
控工作作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挖色镇全体党员
干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绷紧疫
情防控之弦，保持高压态势，做到
严防死守，全力以赴织密疫情防
控网。要进一步强化措施，筑牢
疫情防控“堤坝”，严格管控外来、
返乡人员，精准识别，摸清底数。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压实疫情防
控“四方责任”，始终把群众的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主动、积极作

为，将疫情防控责任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会议强调，要做好“元旦”“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认清疫情防控
形势，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在行
动 上 ，强 化 工 作 领 导 和 统 筹 协
调，确保挖色镇疫情防控工作顺
利推进。 ［臧盛标］

2021 年，州农科院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立足
部门技术优势，突出重点，精准发
力，切实抓好科技服务工作。

积 极 组 织 开 展 社 区 服 务 。
按 照“双 报 到 双 服 务 双 报 告 ”的
工作要求，组织全院在职党员干
部 到 单 位 挂 钩 社 区 和 党 员 常 驻
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为群
众办实事。2021 年，州农科院共
制 定 民 生 实 事 计 划 34 件 ，列 出

“ 为 民 办 事 ”清 单 154 件 ， 83 名
党 员 挂 钩 服 务 31 个 社 区 ，累 计
完成 294 人次社区服务，服务时
长达 920 小时，协助社区处理问
题 83 件。

抓 牢 抓 实 农 业 科 技 服 务 。

认 真 对 照 中 央 和 省 、州 提 出 的
“十 四 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主 要 目
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接续开展
现代农业应用研究，扎实做好特
色 产 业 科 技 攻 关 ，为 全 州 农 业
高 质 量 转 型 发 展 提 供 科 技 支 撑
服务。2021 年，州农科院共承担
国 家、省、州 各 级 各 类 项 目 和 课
题 68 项，均按时按质完成了年度
工 作 任 务 。 以 科 研 推 广 项 目 为
依托，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
求 为 目 标 ，开 展 粮 食 作 物、经 济
作 物、特 色 花 卉、地 道 药 材 等 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示范推广，
推广面积达 593.96 万亩；组织各
类科技培训 261 场次，参训人员
10239 人 次 ，发 放 各 类 科 技 资 料

12000 余份。
深入“三区”开展科技服务。

依托农业专业技术优势，抽调业
务骨干，深入边远贫困地区、边疆
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三区”
科技服务。2021 年共派出“三区”
农业科技人才 16 名，在全州 8 个
县、16 个乡镇、37 个村、14 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一对一”定
点科技帮扶，累计帮助受援对象
增收 180多万元。

着力开展移民后扶服务。围
绕全州移民开发重点工作，深入
全州 12 县市移民区，开展产业后
扶科技服务工作。累计建立示范
基地 31 个，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16 个，着力解决移民区产业发

展慢、群众增收难等问题。
派驻工作人员蹲点服务。按

照洱海保护治理和乡村振兴工作
安排部署，选派洱海保护治理及
流域转型发展工作队员 1 名；并
派 驻 重 点 乡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员 2
名，驻村开展服务工作，助力农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杨献清］

大理市挖色镇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州农科院切实抓好科技服务工作

□ 本报记者 杨钰洁 文／图

“助人是快乐之本。”这是张仕钧
内心笃信的一句话。正是因为心
中坚守的信念，他初心不变，无偿
献血，一献就是 17 年，累计献血近
300 次；他帮贫济困、捐钱捐物，一
帮就是 32 年，累计帮扶人数近万
人；他牢记嘱托、心系洱海保护，
用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 守 护 大 理 的
绿水青山……

“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
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去做，大家
坚持去做，那么献血这件‘小事’就
会变成对社会有益的‘大事’。”说起
献血的初衷，张仕钧笑着说道。捐
献一袋热血有时能挽救一条生命，
2004 年至今，张仕钧坚持每年无偿
献血，已经累计献血 300多次，献血
总量已达 10 万毫升，他不仅成了左
邻右舍纷纷称赞的“大理好人”，更是
成为大理州无偿献血冠军，曾 4 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在
17年时间里，张仕钧在自己坚持无
偿献血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的宣传，影响带动了周围更多的
人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
中。

“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
的，只有更多的人加入社会公益事

业的大 群 体 ，才 能 为 需 要 帮 助 的
人们提供更大的支持帮助。”张仕钧
介 绍 ，越 来 越 多 的 爱 心 人 士 聚 在
了一起，2008 年，他们正式成立了
自 己 的 公 益 团 队 ——“ 大 理 爱 心
公 益 ”。 近 年 来 ，张 仕 钧 和 他 的

“大理爱心公益”团队持续关注贫
困 学 生 ，当 看 到 品 学 兼 优 的 孩 子
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
学业时，大家心痛不已，并一致决
定 为 孩 子 们 持 续 提 供 帮 助 ，使 其
顺 利 完 成 学 业 。 目 前 ，张 仕 钧 及
其 团 队 仍 在“ 一 对 一 ”长 期 资 助
1400 多 名 贫 困 学 子（含 小 学 、初
中、高中、大学），得到帮助的学生
人数已达几万人；同时，该团队向
社会捐献物资达 1150 多万元。

对于张仕钧来说，在漫长的公
益 事 业 路 上 ，变 化 的 只 有 服 务 内
容，不变的始终是“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除了
献血、助学之外，张仕钧还在共青团
大理市委青少年社会事务中心从
事青少年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心
理疏导和帮扶工作，并主动联系对
接有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
动儿童、老弱病残的孤寡老人，及
时了解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问 题 ，为 他 们 提 供 帮 助 、送 上 温
暖。同时，张仕钧积极投身洱海保

护事业，在他的带动下，“大理爱心
公益”团队每个月都会开展洱海保
护志愿活动，用小小善举，为保护
大理绿水青山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此次荣获第八届云南省
助人为乐模范提名奖，张仕钧觉得
这份荣誉“热乎乎”“沉甸甸”。他

坚定地说：“作为一名民间公益人
士，30多年来，我用脚步走遍了大理
的村村寨寨，未来我会更加珍惜荣
誉，勇担社会责任，同时也呼吁更
多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加入我们
团队，帮助更多的学子完成学业，
为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先进典型人物

大理好人张仕钧：助人是快乐之本

2021年 12月 23日下午，张仕钧在昆明接受表彰后回到大理。

1月 2日，施工队正在对弥渡县境内的毗雄河河道进行清淤疏浚。
时下，正值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时节，弥渡县对水库、坝塘进行除险加固，对河道、沟渠进行清淤疏浚，为大春生产作准备。 ［特约记者 李武华 摄］

□ 通讯员 左剑荣 李金林

近日，在漾濞县漾江镇安南村，
一坝坝田畴里的贡菜在一场冬雨之
后，显得愈发清新翠绿、生机勃勃。

贡菜是安南村在市场引导下，
结 合 村 情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起 来 的

“一盘菜”，属冬春作物。2020 年，
安南村初试种植贡菜，全村共有 99
户农户试种贡菜 160 亩，收获后，收
入近 40 万元，种植最好的农户亩均
收益达 8000 元。位于苍山西坡、漾
濞江峡谷的安南村，5 个村民小组
大部分农田肥力良好、水源充足，
贡菜初种取得较好效益。2021 年，
在县级挂钩部门和村“两委”的进
一步组织引领下，安南村贡菜种植

面积增长到 300 亩。眼下，种植较
早的贡菜已开始陆续收割上市，在
农历新春到来之前，数百亩贡菜将
为种植户带来小春经作的第一拨
收益。

此外，安南村的烤烟和工业辣
椒种植也为农户带来了总计 70 多
万元的收益。 2021 年，该村贡菜、
烤烟、工业辣椒三项种植产业的经
济收益预计可达 150 万元，可为 254
户农户户均增收约 5900 元。今后，
该村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优质畜
禽养殖，实现种养互促，力争形成
相对稳定的两产互撑互利格局，以
实实在在的发展、以农户看得见摸
得着的收入，答好“大理之问”的安南
产业培植答卷。

漾濞安南村：
以产业培植答好“大理之问”

□ 通讯员 冯雪娥

沿着党建标语醒目的传承路，
先去土碱田、村史馆看一看，再到
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广场转一转，顺
路到红色文化广场走一走，每天早
上这 一 圈 走 下 来 ，祥 云 县 刘 厂 镇
王家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汝学的微
信运动数据就达到了 1 万多步。这
条精心打造的“红色路线”，也铺开了
王家庄社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王 家 庄 是 革 命 烈 士 王 复 生 、
王德三的故乡，2020年 12月，王家庄
被 中 组 部 、财 政 部 列 为 全 国 首 批
200 个（大理州唯一，全省 11 个之
一）推动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村
庄试点之一。红色美丽村庄项目
实施以来，王家庄社区党总支深入
挖掘丰富的红色资源，投资 3163.84
万元，其中中央直接下达资金 400
万元、整合其他资金 2763.84 万元，
精心打造红色景点，逐渐形成了以
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党风廉
政教育为主题的三位一体的红色

教育格局。同时借助文明创建的
机会，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净
化提升工程，村庄风貌焕然一新。

“有红色资源，王家庄不愁没
有游客；有红色精神，王家庄人不
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品质。”
据王汝学介绍，王家庄社区坚持党
建引领，充分利用本村红色资源，
引导群众和游客关注英烈、缅怀英
烈、学习英烈、守护英烈，传承英烈
精神，打造红色教育高地。2010 年
至今，“红色传承”现场教学基地已
接待超过 40万名干部群众到王家庄
开展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发展带
动了 23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我们村
民也沾了光。”村民王汝达说：“我在
家门口开了个早点铺卖土碱粑粑，
平时还能干干家里的活计，日子好
过了很多。”接下来，王家庄社区将
着力建设红色村参观旅游配套餐饮
民宿等项目，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
动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祥云王家庄：红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董晓燕）近日，
鹤庆县纪委班子成员与该县各乡镇
党政“一把手”开展“蹲点式”谈心
谈话。

该县在日常监督上着力，采取
“ 蹲 点 式 ”谈 心 谈 话 ，主动靠前监
督，把个人情况、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单位部门
政治生态研判、对纪检监察工作意
见 建 议 等 内 容 作 为 必 答 题 ，要 求
各级“一把手”讲深谈透一年来管
党 治 党 工 作 情 况 。 在 有 问 有 答 、
双 向 互 动 的 谈 心 谈 话 基 础 上 ，结
合日常监督发现的个性和共性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压实基

层 党 委 管 党 治 党 责 任 。 每 轮“ 蹲
点式”谈心谈话后，全面梳理谈话
成 果 ，综 合 党 内 监 督 和 其 他 监 督
成 果 集 体 研 判 ，对 基 层 党 委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进行客观
评价，为监督对象“精准画像”，让
监督工作提质增效。

鹤庆以“蹲点式”谈心谈话
为监督对象“精准画像”

大理州纪委监委 大理日报社 合办

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