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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21年 12月 31日，巍山县迎新春暨艺术人才培训书画展在南诏博物馆临展厅开展。
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 74 幅（件），集中展示了巍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画展的举办，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互相

交流的平台。 ［特约记者 陆向荣 摄］

□ 通讯员 高 文

近年来，剑川县不断加快推进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建设，通过政策落实、康复服务、各
方联动、权益保障等措施，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残疾人的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2021 年 7 月，剑川县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残疾人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着 力 政 策 落 实 ，残 疾 人 民 生
保障更加有力。积极做好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 贴 审 核 工 作 。 目 前 ，享 受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1423 名 ，享 受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1376 名 ；为

5509 名持证残疾人发放医疗保险
缴 费 补 贴 ，为 2977 名 残 疾 人 提 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一、二级持
证重度残疾人由财政按 200 元/年
标 准 逐 年 全 额 代 缴 养 老 保 险 费 ，
对三、四级轻度持证残疾人，由县
财 政 按 照 最 低 100 元 缴 费 档 次 给
予 50%的补助。

坚持问题导向，残疾人康复服
务更加精准。邀请州级医疗服务
队到剑川县为 86 名残疾人开展康
复服务和残疾鉴定活动，为有辅具
需求的 472 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568 件，为 86 名精神残疾人提供免
费住院治疗，转介 36 名有康复需求
的残疾儿童到定点医院参加康复

训练，为 75 名精神残疾人开展集中
托养服务，为 425 名智力、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开展居家托养上门
服务，为 60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改造；委托剑川县中医
医院为 400 名残疾人提供家庭康复
训练。

强化各方联动，残疾人教育、
就业、扶贫工作更加充分。积极配
合教育部门，做好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统计，并加大对残疾儿童的资助
力度。2021 年，全县共有义务教育
阶段残疾人学生 109 人，采取“送教
上门”41 人，入学率 100%。春节、助
残日期间，为 73 名残疾学生发放慰
问金、一次性助学金等共计 8.13 万

元。慰问贫困残疾人 556 人，发放
慰问金 19.88 万元。年内年审 41 家
单 位 ，按 比 例 安 排 残 疾 人 就 业 76
人，完成“贷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
8 户、担保贷款 9 户，发放贷款资金
295 万元。组织开展残疾人职业技
能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二期，
培训学员 82名。

推动平等融合，残疾人权益保
障更加全面。认真做好残疾人信
访 接 待 和 调 处 工 作 ，共 受 理 残 疾
人 来 访 61 件 ，发 放 信 访 解 困 经 费
5.01 万元，持证残疾人自然变动情
况 在 办 证 系 统 中 适 时 更 新 ，全 面
完成 5587 名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
调查工作。

剑川：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

“ 居 官 者 怠 之 祸 人 ，甚 于 贪
酷。”意思是说当官的不干事，比
贪腐还厉害。“懒政”的实质是一
种精神腐败，不但损害了党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让党和政
府公信力受损，造成严重的负面
影响。

笔者认为：“懒政”行为的出
现，一是干部自身思想修养的原
因。干部缺乏人民公仆的角色意
识，缺乏爱岗敬业的职业意识，缺
乏敢做敢当的担当意识，缺乏为
人民服务的奉献意识，放松了对
自身的要求，逐渐养成了“懒政”

的不良风气。二是各部门在管理
上存在问题。由于考核制度不完
善，追责落实不严，让有些干部出
现“ 侥 幸 ”心 理 ，觉 得 自 己“ 混 日
子”，对工作敷衍了事，也能在年
底考核中获得不错的成绩。而对
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隐
性失职”行为，问责不到位，压力
不大，让干部产生“惰性心理”和
失去危机意识。

要想彻底清除“懒政”，一是
要求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
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

觉抵制歪风邪气。二是要建立健
全 相 关 制 度 。 没 有 规 矩 不 成 方
圆，要完善考核机制和追责制度，
明确“懒政”的不作为行为，让干
部“绷紧弦”。明确权利清单、责
任清单和“懒政”等不作为清单，
加大问责力度，让干部清楚感受
到 悬 在 头 上 的“ 达 摩 克 利 斯 之
剑”，推动形成懒者下、惰者汰的
良性竞争环境。三是要靠人民群
众，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畅
通各种形式的监督渠道，及时发
现 并 查 处 人 民 群 众 所 反 映 的 问
题，切实形成全党监督、全民监督

的有效管控机制，让干部真正严
起来、动起来、为起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懒
政 ”看 似 不 起 眼 ，实 则 祸 患 无
穷 。 新 常 态 下 ，只 有 让 所 有“ 懒
官 ”现 出“ 原 形 ”，让“ 懒 政 ”受 到
惩罚，才能形成富有健康活力的
政治生态环境。

严治懒政“痼疾”
□ 杨婧舒

漾濞县苍山管护员在巡山护林，并清除保护界桩等管护设施周边
的落叶。（摄于 2021年 12月 29日）

近年来，漾濞县全面推行林长制，建立县、乡（镇）、村三级林长制体
系，配齐配强管护员、护林员，严格实行“一村组一专管员”＋“每个网格管
护单元至少配置 1 名护林员”的源头管理模式，真正做到“山有人管、林有
人护、责有人担”。 ［通讯员 李惠赟 施贵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段志宇 赵丽霏）
近日，由鹤庆县林草局、县公安局森
警大队、草海湿地管理局、县农业农
村局等相关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到
鹤庆县草海湿地及周边水域开展违
法捕捞、违法垂钓执法行动。

工作组先后到草海湿地、月亮

湾、五龙河、波南河等地开展违法
捕捞、违法垂钓执法行动。此次行
动以清理“地笼网”、收缴非法捕鱼
器具为重点，对违法捕捞、违法垂
钓进行清理整治。执法行动共清
理“地笼”45 副，总长约 1000 余米，
放生大小鱼虾 30余斤。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秋 菊）
近日，剑川县纪委监委专项监督
检查组深入乡镇、村组就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问
题开展调研。

此次调研，主要聚焦全县纳入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补贴
的耕地地力补贴资金、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农机购机补贴
资金、草原生态保护补贴、小额贷
款贴息资金 5 个项目，围绕财政部
门履行综合协调工作职责情况，
农业等补贴项目主管部门审核、
监管责任落实情况，财政部门、补
贴项目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服务
工作对接协作情况，以及乡镇责

任落实情况进行调研，深入了解
2018 年以来国家惠民惠农政策落
实情况和各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
任情况。检查组进村入户进行走
访，按照调研内容与群众进行交
谈。对 2018 年以来涉及惠民惠农
资金的信访举报、问题线索、查处
案件开展“大起底”“回头看”。

调研结束后，剑川县针对发
现的 7 个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梳理归纳，明确责任主体，提出有
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整改建议，形
成了《剑川县“一卡通”管理问题
专项调研督促整改问题清单》，并
由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及时督促
相关部门进行销号整改。

鹤庆多部门联合开展
违法捕捞违法垂钓执法行动

剑川就“一卡通”发放管理问题
开展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莉 鲁金平）
近日，祥云县东山乡传统性舞蹈

《东山芦笙舞》，在云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主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承办的云南省第十二届民
族民间歌舞乐“线上云展演”活动
中荣获“金奖”。

芦笙舞是祥云县东山乡传统
民间舞蹈，2005 年 9 月，被大理州
列入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东山乡党委政府紧
扣民族民间文化这一元素，深挖背
后历史古韵，培育芦笙舞乡土文化

人才，组建了一支懂芦笙舞、爱芦
笙舞的农村文艺队伍，并推出反映
农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
践的优秀文艺作品。

2021 年，在州非遗中心、州群
艺馆、县文化和旅游局专业技术
人员精心组织、创作编排辅导下，
芦笙舞参演人员认真排练，并积
极参加州第十二届民族民间歌舞
乐展演、省第十二届民族民间歌
舞乐比赛。芦笙舞重现了原生态
芦笙音和乡情舞蹈，推动了东山
乡芦笙舞文化融合发展，活跃繁
荣了芦笙舞文化市场。

祥云《东山芦笙舞》荣获
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