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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通讯员 卞晓茜 周应良
万国仙） 近年来，我州以基层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为总抓手，以深入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积极探索开
展“红色党建引领，绿色生态增收”
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在引领群众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促增收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初夏时节，走进永平县厂街乡
杨柳树村枇杷园，40 余亩枇杷林郁
郁葱葱，枝头挂满一串一串的果实
袋子，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枇杷香
味，果园里的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
拣、打包枇杷。

“果园种出的枇杷味甜、个大、
肉多，不愁卖，可以一直卖到五月
份。”杨柳树村枇杷种植大户、党
员致富带头人王正明说：“地上正
在包装的 70 多箱枇杷，是上海顾

客预定好的，今年是我种植枇杷的
第八个年头，预计年收入将突破 50
万元。”

“目前全村枇杷种植户达 151
户，种植面积 2024 亩，正常年景产
值可达 600余万元。”杨柳树村党总
支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张 正 超 说 ，
杨柳树村枇杷种植主要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党员示范户+农户”的
运作模式，现在全村一半左右的农
户种上了枇杷，枇杷已成为该村群
众的致富果。

近年来，我州紧紧围绕“党建
红色引领，经济绿色发展”的总体
思路，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绿色蔬
菜、高山生态畜牧业等特色经济产
业，构建“党支部+绿色生态+菜篮
子产品”的发展模式，蹚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
色发展新路。同时，坚持疫情防控

和“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两手抓，
全力以赴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和 肉 类 、蔬 菜 等 主 要 农 产 品 稳 产
保 供 等 各 项 工 作 。 截 至 目 前 ，全
州 有 4 家 企 业 6 个 生 产 基 地 获 得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城际
合作认定；6 个县获得国家和省级
生猪调出大县奖补。2021 年，全州
畜牧业总产值突破 260 亿元；经济
作物总播种面积 207.96 万亩，同比
增长 9.3%。

我州以建强企业党建为目标，
创新构建“党支部+企业+绿色生
态+优势产业”模式，积极引导党员
干部创新开展“红色党建引领，绿
色生态增收”主题党日活动，推动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通过
党建引领带动，2021 年，全州新增
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户、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1 户；培育

认定州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25 户，农民合作社 6422 个，家庭
农 场 10806 个 ，培 育 高 素 质 农 民
2851人。

与此同时，我州构建“党支部+
绿色生态+品牌效应”模式，以党建
引领做大做强“绿色食品牌”产业
基地，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企
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创建“苍洱名
品 ”州 级 区 域 公 共 品 牌 。 通 过 红
色党建引领，全州 48 个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和两个区域公共品牌进
入 云 南 省“ 绿 色 食 品 牌 ”品 牌 目
录，认定“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
112个，新认定“三品一标”198个，6
个产品获评 2021 年云南省“10 大
名品”，2 户企业获评 2021 年云南
省绿色食品“10 强企业”，1 户企业
获 评 2021 年 云 南 省 绿 色 食 品“20
佳创新企业”。

伟 大 变 革

我州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③ 5 月 18 日，巍山县大仓镇甸中村委会团山村农民使用插秧机栽
插水稻。

“小满”时节，巍山县 8.5 万亩水稻全面开栽，当地农民抢抓农时栽
插水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特约记者 张树禄 通讯员 官崇圭 摄影报道］

① 蓝天白云下，辛屯镇新村南干弓自然村的群众在插秧。（摄
于 5 月 18 日）

辛屯镇新村是鹤庆坝区开秧门最早的村子，从 5 月 15 日开秧门以
来，该村抢抓节令，加快栽插。目前该村已栽插秧苗近 500 亩，为大春
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约记者 张银奎 摄］

②“立夏小满正栽秧！”立夏过后，宾川县宾居镇清河社区的水稻
种植进入了“大栽大插”阶段。

据悉，宾居镇 种 植 水 稻 700 亩 ，预 计 稻 谷 亩 产 量 800 公 斤 、亩 产
值 2500 元 。 目前，全镇各地农户抓住最佳黄金时节，不误农时抢栽水
稻秧苗，确保水稻秧苗按时完成移栽。

［通讯员 杨艳梅 摄］

③③

2020 年，洱海湖区沉水植被面积
恢 复 到 34 平 方 公 里 ，湖 体 年 均
透明度上升到 2.1 米。王欣泽带
领团队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把科研做在生产实
践中”。

躬行实践 不辱使命

作为一名教师，王欣泽还把
课堂从教室搬到了洱海边。15
年里，他依托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通过现场实验和研究学习，传授
毕生所学知识，传承严谨治学的
态度和脚踏实地、勇于奉献的精
神，为洱海保护治理培养了一批
批优秀人才。他的学生中，沈剑
和 封 吉 猛博士毕业后选择留在
大理继续从事洱海保护研究工作，
现已成长为骨干成员。另有多名
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到基层就业，
将 洱 海保护相关经验做法应用
到其他湖泊治理中。“以一个人去
影响一群人，以一个团队去影响
一个地域，这是身为教师才有的

能量裂变和幸福感。”王欣泽说。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

王欣泽 服 从 组 织 安 排 ，到 洱 源
县 挂 职 副 县 长 两 年 。 其 间 ，他
积极为洱源县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献策献力，实现了
奶牛粪便有偿收集以降低污染，
为洱源县乔后镇兴坪村小学师
生及 400 多户村民解决饮用水问
题 ，培 训 全 县 干 部 和 技 术 人 员
400余人次……

因工作成绩突出，王欣泽于
2013 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
划支持，2019 年被评为“上海市
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大理最美环保人”、入选大理
州 首 批“ 苍 洱 霞 光 ”人 才 计 划 ，
2021 年 2 月获评“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2021 年 3 月获“上海
交通大学校长奖”。

对于荣誉，今年48岁的王欣泽
说：“科学探索无止境，党和人民
的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探
寻湖泊保护治理的奥秘，我们永
远在路上。”

上接第一版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陈 应 国）
近年来，祥云县以“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为目标，把河流湖泊保护
治理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祥云的核心任务，强化组织体
系 和 责 任 体 系 建 设 、开 展 清 河 行
动、压实管护责任等举措，层层落
实河湖长制，找准切入点，多点发
力，积极提升江河湖库管理水平，
全面治理和管护河湖库渠，着力创
造河清水美的河流环境。

建立 完 善 保 障 体 系 ，认 真 开
展 巡 河（湖）工 作 。 强 力 推 进 河

（湖）长制，建立县、乡镇、村、组四
级 河（湖）长 体 系 ，设 置 河（湖）长
800 多名，编制河湖库渠名录，完成
305 件河湖库渠“一河一策”和“一
河 一 档 ”编 制 并 积 极 开 展 水 质 监
测 工 作 ，完 成 22 条 河 流 和 2 个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划 定 工 作 和 桑 园 河 、
苴力河、鹿窝河、渔泡江的河段管
理 规 划 方 案 编 制 ，进 一 步 建 立 完
善 保 障 体 系 ，确 保 各 项 工 作 正 常
推进。

逐级压实管护责任，推深做实
河湖长制。构建县、乡、村、组河长
湖长责任体系，以更高的标准、更
严的要求，持之以恒强化落实河湖
长制，实现了从区域到流域、从江
河湖泊到沟港渠道的责任网络全

覆盖。近五年来，开展督察 45 次，
积极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大力推进

“清四乱”专项整治，发现并及时处
理“四乱”问题 62 个，整改完成率
100%，水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善，
河湖库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美景正逐步形成。2020 年，小官村
水库、渔泡江（祥云段）被评定为县
级美丽河湖并获得大理州州级美
丽河湖称号，其中小官村水库还被
评定为省级美丽河湖。

接通地气增强底气，推进河湖
管理常态化。本着“上接天线下接
地气”的理念，强化宣传教育，让更
多的群众了解河湖长制，对社会公
众进行全面动员，把公众从环境保
护的旁观者变成环境治理的参与
者和监督者，提升群众对河湖长制
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
积极打造“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
民参与、河海环境更好”的良性循
环。近五年来，县、乡镇、村三级河

（湖）长累计巡河 3.63 万余次，组级
巡河常态化。同时，开展“河长清
河行动”，投入人员 7.88 万余人次，
投入资金 1161 万元，投入车辆及设
备 1.43万台次，清理垃圾 5.58万吨，
清 理 河 渠 2268 公 里 ，整 治 面 积
150.47 万平方米，河湖两岸生态恢
复 5.76万平方米。

祥云落实河湖长制加强河湖治理保护

□ 通讯员 杨学艳 杨国华

“这几天大家加油干啊，这一笔
订单，一定要准时送达”。连日来，
南涧县乐秋乡米家禄村红兴供销社
里社员们忙得热火朝天，只见他们
快速地将油粉、大米等农特产品分
拣、装盒。经过几天的奋战，价值
10.5 万元的农特产品全部装车按时
送达。

乐 秋 乡 米 家 禄 村 采 取“ 党 支
部+合作社”“党支部+带头人+农
户”等党建产业模式，走农文旅融合
发展之路，通过不断优化资源，壮大
村集体经济，打造了集学习、体验、
市场、餐饮、住宿为一体的乡村振兴
精品示范村——红兴村。米家禄村
以合作联合社为基础，充分发挥基
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大篷车”收
购农产品，实现党员（大篷车）+农
户+市场（供销社）闭环运行，通过
政府引导、政策扶持、逐步建立起三
农产品销售集市，实实在在为群众

解决农特产品的销售问题。
米家禄村因地制宜，坚持“法治

点亮乡村、产业振兴乡村”的发展思
路，靠山谋发展、依林做文章，以良
好的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乡村新经
济新业态。如今，村里有年均发电
量约 36 万度的光伏发电站、有宾馆、
有食堂、有体验式的扎染坊和编织
坊、有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区……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63万元。

米家禄村是乐秋乡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乐
秋乡坚持“精准施策、量体裁衣、靶
向发力”的原则，走“以资源换资金、
以存量换增量”的道路，把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
着力点和增强村级组织服务群众能
力、锻炼检验基层干部的重要抓手，
创新举措、多点发力、狠抓落实，全
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基层
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进乡
村 振 兴 落 地 见 效 。 据 了 解 ，2021
年，乐秋乡 7 个村的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已达 124万元。

南涧乐秋乡：
村集体经济多点发力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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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时节插秧忙 稻田地里盼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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