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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永平

□ 通讯员 曹钰 赵娜

2022 年以来，永平县以高度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扣“绿色食品加工贸易集散地、生态文
化新城”的发展定位，团结带领全县党员
干部和各族群众，努力在克难攻坚中砥
砺前行，实现难中求进、稳中求进、干中
求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

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
念，实行县处级领导挂钩重大基础设施
和重点产业项目制度，实施云永、永昌
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
项目 108 项，完成投资 61.8 亿元。成立
县级产业招商专班，探索建立“驻企店
小二服务”体系和“书记院坝（楼宇）协
商会之亲商恳谈会”制度，“最多跑一
次”“互联网+政务”接续发力，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全县经济发
展环境持续向好，呈现出良好态势。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实施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

续增收三年行动计划，脱贫攻坚成果巩
固拓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
有效落实，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年人均
纯收入达 1.5 万元以上，牢牢守住了不
发生 1 户返贫的底线。实施乡村振兴

“ 十 百 千 ”示 范 项 目 116 个 ，完 成 投 资
1.32 亿元，花桥村、杨柳树村成功入选
云南省“百千万”示范工程精品村。扎
实 开 展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 五 清 一
改”“两污一厕”“三洁一绿一规范”三大
攻坚战全面推进，龙门乡官庄自然村的

“三小模式”等经验做法全面推广，成功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2个。

着力提升城乡品质

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制定“生
态文化新城”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扎实
推进“七大行动”，启动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县、省级健康县城创建工作，

“美丽县城”建设“回头看”通过省、州评
审，国家园林城市创建通过省级评审并
推荐上报国家住建部，智慧城市建设有
序推进。“永平之门”、车站路改造等 14
个重点项目全面竣工；博南文化园、菜
园河南侧道路建设等 13 个项目稳步推
进；“网格化”“四合一”管理模式发挥积
极作用；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一轴一带四片区”协同发展、功能
互补的县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以“五种五养”为重点，聚焦“352 百
十万”产业发展目标，加快推进狮子窝片
区古茶树保护与综合提升、万头奶牛养殖
牧场、东方希望百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
等 8 个重点农业产业项目。构建“党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核桃产
业利益“双绑”联结机制，成功引进云南厚
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农垦大理核桃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硬碳科技有限公
司、永平旭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
入驻博南工业（物流）园区投资开工建
设。全面启动羊街煤矿年产 30万吨转型
升级及配煤中心等项目，有序推进青羊厂
铜矿采选、年产 8万吨生物质替代燃料等
项目。成功举办第七届博南文化节等活
动，发布永平旅游线路、永平美食地图，启
动云南省方志馆博南古道分馆建设。全
县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工业产业后
劲切实增强、文旅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推进银江河滨河湿地生态修复
建设、中屯河北侧滨河绿带、顺濞河综
合治理等项目，新植绿植 55.2 万株，绿
化美化村庄 2.1 万平方米，打造绿美村
庄 72 个，杉阳镇被评为省级绿美乡镇。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 10起，国控省控监测断面
水质综合类别达Ⅲ类标准及以上，森林覆
盖率达 76.55%，县城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达 100%，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

始终从群众最期盼、最需要处发
力，全面完成 29所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
长负责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博南
一完小食堂综合楼、永平一中教学综合
楼建设等项目，龙门、北斗等 3所中心幼
儿园开园招生，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
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
达 93.74%、99.01%、95.95%；县医院内儿
科大楼建设有序推进，全国基层中医药
示范县创建扎实开展，省级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建设通过省级评审；有序开
展稳就业保就业、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等工作，稳岗拓岗、安全生产、信访
维稳、森林防火、交通安全、食品药品监
管等工作成效明显。

□ 通讯员 赵娜

永平县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高度
责任感，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通过明确
目标、摸清底数、强化宣传、上门服务等措
施，持续提升老年人群尤其是 60岁以上人
群接种率，确保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应
接尽接，筑起守护群众健康的坚实“防线”。

精准对接 解决“堵点”

组织召开疫苗接种专题推进会议，
加强县、乡、村（社区）三级协同联动，明
确各部门责任，按照“乡镇找人、社区动
员、卫健接种”要求，确保部门精准对
接，解决打苗“堵点”。

明确一名副县长专门负责疫苗接
种工作，对各乡镇疫苗接种工进行实地
督导，约谈多次接种进度慢的乡镇，及
时分析原因、提出改进建议，跟踪督促

整改落实；对按时完成接种任务的乡镇
进行奖补，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
用，激励各乡镇按时完成接种任务。

加大宣传 打消顾虑

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等发布
《倡议书》，鼓励群众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高峰来临前尽快完成接种。采取逐
村、逐户、逐人排查的方式，及时跟进，
宣传疫苗接种知识，引导有接种意愿的
群众尽快接种。

对 60岁以上人群建立精细化台账，
由乡村医生负责上门监测健康状况，及
时比对实际健在的老年人台账和疫苗
接种台账，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台
账实。充分了解老年人身体状况，对符
合条件的未接种老年人进行多次动员，
向老人及家属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耐心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

消除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心理顾虑。

优化服务 安全接种

继续实行老年人疫苗接种“绿色通
道”、临时接种点等措施，用便利服务减
少老年人等候时间。对无法到卫生院
接种疫苗的老年人提供入户接种服务，
做到让疫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接
种暖心、安心、放心。

截至 1 月 9 日，永平县 3 至 11 岁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接种 18429 人，
接种率 99.7%；第二剂接种 17969 人，接
种率 97.5%。12 至 17 岁人群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第一剂接种 12379 人，接种率
110.39%；第二剂接种 12474 人，接种率
100.77%。18岁至 59岁人群新冠病毒疫
苗 第 一 剂 接 种 115783 人 ，接 种 率
97.17%；第二剂接种 115651 人，接种率

99.89%；第三剂接种 116394 人，接种率
100.64%；第四剂接种 18020 人，接种率
15.48%。60 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第一剂接种 24334人，接种率 93.57%；第
二剂接种 23814人，接种率 97.86%；第三
剂接种 22903人，接种率 96.17%；第四剂
接种 10846人，接种率 47.36%。

其中，60 至 79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
苗 第 一 剂 接 种 21035 人 ，接 种 率
100.59%；第二剂接种 20721 人，接种率
98.51%；第 三 剂 接 种 20175 人 ，接 种 率
97.36%；第 四 剂 接 种 10133 人 ，接 种 率
50.23%。80 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
第一剂接种 3299 人，接种率 90.53%；第
二剂接种 3093 人，接种率 93.76；第三剂
接种 2728 人，接种率 88.20%；第四剂接
种 713人，接种率 26.14%。

目前，全县新冠病毒疫苗第四剂正
在开展全面接种。

□ 特约记者 杨福军
通 讯 员 施学峰 文／图

“这个‘惠商省心贷’，用多少借多
少，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借，相当方便
了。”永平县龙门商会会长张小东的一
番话，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照得 43 名会
员心里亮堂堂暖烘烘。

1 月 5 日，小寒节气，最冷时节。“惠
商省心贷”如约而至。从此，永平县 7
个乡镇商（协）会 400 多家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不再为融资难、融资贵烦
恼忧愁。

据永 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党 委 书 记 、
董 事 长 宋 应 敏 介 绍 ，“ 惠 商 省 心 贷 ”
面 向 永 平 县 工 商 联 所 属 商（协）会 ，
采 用 纯 信 用 、保 证 、抵 押 、质 押 等 方
式 ，电 话 、微 信 、网 点 现 场 申 请 ，执 行
最 低 利 率 3.65% 。 个 人 最 高 额 度 500
万 元 ，企 业 最 高 额 度 2200 万 元 ，信 用
贷 款 最 高 额 度 由 原 来 的 30 万 元 提 高

到 50 万元。
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永平县工

商 联 、永 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组 建 工 作 专
班，下沉 11 家商（协）会，走访、收集、梳
理、汇总所需、所求、所盼，达成“金融+
商会”赋能新发展合作共识。永平农村
商 业 银 行 负 责 打 通 金 融 服 务“ 最 后 1
米”，常态化开设绿色通道，当好金融服
务“店小二”。

“‘ 惠 商 省 心 贷 ’这 道‘ 营 养 大 餐 ’
起 着 很 大 作 用 。 第 一 ，让 会 员 企 业 精
准、顺畅、高效地获得优质金融服务，
提 高 了 会 员 企 业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
第二，激发了商会组织的生机活力，提
升了商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我们龙
门商会一定引导会员企业树立坚定的
理想信念、承担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中 发 挥 最 大 作
用。”2022 年荣获云南省“四好”商会，
如今再获金融“活水”，张小东一吐心
声，憧憬将来。

永平：聚精会神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

永平：积极推进疫苗接种 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永平：“金融+商会”助企扬帆远航

1月 6日，永平农村商业银行与永平县博南镇商会签订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