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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胡金祥

今年以来，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
法所着眼“三下降一扭转”目标，坚持

“同心圆”党建引领，联合大理市公安
局紫云、龙溪派出所积极搭建“党建引
领+三所三联动”工作平台，开展普法
强基补短板法治宣传共联动、矛盾纠
纷排查快处快调大联动、特殊人群管
理强联动，建立“立足基层组织、整合
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
安 ”的 新 机 制 ，把 党 的 领 导 落 实 到 基
层，将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
社会治理每个末梢，形成“党政动手、
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
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有效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大理新
实践。

普法强基法治宣传共联动

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法所充分认
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
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

作方法，引导干部群众善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切身利益的矛
盾问题。针对辖区群众关心热点难点
问题，结合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联合
大理市公安局紫云、龙溪派出所在春
节、“3·15”“4·15”等法治宣传教育节点
期间，联合开展进村居、进校园、进企业、
进居民文化广场等“法律十进”法治宣传
活动，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营造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今年以来，下关司法所联合
大理市公安局龙溪、紫云派出所出动党
员、干警 600余人次，联合开展宣传活动
60余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8余万份。

矛盾纠纷排查快处快调大联动

党 建 引 领“1+ 2+N”大 排 查 大 化
解。按照大理市“同心圆”城市基层党
建联盟体的要求，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
法所坚持释放党建生产力、战斗力，按
照“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街道，预防
在前、化解在先”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

“同心圆”党建联盟的主导作用，联合
大理市公安局紫云、龙溪派出所，安排

派出所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街道及
社区党员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基层社
会治理中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联合研判、联合出警、联
合处置，实现快处快调、案结事了。司
法所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党员
人民调解员重点围绕辖区婚恋纠纷、家
庭矛盾纠纷、涉访涉诉等常见性、多发
性矛盾纠纷，在所辖 22 个村、社区开展
常态化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工作，主
动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开展跟进化解处
置工作，切实把各类不稳定因素解决在
萌芽状态。今年以来，共召开三所联动
党建联席会议 3 次，排查走访谈话 120
余次。

党建引领“一核多元”基层治理新
格局。三所联动工作组变“向上对口”
为“向下对应”，按照基层治理全科网
格工作机制，汇聚基层党支部书记、民
警 、网 格 调 解 员 工 作 合 力 ，将 人 民 调
解、普法强基等工作触角延伸到接警
处置第一线，深度融合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元调解方式，积
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警务联动新路
径，在司法所人民调解室、派出所警务

室 及 村 居 人 民 调 解 室 设 立 党 员 先 锋
岗，亮明岗位职责，让党员亮身份、树
形象、做表率，在倾听群众心声、解决
群众诉求中树好党员“先锋旗”，架起
党群“连心桥”。今年以来，三所联动
组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900 余起，当事人
均做到案结事了。

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强联动

司法所会同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研
究联动方案，凝聚公安干警、网格员、人
民调解员合力，实施联防、联建、联治工
作联动机制，坚持警司联管、村居联动，
认真排查整治社区矫正、刑满释放人
员、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易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管控各类安全隐患，广泛收集信
息资源，做到第一时间互通，切实加快
处置时效。创新特殊人群管理工作方
法，设置党员领导干部包联综治网格，
组织开展重点对象集中教育、公益劳
动，切实提高特殊人群管控质量，预防
和减少重新犯罪。今年已开展走访特
殊人群 500 余人次，开展三所联合专项
教育 3次。

普 法 强 基 在 行 动

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法所：

三联动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大理新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 左金宏 常进飞）

为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
理，及时准确掌握纪检干部廉洁从政情
况。今年以来，漾濞县纪委监委集中精
力、统筹安排、全力推进全县纪检干部的
廉政档案建立工作，促进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勤政廉政。

“一人+一档”实现规范化管理。该
县按照应建尽建、全面覆盖、动态更新、
规范管理的要求，“对标对表”围绕纪检
干部基本信息、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
会关系、干部及家属受处分、婚姻、房产
及车辆、个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等情况，对《全县纪检党员干部廉政档
案》实施“一人一档”规范化管理，实现全
县纪检干部管理规范化、全覆盖。

“纸质+电子”实现精细化管理。该
县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党内
法规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廉政档案的
相关规定，建立个人定期提供廉政档案
相关信息的机制，廉政档案采取电子档
案和纸质档案并行的管理模式，由纪检
干部本人亲笔填写《漾濞县领导干部廉
政档案基本情况登记表》，确保精准性。
同时，在电子档案录入过程中，严格执行

“三核实一对比”工作方法，即核实一遍
基础信息、核对一遍扫描信息、核查一遍
信息录入、对比一遍填报信息，确保档案

内容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定期+动态”实现制度化管理。该

县按照“定期收集、动态管理”的原则，在
定期收集归档完善的基础上，凡纪检干
部发生职务调整或个人重大事项发生变
化时，督促其个人及时报备更新廉政档
案，确保档案准确有效，实现档案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

“整理+分析”实现日常化管理。在
收集、整理与分析廉政档案，及时、准确
掌握纪检干部队伍“廉情”动向的同时，
该县纪委监委用好用活廉政档案，注重
发挥其在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的作
用。一方面，将进一步强化廉政档案成
果运用，做到日常管理、实时更新，切实
发挥好廉政档案在严明党的纪律、强化
党内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做到抓早抓小，
持续巩固廉洁自律思想，筑牢防火墙，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另一方
面，以廉政档案为基础材料，综合分析研
判干部身上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开展谈话提醒、批评教育，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

漾濞县建廉政档案
促纪检干部廉洁从政

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 通讯员 杨国华 杨学艳

随着春后气温日渐炎热，早熟的樱
桃为翠绿的果园增添了一抹浪漫的红
色。走进南涧县乐秋乡一家樱桃园，在
阳光的照射下，殷红饱满的樱桃晶莹剔
透、惹人垂涎，让人忍不住摘一颗尝鲜。

乐秋乡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种植樱
桃的独特优势，目前，全乡在麻栗上箐、
上 虎 老 街 子 种 植 樱 桃 近 200 亩 ，有 红
灯、美早、俄罗斯 8 号等多个品种，按每
公斤 20 元出园均价计算，农户每年收
入近 20 万元。

乐秋樱桃坚持有机种植，品质优良，
口感极佳。每到樱桃成熟的季节，周边
游客都慕名前来采摘。“这里的樱桃比街
上卖的更甜、更新鲜。”前来采摘的游客
乐呵呵地说道。

产业旺了，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群
众发展产业的劲头更足了。上虎老街子
李朝华夫妇是最先种植樱桃的，一次偶
然的机会让夫妻俩了解了樱桃种植，说

干就干，通过悉心耕耘，如今栽种樱桃
近 10年，30余亩樱桃每年收入 3万余元，
李朝华也从一个泥瓦工变成了村里樱桃
种植的领头人。除了樱桃，上虎老街子
还种植了车厘子、桑葚、蓝莓、李子、桃子
等水果，每户一年能够增收 5万元左右。

在乐秋乡麻栗上箐的樱桃谷康养
园，园主还在采摘园内开发了团建、露
营、烧烤等休闲项目，打造以生态采摘、
旅游观光为特色的观光农业。据园主
介绍：“自对外开放以来，可实现日接待
游客 50 人以上，平均日收入 2000 元左
右。”随着观光农业和旅游的融合，乡村
采摘游也逐渐成为城镇居民周末出行休
闲“新模式”。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南涧县
乐秋乡坚持产业富农，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品种科技改
良，农旅融合，推进农业现代化，力争建
成“山地果蔬示范乡”，小果子带来的“甜
蜜效益”日益显现，小小的樱桃乐了游
客、富了村民。

南涧乐秋乡：
小樱桃“映红”致富路

大兴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弥渡县新街镇陶营村委会小马
房村民运用烤烟小苗膜下移栽技
术，操作烟草农用机械，及时为移栽
后的烟苗盖膜。（摄于 4月 26日）

连日来，弥渡县种烟农户抢抓
节令，全力抓好 4.8 万亩烤烟大田移
栽和抗旱保苗工作，全面推进烟叶
高质量发展。

［特约记者 杨宋 摄］

祥云县下庄镇烟农在进行烤烟
移栽。（摄于 4月 26日）

4 月 26 日，下庄镇全面拉开烤烟
移栽序幕。今年，全镇计划种植烤烟
1.617 万亩，涉及烟农 2230 户，计划收
购烤烟 4.39万担。

［通讯员 张春 摄］

□ 通讯员 周志彬 沈洪斌

宾川县金牛镇加大养殖业政策性惠
民保险推广落实力度，采用“牛脸识别、
猪脸识别”技术，做到精准承保、精准理
赔，切实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有效增
强养殖业抵御风险能力，促进畜牧业健
康、稳步发展。

白塔村养殖户钟勇说：“今年我家养
了 26 头牛，买了 11 头能繁母牛的保险，
有了保险就有了保障。”

金牛镇把做好能繁奶牛、能繁母猪
养殖保险工作作为全面落实中央政策性
农业保险惠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年初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利用广播、
村小组微信群，加大养殖业保险政策宣
传力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养殖户的
参保积极性。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则，做好与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宾川
县分公司的对接协调工作。

养殖保险采取“牛脸识别、猪脸识

别”技术，做到“五公开、三到户”（即惠农
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
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承保
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逐村逐户认
真采集和录入信息数据，按能繁奶牛每
头 37 元、能繁母猪每头 12 元收取保费。
2023 年，全镇能繁奶牛 1382 头（358 户）、
能繁母猪 1533 头（426 户）买了保险，收
取 保 费 603320 元（含 中 央 及 省 财 政 补
贴、农户自筹费用）。

“去年我家 6 头母猪、31 头肥猪买
了 保 险 ，最 多 的 时 候 存 栏 达 40 多 头 。
今年猪死了几头，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保险公司赔付我家好几千块钱。保险
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很实在，今年我家继
续投保。”白塔村养殖户肖福顺对养殖
保险非常满意。

政策性养殖保险工作的落实，为有
效规避化解养殖风险奠定基础，进一步
筑牢畜牧业安全防线。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全镇已赔付养殖保险
156.95万元。

宾川金牛镇：
养殖保险解除农户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