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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新 闻

创维电器

· 沃 尔 玛 首 次 总 经 理 签 售 专 场 ·

社会共治 同心携手
维护食品安全

□ 通讯员 李永辉 杨金华

“仅仅一年的时间，振兴村异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变成了洱源县西片山区典型示
范村，这都是党的惠民政策和炼铁乡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带来的福啊！”
洱源县炼铁乡前甸村委会振兴村民小组村
民李玉年高兴地说。

炼铁乡位于洱源县西部，下辖 11个村
委会、120个自然村、136个村民小组，有
7236户24261人。历届乡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群众工作，坚持以群众所需所盼为工作
着力点，在体恤民情中增进感情，在改善
民生中提升能力，在兴办实事中锤炼作

风，在总结经验中建章立制，实现了机关
转作风、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重教育聚民心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炼铁乡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立足实际开展

“五个一”活动，切实开展学习教育实践
活动。一是开设一组宣传专栏。充分利用
宣传标语、黑板报、墙报、广播等多种形
式，广泛开展学习教育实践活动社会宣
传。二是编印一本宣传手册。将群众工作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汇编成册，发放到 802
名党员手中，做到党员人人清楚明了。三
是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精心编排节目，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做
到家喻户晓。四是开展一次业务培训。对
下属各党支部委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综
合素质，促进工作开展。五是开展一次典
型学习活动。开展以“学习身边人，做
好群众事”为主题的学习李桂科先进事
迹 活 动 ，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 增 强 理 想 信
念。并围绕“建设美丽幸福新炼铁，作
为一名党员，我该怎么做？”进行集中讨

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转作风访民情

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积极组织全乡党员干部放下
身架，走出办公室，深入田间地头，走进
群众门，听懂群众话，了解群众心，从而
有的放矢办民事、化民忧、解民难。3月 6
日，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在下基层听取
意见时，得知洱源三中运动场无路灯，师
生晨跑时只好打手电筒的困难后，立即安
排人为洱源三中在运动场安装 10盏太阳能
路灯。“乡党委、政府从细处着眼，帮助洱
源三中解决具体困难问题，我们十分感
谢！”洱源三中校长杨育华动情地说。通过
面对面征求意见，心连心解决问题，赢得
了广大群众的充分赞誉。

办实事惠民生

炼铁乡从实际出发，聚焦群众所思、
所想、所盼，抓住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
题，深挖资源潜力，努力将好事做实，实
事做好。2013年“3·03”、“4·17”地震造

成炼铁乡 11个行政村 136个村民小组、2.3
万多人受灾，造成 655 户 705 间房屋倒塌，
5689户17904间房屋受损，教育、卫生、水
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
损。按照“群众最需要什么，我们就要干
什么”的要求，炼铁乡干部职工急群众之
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努力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与受灾群众携手共
建新家园。4532 户修复加固户已于去年 6
月 20日完工，振兴村等异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和 1667 户重建户春节前全部迁入新居，
北邑完小等 5所重建学校于今年 3月 1日按
期投入使用。目前，民房恢复重建、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扶
贫开发、城镇建设、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生态环保八大工程正有力、有序、有效地
全面推进。

通过抓实群众工作，实现了机关转作
风、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标，促
进了全乡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2013
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21280 万元，同
比增长 19%；财政总收入 858.83 万元，同
比增长 38%；农民人均纯收入 6274元，同
比增长 18%。

转作风访民情 办实事惠民生
——洱源县炼铁乡做实群众工作促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省总工会关于评选表彰云
南省第二十一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意见的通知》（云政办
函发［2014］1号）的规定，现将马琼花等九名同志拟推荐云
南省第二十一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予以公示。

马琼花 女，回族，1967年 1月出生，大专学历，永
平县博南镇老街中学教师；

杨喜应 女，白族，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初
中学历，大理华兴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纺纱车间工人；

李旺年 男，汉族，1964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专学历，弥渡县广播局记者；

李秀江 男，白族，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
学学历，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刑事技术侦
查大队副主任法医师；

张 琦 男，白族，197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中专
学历，云南祥云飞龙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电锌厂工程师；

文 华 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云南电网公司大理供电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刘正伟 男，汉族，1966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绍龙 男，汉族，1967年 8月出生，高中学历，祥
云县龙云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树花 女，白族，195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小
学学历，巍山县马鞍山乡三胜村朝阳小组农民。

从 2014 年 3 月 11 日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止为公示时
间，如对公示人有意见或举报，请向大理州总工会机关工
作委员会实名反映。

通讯地址：大理市龙山行政办公区州总工会州级机关
工作委员会

邮 编：671000，
联系电话：0872—2319632。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2014年3月11日

大理州拟推荐云南省第二十一届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公示

本报讯（记者 陈耀 通讯员 纳惠敏） 3月 9日上午，巍
山县南诏博物馆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概算总投资 4730万
元、规划总用地面积16966.18平方米的南诏博物馆建设项目已
基本完工，完工量达90%。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彝族老
将军姚双龙，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罗进忠等领导为南诏博物
馆揭牌。

南诏博物馆选址在原县医院（等觉寺）片区，新建馆舍建
筑面积4361.34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319平方米。该博物馆总
体布局为一轴两片布局，即以等觉寺为中轴线，南北依次为双
塔——等觉寺大门——太阳宫（东林公祠、西昭忠祠）——非
遗展示楼-博物馆大门；中轴线东片区主要为新建陈列展览
区，南北依次布置荫浓书院、多功能报告厅、贵宾接待厅、历
史文物展示区；中轴线西片区由重建的冷泉庵和办公区组成。
南诏博物馆建设项目是以南诏历史文化为主线，打造集文化遗
产展示、收藏、学术交流、历史文化研究于一体的综合博物
馆，整体功能布局彰显其南诏文化内涵，充分展示巍山南诏历
史、民族民俗文化。

省民委原主任、省彝学会会长马立三，省社科院副院长杨
正权，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州彝学会名誉会长字国顺，州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红卫，省委宣传部、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
以及州级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揭牌仪式。

随后，还举行了荫浓书院揭牌仪式。荫浓书院位于南诏博
物馆东南、林公祠正东，占地627.11平方米，计划投资500万
元，主体工程于3月5日完工。

巍山南诏博物馆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熊云川 程丹玫） 我州把开展“红色股
份”试点工作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抓
手，认真谋划，精心组织，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改
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能力。

建制度。根据省委组织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
集体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
我州高度重视，认真安排部署，并出台了《大理州关于开展农
村集体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有计划、有步
骤地指导各级各部门开展“红色股份”试点工作。

建机构。成立了以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郑艺为组长，
分管副部长为副组长，发改、财政、农业、林业、水务、工商、
扶贫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大理州农村集体经济“红色股份”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我州试点工作。
12县市分别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及时制定实施意见，尽快启动了试点工作。

建机制。明确“红色股份”试点工作由州、县市委组织部牵
头抓总，发改部门负责向上争取项目落户到村，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财政部门负责加强资金管理，配合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
的“红色股份”项目给予支持，并积极探索“红色股份”的资金
渠道和支持方式；农业部门履行对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的指
导、服务、监管的职责，强化村级财务、资产运作等方面的管
理；林业部门负责在林产业发展上给予指导和支持，水务部门加
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工商部门负责对集体经
济实体的经营主体登记注册、年度报告等提供相关服务，扶贫部
门负责充分整合利用扶贫开发的资金项目，共同推动全州农村集
体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建措施。将2014年全州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红色股份”试
点工作划分为“准备、实施、督查、总结”四个阶段，确保了
同步安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全州确定了 9 个“红色股
份”试点村委会，形成了试点工作方案，并建立了农村集体经
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台账。

建保障。积极探索“红色股份”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省州
安排项目资金的基础上，12县市财政每年安排支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100万元划拨为“红色股份”专项财政资金，支持试点
工作。同时，组建了州、县市相关部门联络工作人员队伍，建
立试点工作月报制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工
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示范引领，及时总结提升、推
广各级有关部门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探索
出的好方法、好经验，做到以点带面；注重发挥州、县市相关
部门派出的新农村工作队员和常务书记的作用，助推工作开展。

我州全面推进农村集体
经济“红色股份”试点工作

剑川县金华镇金星村农户正在管理大白菜。 剑川县充分挖掘气候资源优势，积
极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以季差蔬菜为主的特色产业在满足城乡居
民“菜篮子”的同时，也逐渐鼓起了种植农户的“钱袋子”。

［通讯员 吴剑熔 摄］

果农郭德伟在自家果园里整地松土。巍山县马鞍山乡有2万亩优质红雪梨生产基
地，目前正处于开花展叶关键时期。连日来，该乡派出农业生产科技人员指导果农抓
紧做好果园整地松土、施肥浇水、修枝扶壮，全面强化果园管理，“零距离”为广大
果农做好信息、技术、市场、培训全方位的服务。 ［通讯员 罗一鸣 摄］

彝乡南涧公郎镇土
么塘村的村民正在罗伯
克茶园里采茶。

近日，南涧县 11
万亩茶园陆续进入开采
时期。春后由于气温渐
渐变暖，加之冬茶园锄
草管理好，雨量充沛，
今年南涧茶叶萌芽早、长
势好，比去年提前10多
天开采。广大茶农抓住当
前春茶价俏旺销的有利时
机，抓紧开展采茶、制
茶，争取早日上市。
［通讯员 适志宏 摄］

春到茶山采茶忙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林）近年来，

弥渡县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夯实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强化高新实用科技推
广，全面落实国家强农支农政策，把弥
渡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滇西粮仓”。

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是弥
渡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在
确保 22 万亩耕地面积不动摇的基础
上，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6年
来累计投入水利资金 10 亿多元，完成
和实施了 1件中型水库、9件小一型水
库、40 件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完成中型和小一型水库干渠防渗配套工
程，实施大横箐水库、巴冲箐水库、桂
花箐水库、彭家庄水库等骨干水源项
目，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开展冬春
农田水利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水源保
障。全力实施现代烟草农业基本烟田、
土地整理整治、农业综合开发、退耕还
林基本口粮田建设等项目，累计建成标
准化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基本农田 21 万
亩，完成50.5万亩农产品基地国家级无
公害产地认证，设施农业发展提速，耕
地质量大幅度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的基
础全面得到夯实。

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提升粮食产出和
质量，是弥渡县打造滇西粮仓的重要举
措。水稻生产上，推广良种良法，普及
应用水稻肥床、旱育、稀植、浅插、宽
窄行条栽、化学除草、科学肥水管理、
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玉米生产上，坚
持选用优质杂交良种、育苗移栽技术种
植，高海拔冷凉山区坚持推广玉米地膜
覆盖栽植技术。同时，以高产创建样板、
办综合示范区为抓手，充分发挥啤大麦、
小麦、蚕豆等特色作物生产技术优势，加
快推广玉米套种马铃薯、烟田套种蚕
豆、玉米套种豆类、绿肥与蚕豆、油菜
与蚕豆、麦类与蚕豆等生物多样性间套
种技术，大力推广粮食作物无公害生产
技术，加速高产栽培技术集成，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生产能力。

此外，国家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
全面落实，成为弥渡打造滇西粮仓的重
要助力器。6年来，全县累计兑付粮食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
补贴等资金1.88亿元，有效保护和激发
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业机械和农机
技术得到广泛推广，机耕、机耙、机收
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连年实现丰产
丰收，粮食平均亩产、人均产粮水平、
粮食商品率均居全省先进行列。2012
年，弥渡县被省政府表彰为“云南省粮
食生产先进县”。

弥渡县全力
打造“滇西粮仓”

本报讯（通讯员 李灿美 赵倩）近年来，
漾濞县委、政府立足县情实际，把发展高原特
色农业作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繁荣
农村经济的一个重点产业加以推进，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在发展中还存在投入不足、形
不成规模、发展缓慢等问题，该县探索开展
了高原特色农业贷款，成为了继林（果）权
抵押贷款后，让农民得实惠、让政府赢民心、
让金融添活力，共同推进和加快农民特别是
民族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大举措。

2013年 11月，漾濞县探索开展了云南

省首个“高原特色农业贷款”项目，贷款对
象为从事高原特色农业生产、流通的自然
人，以及农业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贷款
方式和额度为信用方式自然人授信额度可达
30万元，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可达100万
元；保证担保方式自然人授信额度可达 50
万元，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按具体条件确
定；抵 （质） 押授信额度按具体条件确定；
用信期限最短1年、最长10年。去年，漾濞
县农村信用联社分别给漾濞县昌茂林业开发
有限公司、秀岭梨园、星瑞有限责任公司、

漾江镇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3名自然人
进行了贷款授信，授信金额最高达 250 万
元、最低10万元。

今年，该县将种植烤烟2万亩、优质软
米 2万亩、特色水果 1.4万亩、特色蔬菜 2.6
万亩、饲料饲草16万亩、中药材2万亩，建
成标准化养殖场 10个以上，目前已累计发
放高原特色农业贷款 5000 多万元，有效解
决了农户、农村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等贷
款难、担保难的问题，成为推动全县高原特
色农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本报讯（通讯员 寸红亮） 走进鹤庆县
松桂镇波罗村北营自然村，村间巷道新硬化
的路面宽敞平整，两边是新安装的太阳能路
灯，村内水电管网整齐有序，村里还新建了小
水窖、垃圾池、沼气池、卫生厕，广大群众住
在乡村却享受着跟城里人一样舒适便利的生
活，这一切得益于该县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中心集镇、中心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2013 年，鹤庆县松桂镇波罗村北营自
然、三庄村庙后自然村被列为大理州中心村
项目建设村，波罗村南营自然村、波罗村东

营自然村、三庄村东村自然村被列为示范村
建设项目村，松桂镇列为中心集镇建设项目
镇。截至今年2月，松桂镇波罗北营、三庄
庙后2个中心村，波罗南营、波罗东营、三
庄东村3个示范村建设项目已全面完成，实
现 投 资 1982.8 万 元 ， 完 成 计 划 投 资 的
162%；松桂中心集镇建设年限为2年，目前
已完成投资 1628.9 万元，占规划投资的
64.5%，年底将全面完成项目的实施。

鹤庆县在中心集镇、中心村、示范村项
目建设中，形成了县、镇两级主要领导亲自

抓，多部门协调配合、多方筹资、严格监管
的项目建设管理模式，主要实施了路道巷道
提升改造项目、村民居住区水电改造提升及
村庄发展规划项目、群众文体娱乐场所建
设项目、自来水改造提升项目、村容村貌
整治项目等。通过项目的实施，项目村的
基础设施条件大幅度提升，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项
目村实现硬化、亮化和绿化，有力地推进
了美丽乡村建设，并对周边村镇形成了良
好的示范和辐射效应。

高原特色农业贷款助力漾濞农村发展

鹤庆县美丽乡村建设让乡村变城市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扎实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