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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的秋日，走进云南洱源郑家庄
党支部书记何国祥的家，草木葱茏的藏式庭
院里，一块“润泽桑梓”的牌匾引人瞩目——
这是乡亲们送给他们敬重的何书记的。
何国祥带领大家致富有方，又急公好义善于
团结，是郑家庄名副其实的“领头羊”。村里
一汉一藏两个小组长也不落后，和其他村
干部一道，带领郑家庄村民把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村干部们靠什么治理好郑家庄、搞好团
结？除了吃亏和奉献，其实还有一套依法治
村的办法。2014年 10月 26日，云南省委书
记李纪恒来这里夜宿农家宣讲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时，称赞郑家庄是“依法治村
一面旗”。

民主议事——
让各个民族都有说话的地方

郑家庄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卫生，没
有农村常见的柴火堆粪堆。大街小巷犄角
旮旯都清清爽爽，农户家的庭院更是如此。
村里养着五六十头奶牛，但在村里一点儿也
闻不到牛粪味。硬化路面四通八达，“晴天
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早成了记忆。

2006年，郑家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
结示范村”，有 25万元的建设经费。钱怎么
用？经村里的“议事会”反复商量，决定先修
入村道路——老路坑洼不平又窄，车辆难进
难出。这条路长两公里多，25万元只够买材
料的，大家伙决定投工投劳自己干。结果40
天时间，不但进村路修通了，到各家各户的
路面也硬化了。25 万元的经费，撬动了 80
多万元的工程量。

纳西族村民郑荣辉告诉记者，虽然村领
导威望高，但村里的事还是商量着来。郑家庄
成立了村民议事小组、村务监督小组和理财
小组，村里大事由党支部提出方案，提交村
民议事小组和村民大会决定，在村务监督小
组监督下实施，每季度一次财务公开。村民
议事小组里，7个民族都有代表，各个民族都
有说话的地方。

有形的路要商议，无形的路也如此。
两个月前村里刚开了一次支部会，讨论
郑家庄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子。两个小组长
王庆荣和杨秀弟意见不一：一个主张每个
民族都得开个农家乐，一个主张通过土地
流转由村集体统一搞旅游。何国祥把这个

“议题”交给全体党员和“议事小组”讨论，
最终商定除了集体要搞旅游解决“空壳村”
的问题外，村民自己搞的每年要上交集体
一定的管理费。

王庆荣说：“集体有好事想着村民，村民
发家致富顾着集体，大家商量的事，办起来
顺利。”

群防群治——
“我为全村守一周，全村为我守

一年”

郑家庄常年有 200多名村民在外经商，
村里老人多、妇女多、孩子多，治安是个大问
题。可村里已经有 20多年没出过刑事和治
安案件，“治安联防队”功不可没。

上世纪 90年代，郑家庄一带很不太平，
盗窃猖獗、盲流不少。“村民被偷一头耕牛、
奶牛，几年都缓不过来。”最早的联防队员
郑瑞鹏告诉记者。

1991 年，郑家庄“应急”成立了“护村
队”，为避免其偏离法制轨道，村里主动向乡
派出所报告，经公安部门依法审批和专业培
训后，“郑家庄治安联防队”正式成立。郑瑞鹏
回忆，当时人手少，一夜要在村里巡逻四五
回，但没人要报酬，村里治安迅速好转。

后来村民们商定：每户出一名年轻劳动
力，每三户一组、每组一周，全村分 36 个小
组，轮流值班；每晚 7时至次日早 8时，联防
队员要沿村巡逻3遍以上。联防队员在村里

“遇到事处理事，没事时就办好事”，依法调
解村民纠纷也是其职责之一。“我为全村守
一周，全村为我守一年”，郑瑞鹏如此解释

“联防队”何以坚持20多年。
如今走进“治安联防队”简朴的值班室，

当年的“批文”已经泛黄，巡逻器械摆放整
齐，上墙的巡逻制度明文规定：“联防队”不
得直接查赌，也不能到村民家里搜查。三营
镇派出所副所长李春介绍，派出所每月都
来“郑家庄联防队”进行法律和业务指导，
郑家庄的联防经验也适合在其他村推广。

知法懂法又恪尽职守，郑瑞鹏如今是
大理一家企业的保安队长。他说：“老板信
得过，厂里 10 个保安 6 个是从郑家庄联防
队来的。”

自我管理——
“如果都把私利摆在前，村里啥事

也办不成”

“协会多”是郑家庄一大特色：有老年协
会，有中青年联谊会，还有阳光文艺队，几乎
每个在村里的成年村民都有组织。

郑家庄阳光文艺队四十几个姐妹涵盖

村里 7个民族。她们不仅会唱本民族的歌、
跳本民族的舞，其他民族的歌舞也不在话
下。《歌唱郑家庄》的作者藏族大姐何继莲就
现场给记者来了一段白族祝酒歌，记者一句
没听懂也觉得好听。别以为姐妹们就会唱
唱跳跳，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她们义务打
扫，村里办“百家宴”时她们忙前忙后，谁家
有什么困难大家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队员董丽萍的女儿不幸得了白血病，姐妹们
嘘寒问暖捐钱捐物。

村里妇女们有组织，大老爷们也没落
下，他们 2011年成立了中青年联谊会，33人
参加。村里外出做生意、打工的人多，中青
年联谊会是“中流砥柱”，不论红事白事、聚
餐聚会，还是修路建湿地，或者谁家有困难，
联谊会都是“主力军”。今年中秋节郑家庄
举办聚餐，来了100多桌人，联谊会会员从早
上忙到深夜。

老年协会历史最久，人最多，成立 28年
现有 66人。每年协会都要组织老年人外出
旅游，重阳节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

何国祥介绍：“村里虽有 38 名党员，但
协会把村民都联络起来了，都是党支部的
好助手。”老年协会会长王品珍说：“村里组
织多，大家联络感情的地方就多，这也是凝
聚和团结。”

“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
大也是小事”，郑家庄这笔难得的财富从哪
里来？来自村民自我管理的热情。正如村
里修路时让出自家一块核桃林的白族大妈
杨灿花所说：“如果都把私利摆在前，村里啥
事也办不成。”

（转载自10月27日《人民日报》）

“大家商量的事，办起来顺利”
——云南洱源郑家庄民族团结记事（下）

□ 人民日报记者 徐元锋 李茂颖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10月23日下午，由大理州委宣传部、
大理市委宣传部主办，各县县委宣传部协办，大理人民广播电台承
办的“美丽乡愁，幸福大理”大理十大美丽乡愁评选活动启动仪式
在下关举行。

大理十大美丽乡愁评选活动，以“美丽乡愁，幸福大理”为主
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到大理考察时提出的“留得住绿水青
山，记得住乡愁”要求，寻找心灵深处的美丽乡愁，实现优秀传统文
化脉络的传承，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闯
出跨越发展路子的信心和决心，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
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让“乡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让更
多的人更深层次地认知大理，更加自觉地保护好大理。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999微大理”公众号为基础平台，广泛发
动微信用户参与投票，评选出大理人心中最美的乡愁。活动第一
阶段从即日起，通过两轮投票，于2016年1月18日前评选出“大理
十大美丽乡愁”。第二阶段2016年1月18日至31日为宣传展示期，
通过举办展览详细呈现十二县市的“十大美丽乡愁”和“大理十大美丽
乡愁”。第三阶段2016年2月1日至7月1日为成果展示期，并将出
版书籍。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通过近年
来的扶持和发展，全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农民专业合作
社近4000个。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相继出台了关于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庄园发展、促进农民专
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意见、发展家庭农
场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此基
础上，州农业局制定了全州州级示范家庭
农场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全州农民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等配套
实施细则，强化政策措施落实，为促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策支撑。
全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达

3957个，其中含国家级示范社15个、省级
示范社75个、州级示范社82个，合作社成
员 92552 个、带动农户 163578 户，社员及
其带动的农民数量占农户总数的19%；家
庭农场826户，其中含州级示范家庭农场
20户、家庭牧场150 户；州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达167户，其中国家级4户、省级72
户、州级91户；培育省级现代农业庄园7
个，认定10个州级现代农业庄园；以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骨干为对象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1100人。

我州政策支撑
引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本报讯（记者 涂序波） 昨日，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23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爱光主持会议，副主任李红卫、
孙明、寇铸勋、李超，秘书长李宗贤以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
员参加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程云川、许映苏，州政府副州长
朱建斌，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康，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普赵辉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对州政府《关于重大基础设
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
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实行自治州津贴的决定；通过
了州人大常委会对州人民检察院《关于侦查监督工作情况
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
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红河源黑潓江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综合
开发工作情况的视察报告》的审议意见、州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
还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任
免的议案、州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任免的议案、州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任免的议案。

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袁爱光就落实好会议精神提
出要求：一是全面完成好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州人大常委
会各专工委室要扎实开展好州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推动代表建议解决
率的提升；按照工作要点的安排，抓好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相关工作。二是扎实抓好加强和改进
全州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要按照州委的要求，抓实抓好专
题调研工作，为州委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
和召开州委人大工作会议做好准备。三是认真总结今年工
作和谋划明年工作。要围绕州委的中心工作，结合人大的
职能职责，谋划好明年的工作，及早形成州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草案和州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要点草案。四是超
前做好州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教育局、州规划局、州扶贫办各
一位领导，各县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各县市一位州第
十三届基层人大代表，不是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列席会议。

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23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宾川县选举产生的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以志、赵席斌二同志调离本行政区域，大理市选举产
生的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彪同志调离本行
政区域。

漾濞县人大常委会补选杨宁同志为州十三届人大
代表，大理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孔贵华同志为州十三届
人大代表，大理军分区补选陈向东同志为州十三届
人大代表，剑川县人大常委会补选袁丽娟同志为州十
三届人大代表，云龙县人大常委会补选许映苏、张桥贵、
周武军三同志为州十三届人大代表，鹤庆县人大常委
会补选陈绍明同志为州十三届人大代表，南涧县人大
常委会补选袁国旺同志为州十三届人大代表，宾川县
人大常委会补选雷盛伟同志为州十三届人大代表。

大理州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王以志、赵席斌、李彪三同志的代表资格依法终止。
杨宁、孔贵华、陈向东、袁丽娟、许映苏、张桥贵、陈绍明、
袁国旺、雷盛伟、周武军十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现在，大理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63名。
特此公告

大理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10月27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践 行 三 严 三 实

忠诚·干净·担当

大理十大美丽乡愁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施贵兴 见习记者 杨钰洁）
昨日上午，州委常委班子围绕“严以用权，真
抓实干，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这一主题，
举行“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

“严以用权”专题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州委书记梁志敏主持集中学习研讨并讲

话。他指出，严以用权是严以修身、严以律己
的落脚点和务实体现，也是对领导干部严以
修身、严以律己的最终检验。严以用权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是党的性质、宗旨的
内在要求，是对领导干部最根本的考验。严
以用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州
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严以用权的重要意
义，把严以用权的责任意识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履
职用权的具体实践中。

梁志敏强调，正确用权就能为人民造

福，滥用权力就会损害群众权益，损害党和
政府形象。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字当头、如
履薄冰，正确行使权力，防范用权风险，带
头做严以用权的表率，真正做到为民用权，
依法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有为用权，
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
谋私。

梁志敏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严以用
权专题学习研讨为契机，认真查找、着力解
决“不严不实”突出问题，坚持边学边查、立
行立改，真正把专题教育的成果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扎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
完成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切实加快
项目建设步伐，积极推进以综合交通为重点
的“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不折不扣地落实
好洱海保护治理各项部署，进一步加强以洱海
保护治理为重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扎实开
展“挂包帮”“转走访”工作，坚决打赢扶贫开
发攻坚战；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切实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有效预防和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

学习研讨中，孔贵华、杜涛、张鸿建、张剑萍、
陈向东、王德林先后作重点发言。

州委常委班子举行“严以用权”专题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梁志敏主持并讲话

金秋十月，素有“红
雪梨之乡”美誉的巍山县
4.4 万亩红雪梨喜获丰
收，果农抓紧采摘优质
红雪梨，及时销往越南、
缅甸、四川、广西等国家
和地区。

巍山县通过实施品
牌创建、科技示范、标准
园建设、发展乡村旅游
等措施，全面推进红雪梨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 2015
年，红雪梨总产量预计
超过80000吨，总产值将
达8000多万元。
［特约摄影师 张树禄 摄］

大理市综合整治出租车经营秩序
……详见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