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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通讯员 赵菊芳）
近年来，洱源县不断加快发展老年服务体系
建设，推动养老产业发展，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得到较大提升。

目前该县共建有3个敬老院，其中，县中
心敬老院服务范围为茈碧湖镇、凤羽镇、邓川
镇、右所镇老年人；炼铁乡中心敬老院服务范围为
炼铁乡、西山乡、乔后镇西片三镇乡的老年人；
牛街乡中心敬老院服务范围为牛街乡和三营镇
老年人，实现了9个乡镇中心敬老院全覆盖。

积极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
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切实提高农村老人社会
福利。2012年至2015年，共申报到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项目14个，争取到省州项目资金696
万元。截至目前，共建成10个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预计今年10月可投入使用。

“十二五”以来，该县累计争取到福彩公
益基金1500多万元，先后对全县169个老年活
动室进行建设和修缮，为全县老年人搭建了一

个学习、娱乐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

结合丰富的地热资源，依托县中医院迁
建，计划将中医院及温泉养老中心建设有机融
合在一起，新建一个集温泉养生、养老休闲、
康复等为一体的综合养生养老项目，该项目预
计今年12月开工建设。同时，该县还积极引导
和鼓励大理地热国、下山口普陀泉两家企业充
分利用温泉资源发展温泉养生产业，带动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和养生产业发展。

洱源县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记者下基层 精品上版面

□ 本报记者 辛向东 实习生 杨筱哲

巍山县永建镇永安村委会打竹村，是一
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
的光辉，短短几年，打竹村发展变化成为一
个民族团结、村民富裕、社会稳定、生态宜
居的美丽村庄。

念好“山字经” 寻求致富路

打竹村是一个彝族聚居村，全村有 46
户、214人。过去基础薄弱，经济落后，信
息 闭 塞 ， 群 众生产生活困难。近年来，
州、县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把打竹村作
为扶贫重点村和生态宜居彝族特色示范村
进行扶持。

富不富，看产业。打竹村立足资源和区
位优势，充分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大力发
展以泡核桃为主的林果经济，做到林果和粮
食生产两不误，实现林上林下齐发展。家
家户户有核桃，农户核桃年收入最低的有
3 万多元，最高达 10 万多元。华山松是打
竹村的另一个优势资源和支柱产业，每年
盛产松子 20 吨、产值近 30 万元。同时，打
竹村还大力发展畜牧、烤烟等产业。村民

每年劳务经济收入达 200多万元。
好生态是优势，好环境是财富。目前，

全村户均拥有核桃 17 亩、华山松 45 亩，森
林覆盖率高达80%，户均年经济收入达10万
元以上。

美化小山村 “麻雀”变“凤凰”

美不美，看环境。2013年，打竹村被县
委、县政府命名为“巍山县第一批民族团结
进步繁荣稳定示范样板区示范村”，2015
年，被省民宗委和大理州确定为民族团结示
范村。先后投入资金近 500万元进行示范性
建设，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麻雀”变成了“金凤凰”。

打竹村还通过整合扶贫开发整村推进、
彝族特色示范村等项目，投入资金 380 万
元，实施交通、水利、绿化、村容村貌整
治、彝族打歌场建设等工程。先后对进村路
面进行改造，把彝家小山村与关巍二级公路
连接在一起，缩短了山村与集镇间的距离；
完善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家家户户架通了
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修建了太阳
能浴室；进行了电网改造，实现了城乡同网
同价，村民用上了电磁炊具，看上了液晶彩

电；实施了“点亮乡村”工程，安装了太阳
能路灯；实施了青瓦白墙工程和文化墙美
化，修建了公厕和垃圾池，对进村道路和村
庄进行了绿化美化，为各户配备了移动式垃
圾箱；修建了彝族打歌场，改造了村内水泥
路面。

打好民主和谐“牌” 小村劲吹文明风

打竹村的喜人变化，得益于村里有一个
敢于创新、办事公道、无私奉献的村党支
部，也得益于制定了群众认可、管用的民主
议事和管理制度。

在村党支部带领下，该村将彝族传统文
化和村民自治充分结合，推行“四议两公
开”，深化“一定三有”机制，完善村级集
体财富积累机制。坚持集体资金周转互
助，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 2011 年以
来，有 7户群众获得了无息借款。坚持捐资
帮扶也是打竹村的一个好风气。捐款数额
多少不限，以村民个人自愿为主，主要用
于补助生病群众、贫困学生、老人和困难
户。几年来，共救助村内贫困老人 362人次
1.81万元，资助本村贫困在校学生 120人次
1.5万元。

念好“山字经” “麻雀”变“凤凰”
——巍山县永建镇打竹村创建民族团结示范村侧记

本报讯（通讯员 董树勋） “5·18”云龙、
洱源、剑川地震后，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
政厅高度重视，作出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启
动救灾应急四级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
区，协助指导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第一时
间与灾区民政部门联系，详细了解灾情以
及灾区物资需求，向灾区调拨帐篷 200 顶、
棉被 2000床、衣服 2000套，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需求。

州民政局紧急启动救灾预案应急响应，
统筹组织协调抗震救灾工作，并安排了 200
万元应急资金。

州民政局三个工作组深入云龙县、剑川
县、洱源县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深入受
灾群众家中做好安抚工作，调查了解相关
情况。第一时间下拨救灾物资，其中，棉被
4000床，衣服 4000套，大衣 2000件，彩条
布 500捆，折叠床 2000张，帐篷 200顶。各
涉灾县乡镇民政部门积极组织力量查灾核
灾。目前，群众安置有序、灾区人心安定，
社会稳定。

我州各级民政部门
救灾工作迅速有力

齐心协力 抗震救灾

本报讯（通讯员 聂艳萍） “5·18”地
震发生后，云南省总工会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下拨抗震救灾资金20万元。

大理州总工会及时了解地震灾区情况，
根据受灾程度下拨给云龙县 12 万元、洱源
县8万元用于抗震救灾。

省总工会向“5·18”
地震灾区拨款20万元

□ 本报记者 杨若兰 文／图

说起鹤庆的特产，大家会马上想起鹤庆
乾酒。然而，大多数人只知鹤庆乾酒的清香
幽雅、余味悠长，却不知道这份清香背后包
含着无数人的艰辛付出，54岁的杨金林就是
其中之一。

杨金林，一个土生土长的鹤庆人，家里
世代经商。早年杨金林曾在百货公司当过营

业员，也曾在鹤庆县
城南大街经营一家

“庆兴商店”。长期的
从商经历，让他养成
了勇于进取、不服输
的性格。1997年，当
时的鹤庆国营酒厂改
制，公开进行拍卖。
怀着一腔激情，以
及对鹤庆乾酒的热
爱，杨金林参加了
竞拍，几番竞价，成
为这座老酒厂的新主
人。直到今天，一干
就是19年。

然而，这一路并
不好走。刚接手酒
厂，就困难重重：厂
房破烂、设备落后、
资金匮乏……他本人

也曾是对酿酒行业一知半解。沉重的压力扑
面而来，令杨金林夜不能寐、食不能安，甚
至一度想到放弃。

所幸消沉只是暂时的，几天过后，杨金
林就重整旗鼓，开始为厂子的事情东奔西
走。工厂里人心涣散，他就一次次找老员工
谈心，挽留了很多技术骨干；生产上欠缺粮
食原料，他就另辟蹊径，从原酒厂的债权人
手中购买了 600多吨料酒来救急；车间里人

手不足，他就拉上家人、亲戚顶上，和工人
们一起劳动……终于在1998年春节前夕，改
制后酒厂的第一批酒正式出厂投放市场了。

正当杨金林想凭借春节前的黄金时期大
展身手时，却惨遭滑铁卢。一个月下来，也
没卖出多少瓶。杨金林痛定思痛，果断决定
停产减少损失，静下心来分析。凭借着敏锐
的洞察力以及对市场节奏的把握，杨金林很
快找到原因：表面上看是鹤庆乾酒长期停产
遭到外地酒的冲击，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却
是酒厂生产模式落后、产品结构单一，缺乏
市场竞争力。

杨金林利用停产期间，带领厂里的员工
到省内外的知名酒厂考察学习。回来后，一
边购买新设备、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一边制定规章制度，加强管理，提高生产的
规范性；一边充实营销队伍、强化产品推
广，重塑鹤庆乾酒形象……通过不懈努力，
渐渐扭转颓势，一天天走上正轨。

到了今天，鹤庆乾酒有限公司的白酒年
产量已从杨金林刚接手时的 500吨发展到了
2015 年的近 8000 吨，从单一产品发展到了

“鹤庆乾酒”、“大麦酒”、“米酒”三大系列不
同规格的近40多个品种，先后荣获“云南消
费者喜爱商品”、“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云南老字号”等多项殊
荣，产品远销全省和北京、广州等十多个省
市。员工也从 1997年的 100多人发展到了现
在的 2000多人。公司还扩展了玻璃瓶制造、

酒店、商业、药品、食品等多项业务，全公
司每年向国家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杨金林本人也获得
了诸多荣誉： 2007 年大理州“优秀企业
家”、2009 年“云南酒业十大功勋人物”、
2012年“第十届全国创业之星”……

“过去厂子里人少，背粮食、装货、盖
厂房，不管脏活、累活他样样跟着我们一起
做。现在条件好了，他还是时时刻刻跟我们
在一起，厂里边的大事小情也还是少不了
他。”在酒厂工作了 26年的陈梅娟说，杨金
林非常关心职工，大家有什么事找他，他都
会尽力帮忙。

同时，杨金林也不忘回馈社会，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近年来已在捐资助学、扶贫济
困、赈灾救灾、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累计捐献
爱心款200多万元。

回忆往昔，杨金林说：“一个人，不管
干什么事，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肯定是不
行的。只要坚持下来，勤奋努力，一定会出
成绩！”

大 理 州 总 工 会
大 理 日 报 社

合办

致敬·最美劳动者

用坚持和毅力酿造清香
——记大理州第五届劳动模范杨金林

杨金林（左）和员工一起称量中药材，配置酒曲。

巍山县大仓镇同兴
村委会村民们正在田间
栽秧。

连日来，位于红河
源头的巍山县各地群众
抢抓节令闹春耕，争分
夺秒栽秧、播种、保
苗，田间地头到处是一
派忙碌景象。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滟） 洱源县着力做
好产业扶贫大文章，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
资源和产业基础，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多方
位多维度拓宽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渠道，加快
脱贫步伐。

长短结合，多渠道扶持贫困户发展产
业。该县在产业发展中注重长短结合，通过
抓好核桃、林下中药材等长期见效产业和烤
烟、蔬菜、养殖业等短期见效产业，扶持建
档立卡贫困户至少有 1至 2项产业，按照贫
困户每户不低于3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截
至目前，产业发展完成投资1047万元，扶持
农户种植经济林果 8000 亩、中药材 2000
亩，发展大牲畜440头（只）。

立足实际，积极组建互助社。为有效缓
解贫困户发展生产筹资难题，该县积极开

展扶贫互助金项目，按照“民有、民用、
民管、民享、周转使用、滚动发展”的原
则，稳步推进贫困村互助社建设。项目计
划投资 1610 万元，覆盖全县 9 个镇乡 50 个
行政村及 45 个易地搬迁点。目前，已有 4
个行政村实施互助金项目，共组建互助社
12个，投入资金 250万元，加入互助社农户
2659 户，其中贫困户 342 户，剩余 46 个村
计划按每个村 30 万元的标准投入资金，目
前正在快速推进。

创新举措，全力推进金融扶贫到村到
户。为解决好贫困户贷款担保问题，该县创
新机制，对贫困户实施“三户联保、相互制
约”的贷款模式。按照“5 万以下、3 年以
内、扶贫贴息、利率优惠和免担保、免抵
押”的原则，实施到户贴息贷款。2015年，

全县共发放扶贫到户贴息贷款 1.7 亿元，完
成龙头企业贴息贷款 1.78亿元，受益贫困户
达 1.2万户。2016年计划发放扶贫到户贴息
贷款 3亿元，目前已完成 1亿元扶贫到户贴
息贷款。

劳务输出，提升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
力。该县坚持引导劳务输出扶贫，加强对贫
困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加
大贫困劳动力劳务输出培训投入，以就业为
导向，建立和完善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
机制，并积极与用工企业对接，集体组织外
出务工。同时，发挥外出务工能人和中介引
带作用，鼓励贫困农民工外出务工创收，带
动贫困人口脱贫。截至目前，全县共投入资
金 97.88万元，开展技能培训 1969人次，组
织劳务输出7184人。

洱源县产业扶贫拓宽脱贫路

本报讯（记者 陈耀 通讯员 杨艳军）
5月 18日，大理大学举行2016届临床医学专
业（英语授课）南亚留学生毕业典礼，74名
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
南亚留学生经过6年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习，顺
利完成本科学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大理大学党委书记李兴华代表全校师生
员工向南亚留学生顺利毕业表示祝贺，希望
毕业的南亚留学生铭记母校“博学达真，大
德至理”的校训，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不断
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树立高尚的品
德，在医术上精益求精，用所学到的专业知
识为患者服务，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同时，
做一名推进自己国家与中国、与大理大学不断
合作的友好使者。

据介绍，大理大学顺应高等教育国际交
流与合作发展趋势，着力实施“走出去”战
略，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通
过合作办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师生互
换、招收留学生和汉语推广等方式，积极开
展教育文化外交，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国际
交流与合作办学特色发展之路。截至目前，
累计培养印度、尼泊尔、老挝等南亚东南亚
国家各类留学生（本科生、研究生） 5000余
人。据教育部统计数据，大理大学本科学历
留学生数在全国 2305 所普通高校中排名第
40位，在云南省多年来一直排名第一。学校
先后被云南省政府确定为高校实施“走出
去”战略四所试点高校之一和云南省应用型
国际人才培养基地。

大理大学一批临床医学专业
南 亚 留 学 生 圆 满 毕 业

州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大组干任公示〔2016〕第20号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
关规定，现将舒进等6名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2016年5月24日起至2016年5
月30日止 （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被公示人
有意见或举报，请向中共大理州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办公室（举报中心）反映。

通讯地址：大理市龙山州级行政办公区
州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办公室 （举报中心），
邮编：671000，联系电话：0872-12380。

中共大理州委组织部
2016年5月23日

舒 进 男，汉族，
1974年1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6 年 12 月参加工作。
历任鹤庆县金墩乡党委
书记，州委组织部主任科
员、干部二科科长，云龙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
县长、常务副县长，上海
市嘉定区华亭镇党委挂职
副书记等职。现任巍山县
委副书记。

经研究，该同志拟提
名为洱源县人民政府县长
候选人。

王彩勋 男，汉族，
1976年9月生，中央党校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1997年9月参加工作。历
任漾濞县瓦厂乡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县纪
委常委、案件检查室主
任，县纪委副书记，苍
山西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党委书记等职。现
任漾濞县财政局局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
任中共漾濞县委常委。

饶富旭 男，汉族，
1969年7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2 年 11 月参加工作。
历任永平县杉阳镇挂职副
镇长，州财政局办公室
副主任，州财政局信用
合作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国家开发银行云南
省分行挂职副处长，北
京西城区金融办公室挂
职主任助理等职。现任州
政府金融办公室副主任。

经研究，该同志拟
任州创新融资担保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 、 总 经 理
（州属国有企业正职）。

杨 波 男，汉族，
1977年7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1997年8月
参加工作。历任巍山县
大仓镇副镇长、镇长，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等职。现任宾川县政
府副县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
州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州
属国有企业正职）。

单玉井 男，汉族，
1969年 8月生，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0年 7月参加工作。历
任祥云县下庄镇纪委书
记，东山乡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县纪委副书记、
县监察局局长，县交通运
输局局长等职。现任祥云
县财政局局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
州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州属国有
企业副职）。

贺子义 男，汉族，
1965 年 6 月生，大学学
历，中共党员，1988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财政
部驻云南省财政监察专
员 办 大 理 组 副 主 任 科
员，州财政局副主任科
员 、 社 会 保 障 科 副 科
长、科长等职。现任州
财政局监督检查科科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
任州城乡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州
属国有企业副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