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州未发现违规问题疫苗流入
……详见B1

农历丙申年十一月廿四 国内统一刊号CN53－0011 邮发代号63－37 网址：http://www.dalidaily.com

2016 年 1 2 月22日 星期四 第8649期 大理日报社出版 8

抓“两学一做”教育
干 跨 越 发 展 实 事
建 全 面 小 康 大 理

践 行 三 严 三 实

忠诚·干净·担当

走基层走基层 送温暖送温暖

< 祥 云 篇 ① >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通讯员 唐燕
张聪丽）“眼下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倒计时，为
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如期实现脱贫摘帽,镇
上机关干部除值班人员外，全部到各村督查
脱贫退出。”一大早，祥云县刘厂镇党委书记
朱继璋率镇机关工作人员到安居住房搬迁点
督查群众搬得进去、住得下来和富得起来的
情况。

祥云县是全省 2016年脱贫摘帽的 12个
县之一，有 3个贫困乡镇、21个贫困村，2015
年脱贫退出1636户588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4.5%。2016 年，计划脱贫退出 2035 户 7400
人，3个贫困乡镇、19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
生率降至2.86%。

祥云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两不愁、三
保障”总目标，把扶贫开发与完善基础设施相

结合，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
发促进区域发展”的要求，与“十三五”规划有
效衔接，制定了“1+2+7+X”配套政策文件，
即《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祥云县
2016-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计划》《祥云县脱
贫摘帽实施方案》+“七个一批”工作方案（发
展产业脱贫一批、转移就业脱贫一批、易地搬
迁脱贫一批、改善基础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
贫一批、普惠金融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
批）+部门行业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了精准
扶贫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强化领导、
压实责任、完善政策、健全机制、精准发力，各
项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创新政策机制，找准精准扶贫着力点。
在精准施策中，祥云县建立挂包长效机制，健
全“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机制，落

实省州县挂钩帮扶单位 143个，下派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 230名（含省州下派队员），21个
贫困村分别派驻不少于 5人的驻村工作队，
非贫困村派驻不少于 1 名工作队员驻村帮
扶，做到每个乡镇由 1名县委常委或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挂包，每个贫困村由
1名县级领导挂包，每个村至少由1个单位挂
包，每户贫困户都有干部联系帮扶。帮扶干
部做到入户调查、政策宣传、措施落实、脱贫
认定全包，多种渠道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
为打赢脱贫攻坚硬战奠定了基础。

坚持党建扶贫“双推进”。创新基层党组
织+脱贫攻坚模式，充分调动挂包干部、农村
致富党员、龙头企业“三支队伍”作用，实施农
村致富党员帮富、带富工程，创新建立了“村
企结对”、“优秀人才挂钩帮扶”等机制。优选

21家重点企业、21名优秀人才分别结对帮扶
21个贫困村，选派10名干部到乡镇担任扶贫
专干接受锻炼，选派123名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确保每户建档立卡户有1名机关干部和
1名农村党员进行挂包，积极助力脱贫攻坚。

在脱贫攻坚战役首战首胜的决战中，祥云
县以贫困乡镇、贫困村为重点，全面实施水、
电、路、视、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切实改善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群众自我
发展、自我脱贫的能力。目前，该县提前一年
实现了建制村通乡村公路硬化100%的目标，
率先完成了贫困村 5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
化任务；投资 9.3亿元抓好水利建设，清水河
水库输水隧洞贯通通过验收，青海湖二期工
程泵站提水成功，将有效破解祥云水资源制
约的“瓶颈”，加快脱贫步伐。

精准发力摘穷帽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12月20日，由州文化产业办公室和
大理旅游集团主办的《大理影视基地规划》专家评审会在大理
召开。经专家组讨论，一致通过了《大理影视基地规划》的评审。

据介绍，《大理影视基地规划》是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文产
办和州委、州政府关于整合大理影视产业资源，将大理建设成
为云南省重点影视基地，提升影视文化旅游品牌，开拓新型影
视文化旅游市场，打造大理影视产业的相关要求，由州文产办
与大理旅游集团共同委托云南智研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编制
的。《大理影视基地规划》提出，我州将设计打造三张影视名
片：一是国内首个全域影视基地。以“大影像”和“大理影视百
景”为核心，强调大理影视基地的“全领域”和“全地域”特征，
推出“全域影视基地”的概念。二是艺术电影的展播室。以

“艺术电影”为吸引点，收集国内外优质的艺术影片进行展映，
填补国内艺术电影传播渠道的空白。三是国内首个影视衍生
品博览会。打造国内首个影视衍生品博览会，目的是促进影
视衍生品行业的发展，内容包括影视品牌授权交易、影视衍生
品交易，可同时开展定期会展和常年开放两种形式。

会上，来自大理大学、州文产办、州旅发委、州新闻出版广
电局、州招商局、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州博物馆的领
导和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与会专家指出，要在文本内列出
近期可以率先实施的影视产业项目，提出大理州促进影视产
业发展的系列行动计划，以便协同招商引资，促进项目建设；
要结合大理现有的影视产业机构、兼顾与地方媒体网络的统
筹协作；外景拍摄基地的选择不要遗漏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
产地带等。

据了解，规划单位将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
行综合后，尽快完善文本，在两个月内将修订后的文本呈送委
托编制单位。

《大理影视基地规划》
通过专家评审

金牛镇农技人员给果农传授葡萄栽培技术。
宾川县金牛镇从改良葡萄架式入手，在全镇大力推广葡萄单幅连棚降密提质技术，通过建设2500亩高标准农

田，引领葡萄产业转型升级，夯实果农增收致富基础。 ［通讯员 沈洪斌 李劲风 摄影报道］

岁末年初，各地纷纷开展机关作风评议工作，不仅促
进了机关和党员干部转变作风，还为持续纠正“四风”提
供了有效的监督平台。

广开言路，广纳诤言。开展作风评议，在用好座谈
会、问卷调查等传统基础上，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
术手段，广泛开展网络评选、微信易信调查，拓宽渠道，广
开言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把“话筒”交给群众，把机
关和党员干部作风好坏的评议权力交给社会各界，才能
听到不同声音。面对群众的诤言诤语，广大党员干部务
必亮明态度，认真审视自身，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建好台账，真改实做。对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建议，要
认真汇总、梳理和分析，建好台账。针对“四风”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制定具体可行的整改措施，
落实整改时限和责任人，真改实做，以实
际行动赢取群众的信赖。尤其是党员干
部，要充分利用开展作风评议的契机，持
之以恒纠正“四风”，用整改成效检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

作风评议贵在真改实做
□ 潘成龙

□ 通讯员 旷宏飞

“以前想搞点养殖，经济实力跟不
上，管理没经验，没销路，基本是靠运
气赚钱。自从加入合作社以后，我就不
愁销路了，今年 1至10月就已经出栏生
猪200多头，毛收入达 10多万元，我对
今年实现脱贫充满信心!”谈起农民专
业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云龙县
长新乔秀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杨
显文颇有感触。

据云龙县长新乔秀生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杨德宣介绍，2012年，在
长新乡党委政府和丰云村党总支的帮
助指导下，他和村里的生猪专业养殖户
联合起来，注册成立了云龙县长新乔秀

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并在丰云村建设
了规范化的养殖小区。合作社成立后，
充分发挥在市场、信息、养殖技术等方
面的优势，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采用“统一品种、统
一技术、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销
售”的方式，为入社养殖户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系列服务，有效地降低了生产
成本，增强了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
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同
时改变了养殖户以往“单兵作战”的模
式，引领广大群众加入合作社“抱团”致
富。目前，合作社生猪存栏达2200头，
每年出栏生猪超过 2000头，带动周边
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养猪致富。

“加入合作社不仅坚定了社员发
展生猪养殖的信心，而且对周边的农
户也产生了较好的辐射带动作用。现
在，一些周边村组的生猪养殖户也纷
纷要求加入到我们合作社来。”说起合
作社的发展，杨德宣颇为自豪。

这只是云龙县借助农民专业合作
社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云龙县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
把产业扶贫作为加快贫困人群脱贫致
富的主要抓手，围绕特色产业，坚持一
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扶贫方略，充分发
挥合作社在产业扶贫中的带动作用，
有效解决了农村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
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该县还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从政策的层面给予
支持，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
运作机制，既发挥了规模优势，又提高
了经济效益，还解决了一家一户难以
解决的问题，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
配置。

目前，云龙县共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 268家，辐射全县 11个乡镇 68个行
政村，共有社员 1.3万户，带动 3.9万多
农户发展生猪、土鸡、茶叶、天麻、核桃
等富民产业，全县专业合作社产值达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县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产品销售额 9615万元，走出
了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云龙：合作社带动4万农户脱贫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段先武 字明）近年来，永平县不断加大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整治力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今年共立案查处农民工欠薪案件15件，涉及农民工196人，清
欠工资124.5万元，清欠率达100%。

落实责任，执法机构立体化。2015年以来，永平县成立了
农民工工作领导组、农民工工资支付领导组、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专项检查领导组等机构，负责统筹协调解决农民工权益
保障政策落实中的疑难问题，今年还组建了永平县劳动人事
权益维护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建立健全维护劳动者权益
三方协调机制和预警机制、应急预案等机制制度，县级职能部
门联合，县、乡、村三级联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规范用工环境。今年共组织专项执法检查3次，检查用人
单位106户，排查在建工地7处。

优化平台，窗口服务标准化。以“五个不出村”为抓手，建
立起“专网+外网”的社会保障业务办理模式，实现了劳动保障
监察年审、投诉等业务在网上办理。县、乡、村三级都设立了
农民工维权投诉工作站（点），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维权服务。
贯彻落实《大理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等 9个办法，
综合运用行政处理和刑事追究两种手段，加大恶性欠薪案件
的查处力度。2016年，县人社局向县公安局移送涉嫌逃逸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1件，嫌疑人已缉拿归案。

前移关口，劳动监察常态化。经常深入企业开展劳动保障
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和政策法规宣传，从源头上规范了用工行
为。同时，不断加强“两网化”建设，实现“线上线下”劳动保障
执法互通互联，建立县级劳动保障监察网格1个、乡镇劳动保障
监察网格7个，均已接入人社专网。采取深入企业讲解政策法
规和组织农民工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普法宣传常态化，引
导企业规范劳动用工行为，有效提高职工的维权意识和用人单
位守法意识，促使用人单位自觉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

永平县农民工工资清欠率100%
今年立案查处农民工欠薪案件15

件，清欠工资124.5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罗施军）近日，农业部公布了“全国百个
合作社百个农产品品牌”，大理市立佳养鸡专业合作社“十九
峰”牌苍山生态鸡，从全国140万个农民合作社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选“全国百个合作社百个农产品品牌”。

大理市立佳养鸡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充分利用大理良
好的生态环境、苍山鸡特有资源和当地老百姓放养养殖的习
惯，走生态养殖的路子。设立了20多个直销点，带动500多户
养殖户，成鸡批发业务覆盖全州12个县市，并延伸到丽江、迪
庆、保山等地。逐步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的
生产经营模式，建立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生态鸡产业生产、销
售链。现每年销售苍山鸡60万只以上，当地市场份额占有率
达98％左右。

大理市立佳合作社“十九峰”品牌入选
“全国百个合作社百个农产品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胡增富）南涧县2016年正风反腐工作力
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把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向农村基层延伸。

南涧县积极探索推动监督执纪新常态，准确运用好“四种
形态”，紧盯工程建设、土地征用、民生资金、生态保护等重点
领域和农村基层“微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努力
实现不敢腐的目标。2016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信
访举报 81件，梳理排查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线索 23个，立案审
查2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29人，收缴违纪资金94万元。

同时，狠抓作风建设，坚决刹风整纪，严格执行重要节点
“四必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年内共派出21个明察暗访
组，开展明察暗访和监督检查 25 次，检查单位 81 家，责令对
11个单位公务用车标识不明显问题进行整改，对节假日期间
无人值班、违反会议纪律等问题的 14 个单位和部门进行了
公开通报曝光，通报批评干部 21名，问责干部 16名。切实用

纪律管住管好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让
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地生根。

南涧县正风反腐工作显成效

霾是刮来的？风被偷走了？
专家回应雾霾热点问题 ……详见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