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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近日，大理州烟农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设立大会在大理烟草物流园
召开，联合社发起人之一、祥云县城
川烟农专业合作社代表杨永元主持
会议，全州12个县（市）烟农专业合
作社成员社（发起人）代表参加会
议，州“两烟”办、大理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州扶贫办等相关单位代表
参加此次会议。

大理州烟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由 12 个烟农专业合作社发起和依
法联合组建，按照民主管理原则规
范运行。设立大会审议通过了《联
合社章程》《选举办法》，推选监票
人、计票人，选举产生了联合社理事
会成员及理事长、联合社监事会成
员及监事长，推荐了联合社会计与
出纳，审议通过了《联合社组建及初
运营阶段日常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及
薪酬补贴办法》。

联合社由 12 个烟农专业合作
社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 166 万元，

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设立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以
集体经营为基础，以成员社和烟农
为主要服务对象，主要开展五个方
面的业务：提供烟叶生产产前、产
中、产后相关技术指导和专业化服
务；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购买、使
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村民间
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资源的开发经营；与农业生产经营
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
服务。

州供销社相关领导对联合社成
立表示祝贺，指出联合社成立是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的深入实践，成立大会及组建
工作流程规范，是目前大理州涉及
面较广、层次较高的州级层面的合
作社联合社，标志着大理州烟农专
业合作社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州
供销社相关领导还介绍了全州供销

社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希望联合
社发挥好连接党委政府、大理州烟
草专卖局（公司）和合作社的桥梁纽
带作用，加强合作和联合，把各方面
的力量凝聚起来，坚定贯彻好党和
国家的“三农政策”，切实维护好社
员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努力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引导组建联合社的大理州烟草
专卖局（公司）副经理李再光在会上
作了发言，希望联合社把全州烟农
合作社和烟农联合起来，把各种增
收产业联合起来，服务好烤烟主业，
发展好其他增收辅业，严格规范管
理，为稳定烟区、稳定烟农、脱贫攻
坚做出积极贡献。 ［邹文凤］

大理州烟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立
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是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
作，也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
本之策。年初以来，永平县委
党校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
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渠
道、党的理论宣传主阵地作用，
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宣传
工作。

一是在主体班次中开设党
风廉政建设教学课程。围绕

“形成基本理论、必备知识、能
力培养、党性修养为基本框架
的教学内容结构体系”，把党风
廉政建设内容进一步深化到主
体班次教学中；把党风廉政教
育贯穿于学员在党校的整个培
训时段。

二是在对外宣讲中把党风
廉政建设教育贯穿于教学。永
平县委党校注重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工作，主动开辟党风
廉政教育课堂。学校组织教师
认真备课，开设有《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章
程》《简明党史》《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不忘初心 做
合格党员》《不忘初心绘蓝图
牢记使命谱新篇》等专题课。
党校教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在全县开展的各类宣讲，始终
把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宣传贯穿
于教学。“送课下乡、送学上
门”，截至目前，通过 9个专题，
36 场宣讲，受众从机关党员干
部、企业员工、农村党员、普通
群众，青年学生到耄耋老人
2160余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的有效性
和广泛性。

三是打造党校廉政文化
墙，营造党风廉政建设浓厚氛
围。在县委党校走廊内建成

党风廉政文化墙，延伸廉政文
化触角，大力宣传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要求，集
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成为
宣传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阵
地和窗口，让每一个走进党校
的人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廉政
文化。

一年来，永平县委党校多
措并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工作，全县党员、干部的廉洁从
政意识明显提高，崇廉、尚廉的
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廉政、勤政
不断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
行动。 ［马白雁］

永平县委党校多措并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作

和谐一家亲

2013年，郑家庄在洱源县率先
开展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在村
内结合实际划分了 8 个网格，设立
的 19 名中心户长都肩负起了矛盾
纠纷调解员、社情民意联络员、法
律政策宣传员、文明新风倡导员的
职责。组建起了与网格化管理相
对应的矛盾纠纷调解队、女子服务
队等民生服务队，全村矛盾纠纷化
解更及时。2014年，郑家庄的网格
化服务管理工作经验为全县开展
此项工作提供了样本。

发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
同参与治安防控，不断为群防群
治注入新内涵，增强群众对社会
治安、平安创建的认同感和责任

感。为郑家庄小学设置了 16 个可
纳入县镇教育平台的网络监控探
头，在进村道路两侧的 214 国道线
上设置了两组可及时抓拍的高清
探头，实现治安防控“全覆盖、无
死角”。村里成立了七个民族都
参与的女子调解队，中心户长和
女子调解队用熟络的联系、真挚
的感情，为网格内村民提供全方
位服务。同时，大力向村民宣传
土地承包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
了村民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和诚
信做人的意识，使七个民族真正
实现了和谐共处。

2006年，郑家庄被列为云南省
第一批民族团结示范村；2015 年 2
月，郑家庄被授予第四届“全国文
明村镇”荣誉称号。

洱源郑家庄：
共建共治共享和谐一家亲

改革开放 40年，经济社会飞
速发展，祥云县祥城镇文峰村这
个位置偏僻、四面环山的小山村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峰村又叫茅草坝，顾名思
义，就是指茅草茂盛的坝子。过
去，文峰村的村民主要靠种植玉
米、果木和养殖牛羊为生。村里
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往外界，晴天
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出行极为不
便。交通不便制约了文峰村的发
展，由于村里的农副产品运到外
面交易很困难，产业一直发展不起
来，村民长期在温饱线艰难挣扎。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文

峰村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近
几年，变化尤为显著。2014 年以
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文峰村投入资金近 900万元用于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
2017 年 4 月，文峰村的通村公路
完工并硬化，村民出行条件有了
极大改善；投入约 40万元硬化了
村间巷道，让水泥路直通村民家
门口；投入379.39万元对357户村
民的老旧住房、危房进行了修缮
加固和拆除重建；投入 80多万元
新建了文峰小学综合教学楼，教
学条件大为改善，教学质量也有
很大提升。

在修路、完善基础设施的同
时，党委政府还为文峰村启动了

“造血”工程——发展特色产业。
2015 年起，党委政府积极扶持文
峰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种
植，并投入 15万元为文峰村架设
了专用水利管道，为特色产业的

发展打好基础，助力村民脱贫致
富。目前，文峰村已发展特色红
梨、车厘子等共计445亩。

如今的文峰村，村内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茅
草坝”早已变身“幸福坝”。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坤）近年
来，洱源县紧盯年轻干部成长，树
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
的良好导向，一批信念过硬、能力
过硬、作风过硬的优秀年轻干部脱
颖而出，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打造
了一支精干的“生力军”。

注重“提能力”，强化教育培
训。坚持把教育培训作为年轻干
部素质提升的重要措施来抓，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等作为必
学内容，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和落实中央、省、
州、县重大决策部署开展教育培
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聚焦脱贫攻坚、“三农”问题、乡村
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
步等重点工作，先后举办四期八场
主题论坛和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参训干部达 4000 多人次。同
时，选派各级各部门 102名领导干
部到浙江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专
题培训。

坚持“接地气”，突出实践锻
炼。坚持“基层实践是最好的培
养”的理念，鼓励年轻干部到脱贫
攻坚、洱海保护、经济建设“三线”
锻炼培养、提升能力，真正让年轻
干部在基层一线、重点工作中经
风雨，强担当。2018年，调整充实
全县 30 个贫困村 125 名驻村扶贫

工作队员，同时任命了 30 名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调
整充实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
指挥部，选派县级 30 名工作队员，
把最强力量选派到精准扶贫、洱海
保护治理第一线，有力促进了脱贫
攻坚、洱海保护各项工作任务的
落实。

激发“原动力”，强化正向激
励。制定印发《关于激励干部到基
层一线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试
行）》《洱源县干部人文关怀办法
（试行）》《洱源县关于建立干事创
业容错纠错机制的暂行办法》，大
力选拔使用在脱贫攻坚、洱海保
护、经济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埋头苦

干、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推动发展
的干部。同时，注重在平常事、关
键事上考核班子和干部的现实表
现，与年度考核、日常考核、巡察审
计等结果相结合，作为选拔任用干
部的重要依据。严格按照“三个区
分开来”，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
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让有为
者有位、干事者无忧。

畅通“快车道”，择优提拔任
用。对任职时间长、工作表现好的
优秀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交流任
职，并加大跟踪培养和提拔使用力
度。近年来，先后有21名干部在脱
贫攻坚一线得到提拔或调整至重
要岗位。

洱源多举措助推年轻干部成长成才
本报讯（记者 张建平） 11 月

12日，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第八届
会员大会在下关隆重召开，大会听
取并审议了州南诏史研究会第七
届理事会会长李彪作的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州南诏史研究会新一
届理事会，李公当选为会长。

据了解，1982 年 4 月 24 日，在
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关
心、重视和支持下，张旭、杨永新、
李一夫等老一辈领导和专家学者
高瞻远瞩地创建了大理州南诏史
研究会，全面展开了南诏大理国及
其前后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36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地
探索实践，薪火相接地传承发展，
一往情深地坚持守望，研究会不断
发展壮大，不断推出新成果，为
大理州的民族文化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奉献
了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
果；二是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研

究队伍；三是培育了良好的学风和
会风。下一步，州南诏史研究会将
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加强学科体
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探
索方式载体，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的
传承传播和弘扬发展；进一步加
强研究成果转化利用，紧紧围绕
州委、州政府的中心工作，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兼顾，在扶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洱海保护治理、文
明城市创建、文化与旅游产业发
展等重点工作中，认真思考谋划，
积极参与，破题立项，建言献策，
为我州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州政府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
讲话。州社科联、州民政局负责人
宣读了对州南诏史研究会换届工
作的批复。大会按照社会团体换
届选举的相关规定，经无记名投
票，选举产生了大理州南诏史研究
会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班子。

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
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关召开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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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小说《祝福》中
塑造的祥林嫂，原本是一个善
良、勤劳、聪慧的农村妇女，但在
失去儿子后精神受到打击，逢人
便唠叨儿子的死和抱怨自己的
悲惨遭遇。人们对她的态度也
从同情变成了厌烦，最后“便是
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
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

如今的干部队伍里，也有这
样的“祥林嫂”。在他们眼中，世
界是不公平的，自己所干的工作
是最苦、最累、最委屈的。于是，
怒气冲天、满腹牢骚，尖酸刻薄、
说话带刺，甚至信口开河、妄言
妄语。面对这样喋喋不休、抱怨
不止的“祥林嫂”们，大家也会渐
渐地从同情变成厌烦。但更可
怕的是，“祥林嫂”们会成为“病
毒”传播者，无形中扩散消极情
绪，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士气，
对干事创业造成恶劣影响。

其实，工作没有绝对的好
坏，更没有一种工作叫“钱多、事
少、离家近”。干工作就会面对
问题，没有问题又要我们干什么
呢？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所以，在工作中吃点苦、遭点累、
受点委屈，都是正常的。

当前，全州正全力抓洱海保
护、脱贫攻坚、经济发展、乡村振
兴四件大事，并取得了重大成
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大干部更要摆正位置、放平心
态、心无旁骛，付出更为艰巨、更
为艰苦的努力。

当干部别做“祥林嫂”
□ 施贵兴 赵丽琦

与改革开放同成长 与幸福大理共奋进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主题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大理州委改革办 大理日报社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茅草坝”变身“幸福坝”
□ 张 洁 陈晋云 杨慧琳

11 月 2 日，祥云县米甸镇
黄草哨村村民在加工核桃。

近年来，祥云县通过实施
核桃提质增效项目推进核桃产
业健康、稳步发展，加快贫困地
区群众脱贫致富进程。2017
年，全县核桃产量达1.54万吨，
同比增长 29%；产值达 3.19 亿
元，同比增长22%。目前，全县
已有核桃初级产品加工企业5
个、个体加工户 50 余户，年收
购加工核桃5000吨，加工经营
产值达1.9亿元，加工企业支付
农民工工资达300余万元。

［特约记者 陈应国 摄］

近年来，南涧县通过加大科
技投入，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探索

“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借助公司、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移
民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打造出

一个个精品园、示范园。同时，通
过与大理州农科院合作，采取现
场指导、专场培训等方式，让科技
融入移民产业，使移民区日趋实
现了生产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产

品优质化、营销品牌化、效益最大
化。南涧小湾东镇群民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移民”的方式，流转土地建
设千亩突尼斯软籽石榴园规范

种植示范园，不仅给移民带来流
转土地的收益，还吸收移民进园
务工获得双重增收，形成“村有产
业、户有分红、家有就业”的岔江
模式。

科技扶贫到“一线” 移民产业结“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