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2 日，云龙县检槽乡炼登村村民在浇灌三面光沟渠。
日前，云龙县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春耕生产夯实基础。

［通讯员 杨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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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祥云建好用活党建书架
为党员干部“加油充电”

大理白族自治州2019年三月街民族节
于 4 月 19 日至 4 月 25 日依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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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喜洲镇综合施策
打好脱贫攻坚战

祥云县新增3个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宾川五百年古榕树今“染恙”
县“植物医生”妙手治“顽疾”

广告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近
年来，我州农业农村科技部门不断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水平，通
过集成推广一批良种良法新技术
新成果，着力夯实特色产业科技支
撑促增收。

夯实粮食作物科技支撑促增
收。按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方针，扎实开展水稻、蚕豆、玉米、
麦类、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基地建
设、优质高效创建工作，全面保障
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作物育种保
持省内先进，在全省累计推广新品
种面积2300多万亩，年均培训农民
及农技人员6000多人，发放图书及
技术资料10000多份。其中：凤稻
30号在高海拔地区开展极量攻关，
亩产达956.58千克，高产示范引领
作用突出；凤大麦7号千亩示范片

区平均亩产608.23千克，刷新我国
大麦千亩连片高产纪录；玉米“云
瑞 505”百亩核心高产示范区最高
亩产1211千克，创全州玉米高产纪
录；建成3500平方米脱毒马铃薯组
培室，年繁育原原种20万粒，种薯
扩繁基地达3万亩，成功承办了第
三届中欧国际马铃薯产业可持续
发展与技术合作研讨会。

夯实经济作物科技支撑促增
收。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积极服务水果、蔬菜、油菜、
茶叶、蚕桑、麻类6个产业发展，开
展技术培训600多场次，培训农民
3 万多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3.5 万
份。开展辣椒、茄子、番茄等蔬菜
的品种选育工作，选育出“茄杂 6
号”“大理红”等适宜全州种植的蔬
菜优良品种；开展亚麻品种的引进

筛选工作，引进品种50多个，平均
亩产 637.1 千克，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实施油菜优质组合的区域试
验，在宾川县、洱源县、巍山县建立
油菜高产示范区8万亩，平均亩产
202 千克，亩均增产 35 千克以上；
开展移民后扶产业科技服务，在
云龙县、巍山县、鹤庆县推广特色
水果标准化种植示范2860亩，为移
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提供产
业发展技术支撑。

夯实特色花卉科技支撑促增
收。立足全州特色花卉资源现状
和产业发展实际，抓实特色花卉
种质资源保护、引种示范推广、宣
传推介工作。在大理镇建立特色
花卉基地12亩，收集种质资源200
余份；在银桥镇合作建立加工型
花卉示范基地100亩，建立花卉品

种资源圃 1 个，引进新品种 150 多
种，年种苗繁育能力达 100 万株；
参与承办大理国际茶花兰花博览
会，开展特色花卉资源展示和推
介工作。

夯实药用植物科技支撑促增
收。围绕全州中药材产业规范化、
规模化发展需求，开展种植标准制
定、种质资源保护及试验示范工
作，制定川续断、附子、重楼、灯盏
花、白芨等11项大理州中药材地方
规范；在宾川县、永平县、云龙县开
展林下中药材试验示范2000亩；建
成重楼、红花、附子、当归、续断等5
个中药材的良种繁育基地 2.5 万
亩，辐射带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面
积约9万亩，新增总产值近2亿元，
有力推动了全州中药材产业规模
化发展。

我州夯实特色产业科技支撑促增收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兴祥）
滇中引水宾川段项目是宾川
县投资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
该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目前
已完成投资 5 亿多元，进场道
路和狮子山隧洞1＃支洞、2＃
支洞、3＃支洞、4＃支洞正在
紧张有序施工中。

项目涉及宾川县的大营
镇、宾居镇、州城镇，全长约35
千米。工程建成后，宾川县受
益面积将达1572平方公里，受
益人口28.3万人，受益耕地面
积49.4万亩，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为26.4万亩，将有效缓解宾
川受水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
矛盾，改善河道和湖泊生态环
境，促进宾川地区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滇中引水宾川段项目
完成投资5亿元

□ 通讯员 郑增纲

清明时节，走进巍山县牛街
乡爱国村委会路口村的沃柑种植
基地，只见方圆数百亩的山坡上，
不高的沃柑树枝头挂满了累累的
果实。果园里，工人们正忙着将
一颗颗黄灿灿的沃柑剪下来放到
背篓里，然后再成筐成筐地送到
分拣点，经过细致的挑选装箱后
发往县城及周边水果集散地，丰
收的喜悦洋溢在果农的脸上。

正在和工人们一起采摘沃柑
的牛街乡黑惠江水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毕映霞介绍，由
于当地种植的沃柑甜度适中、水

分充足，且采摘期长、产量高，很
受市场青睐。“目前合作社共种植
沃柑 600 亩，今年初挂果 400 多
亩，预计产量达150吨，按目前均
价每公斤10元计算，年收入将达
到150万元左右。”毕映霞说。

2017年就已成功脱贫的张中
宣曾经是路口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从合作社成立至今，他大部分
时间都在这里务工。“每天工钱100
元，平时就是修枝剪叶、除草、追
肥，这段时间主要是采收果子。”说
起现在的生活状态，55岁的张中宣
笑着说：“从家里到果园只需10来
分钟，挺方便的。一年下来能有2
万多元的收入，对家庭帮助很大，

还能学到技术，知足了！”
像张中宣一样，附近村子里

有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都选择到
合作社务工。合作社平时用工20
多人，采果期间每天用工人数超
过40人，一年下来合作社仅发放
工人工资就达60多万元，有效帮
助4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摘掉了
穷帽。 下转第二版

爱国村的沃柑熟了

南极大陆的企鹅从海中上
岸时，为了避开水陆交接处尖
锐的冰凌，总是猛地低头拼命
向下沉潜，潜得越深，海水产生
的压力和浮力越大，当到达合适
的深度，它会摆动双足，迅速向
上，犹如离弦之箭蹿出水面，腾
空而起，落到陆地之上。这种沉
潜是为了蓄势，积聚破水而出
的力量，看似很笨，却很有成
效 。 企 鹅 的 沉 潜 与 年 轻 干 部
到基层“墩苗”的成长规律是
相似的。

“早熟的果子长不大”。干
部多到基层“墩墩苗”，把基础打
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
更远。然而，有少数年轻干部到
基层往往是“下得去”却“待不
住”，常常耐不住寂寞、挡不住诱
惑、坐不住冷板凳，总想走捷径

尽快“冒出来”。这些都是心态
不正、作风漂浮的表现，不利于
年轻干部的成长成才。

厚积方能薄发，沉潜才能飞
跃。年轻干部到基层“墩苗”历
练，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学学企
鹅沉潜的“笨功夫”，让自己“下
得去”“待得住”，锤炼扎实作
风，潜心积累，蓄势待发。只有
沉下身子，扎根基层沃土，苦干
实干，把责任扛在肩上，与群众

“零距离”接触，“心贴心”交流，
“面对面”互动，从实践中拓宽视
野、积累经验，才能练就过硬的
本领和能力，才能积蓄足够迸发
的“飞跃”势能。

多下一些沉潜的“笨功夫”
□ 杨雪翠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在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我州组
织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认真履行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政治责任，全面强化、整
顿、规范基层党组织，补短板、强弱
项，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证。

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全州组织部门整合工作力量，抽调
精干人员，分级成立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加大统筹力
度，强化督促指导。以集中整顿为
牵引，以开展基层党建三年“回头
看”为抓手，聚焦农村“领头雁”工
程、村党组织书记分析研判、“村霸”
和慵懒滑贪“四类村官”处置等重点
工作，全面建强战斗堡垒，进一步充
实基层力量。

我州组织部门在全省率先制定
出台了《大理州关于基层党组织规
范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的工作方案》，对各类党
支部按“先进”“中间”“后进”3个等
次进行分类定级，有针对性地制定

整顿方案；全面实施农村“领头雁”
培养工程、村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
水平提升行动计划，抓实村（社区）

“两委”换届“回头看”，扎实开展行
政村党组织书记分析研判，对不称
职、不胜任现职的22名党组织书记
进行撤换，增强城乡基层对涉黑涉
恶问题的“免疫力”；认真排查甄别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及庸懒滑贪
“四类村官”，切实加强民主议事
机制，严格落实党务、村务、财务
公开制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
积极作用，组织发动党员群众积
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遏制

“村霸”以及庸懒滑贪等问题滋生
蔓延。

同时，充分宣传群众、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深化拓展“战斗堡垒
工程”和“先锋模范工程”等专题活
动，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脱贫
攻坚、洱海保护、绿色发展和乡村振
兴紧密结合。在实施“基层党建创
新提质年”活动中，通过开展一次支
部主题党日、一次主题宣讲、一封公
开信等“十个一”系列活动，动员、引
导和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参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我州组织部门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夯实扫黑除恶基石

开展扫黑除恶 建设善美大理

举报电话：0871-65235320

邮政信箱：云南省昆明邮政7322号信箱
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应国）
在开展脱贫攻坚中，祥云县采取
把“技能课堂”搬进村、送上门的
形式，积极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了条
件，实现技能扶贫精准化、转移就
业优先化，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提供了保障。

按照“扶贫必扶智、输血变造
血”的工作思路，祥云县积极探索

“扶起来、站得稳、走出去”的“技
能课堂”进村入户新模式，根据农
村劳动力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
业需求，制定落实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就业帮扶计划。坚持以就

业为导向，以满足用工需求为目
标，以促进就业为基础，围绕县内
转移一批、县外输出一批、就地就
近吸纳一批等就业措施，提高农
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在把“技能课堂”搬进村、送
上门的同时，创新培训模式，推行

“定点+分散”“长期+短期”“线
上+线下”等培训方式，依托当地
特色产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大力
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
2018 年以来，全县开展农村劳动
力培训 3.1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 4400 人，促
进劳动力转移就业 1.6 万人以
上。同时，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员，开发
护林员、村级绿化管护员、保洁员
等扶贫公益性就业岗位，实现就
近就便就业。

祥云县通过实施就地培育、
返乡创业、支持回流、人才引入、
培训育才“五项工程”，遴选培育
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和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
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同时通过
采取创业经营带贫、创业项目用
工带贫、资产收益扶贫、发展就业
扶贫车间带贫等方式，与建档立
卡贫困户和贫困边缘户建立稳定
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增强
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

祥云县技能课堂进村入户

本报讯（通讯员 王芳义）
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
一季度，我州畜牧业生产除生
牛奶外，各项指标均呈现不同
幅度增长态势。

据统计，全州猪、牛、羊、活
家禽出栏分别达 94.59 万头、
12.1 万头、42.91 万只、544.5 万
只，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5.33%、
9.03%、5.51%、7.95%；全州猪肉
产量7.83万吨、牛肉产量1.48万
吨、羊肉产量0.8万吨、禽肉产量
1.09万吨、禽蛋产量1.87万吨，
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 3.69%、
1.68%、10.26%、9.95%、8.69%。

一季度我州畜牧业
生产呈现稳增长势头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樊 娇 艳
通讯员 赵丽娟） 近年来，洱源县
突出抓好洱海源头保护治理，全面
夯实生态基础，突出“水乡、温泉、民
俗、生态”的旅游主题，着力打好“健
康生活目的地牌”，稳步推动旅游产
业发展。同时，抓实高原特色生态
农业发展，打造“一乡一品”生态环
境格局，吸引了越来越多喜欢健康
生活方式的游客纷至沓来。

在洱海保护治理的大环境下，
洱源县茈碧湖镇梨园村铺设了污水
管网，建起了污水收集、处理、回用
系统，建成了尾水净化湿地，实现了

“四水全收”，垃圾统一收集处理，人
人做起了梨园的环保卫士。梨园村
污水管理员杨小丽每天都会准时来
照看村里的污水处理站，她说，梨园
村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政府花巨资建起了污水收集、处
理、回用系统，可不能因为工作疏
忽，让村里的污水影响茈碧湖水质。

沿着梨园村干净整洁的道路，

记者来到了高霞娟家的农家小院，
热情的高霞娟领着我们参观了厨
房、洗涤池和化粪池。她告诉我们，
村里村外都实施了环保项目，梨园
村如今更整洁、更漂亮了，村里 10
多户餐饮客栈经营户的生意比以前
更好了，生态旅游越来越红火。如
今，梨园村四分之一的村民从事生
态旅游行业，收入不断增加。

梨园村负责人阿福忠说：“如今
好多游客一住就是十多二十天，从
以前的旅游观光转变成休闲旅游为
主，更喜欢深度体验我们的生态环
境、生产生活，我们要以健康生活目
的地为目标，好好保护、经营我们的
梨园村。”

目前，洱源县正以全面打造养
生、养心的“健康生活目的地”康养
区为目标，提高医养服务能力水平，
推动建设“宜养洱源”；加快健康旅
游环境建设，推动建设“宜游洱源”；
提升整体居住环境质量，推动建设

“宜居洱源”。

洱源县着力打好“健康生活目的地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