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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在祥云县刘厂镇一食品经营店检查食品质量安全。（摄于9月24日）
国庆节将至，祥云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进

一步督促食品经营户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保障人民
群众节日期间食品消费安全。 ［通讯员 彭枝福 摄］

永平县旭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散养的鸡。（摄于9月19日）
近年来，杉阳镇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在阿海寨村委会马家村民小

组成立了黄焖鸡产业原料鸡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永平县旭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盘活林下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土鸡养殖。截至目前，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鸡圈
1636.38平方米，全镇生态鸡存栏10591羽。

［通讯员 吴玫 记者 李百祥 摄影报道］

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公室党支部与高速公路交警一大队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
引领聚合力 结对共建促提升”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摄于9月20日）

当天，两个党支部先后前往剑川县甸南镇支队扶贫挂钩点上关甸村召开院坝
会，认真解答和记录群众提出的诉求、困难；以“文明交通共践行”为主题，与剑川县
甸南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和上关甸村村民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前往剑川县张伯简纪
念馆，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命精神”红色教育活动。

［通讯员 李杏梅 摄］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9月25日上
午，大理苍洱“卫生健康”宣讲团走进大
理市银桥镇新邑村，为洱海保护一线工
作人员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
行专题宣讲。

活动中，大理苍洱“卫生健康”宣
讲 团 成 员 、州 人 民 医 院 急 诊 科 主 任

杨灿菊为大家宣讲了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并结合洱海保护一线工作
人员的工作环境及特点，为大家讲述
了 破 伤 风 、蛇 虫 叮 咬 等 疾 病 预 防 知
识。同时，州人民医院、州中医医院医
务人员还为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了健
康体检和义诊。

大理苍洱“卫生健康”宣讲团
为洱海保护一线人员作专题宣讲

云龙县高级农艺师、“天池金
光”兴农科技名人王恒川（右二）
在大栗树茶园基地指导传授茶叶
病虫害防治技能。（摄于9月20日）

近年来，云龙县深入实施“天
池金光”人才计划，命名“兴农科技
名人”“技能名匠”等 40 名本土人
才，充分发挥“土专家”的优势特
长，培育“小土专家”，壮大本土人
才队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通讯员 李晓月 钱丽娅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陆向荣

又是一年“金叶”飘香时。眼下，正
是巍山县烟叶采收烘烤季节，田间地
头、烤房群随处可见烟农们采收、编竿、
装窑的忙碌身影。

9月 19 日上午，在今年刚建好的
大仓镇团结村天然气烤房群，前厂村
民小组村民赵家治正将一筐筐刚从
烟田里采回的烟叶卸下车，准备编竿
装窑。

赵家治是当地的种烟大户，今年他
共种植了烟叶 60多亩。“烟叶种植不仅
要种得好，还要烤得好。今年这个天
然气烤房不仅烤出的烟叶质量更好，
还节约了烘烤成本。”赵家治感慨地
说，过去用生物质燃料烘烤，每窑成本
在 2200 元左右，现在天然气烘烤每窑
只需 1800 元，每窑节约了 400 元左右，
60 亩烟叶共 20 窑烤烟就节约了成本
8000多元。

据大仓镇分管烟叶生产的副镇长
石东妮介绍，今年团结村在中国冶金地
质总局95万元定点帮扶资金的支持下，
通过村集体自筹71.6万元，撬动企业投

资600余万元，共建成50座天然气烤房
群，解决了300户烟农的烟叶烘烤难题，
预计可增加烟农收入2115万元，增加村
集体收入10万元。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优良的地理区
位优势及粮烟协同创出产业良性循环
的发展经验，加大“一县一品”红大特色
烟叶发展，促进了地方群众增收和乡村
产业振兴，但在烤烟产业发展中普遍存
在散户种植烟叶、散户烘烤烟叶等情
况，大多数烤房都是自家建造的传统烤
房，存在烘烤烟叶劳动力投入多、烘烤
烟叶水平良莠不齐及空气和环境污染
等问题。

2023年以来，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结
合实际先后在巍山县庙街镇慧明村、云
鹤村，大仓镇团结村三个烤烟生产重点
村实施了集中烤房群建设，帮扶建设的
烤房设备产权归村委会所有，采取“党
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将村集体、龙头企业及群众利益进
行有效联结，促进了群众增收，增加了
村级集体收入。

走进庙街镇慧明村电烤房群，35座
密集式烤房“火力全开”，随着控制仪

上的数字跳动，烤房内的烟香逐渐弥
漫开来。慧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士彬表示，2023 年，中国冶金
地质总局在慧明村利用村集体 7 亩
闲置建设用地，建设集仓库出租、烟
叶分拣烘烤等一体的产业发展配套
项目，共完成投资 246.58 万元，其中，
定点帮扶资金 70 万元，烟草部门投
入 122.5 万元，受益村自筹资金 54.08
万元。

“以前用柴、煤烘烤时，需要24小时
守在烤房旁，生怕有啥闪失，而且还累
得很，间隔2小时就得往炉膛添一次煤，
又脏又累。”提起电能烤房带来的好处，
烤房群技术管理员张国春颇有感触。

“现在有了智能电烤房，农户无论在家
里或是在田里干活，只要通过手机就能
看到烤烟的成色、温度、湿度，同时，烤
出的烟叶在这里直接进行分拣后送到
分级点，让烟农省力又省心，改变了传
统烤房一到烘烤季全家总动员的忙碌
状况。”

“来这里分烟每天的工资是 120
元，一年烘烤季能有 5000 多 元 的 收
入。”来自冷水塘村的张书花正和姐

妹们就地分拣出炉的烤烟。“密集式
烤房群建成出租后，我们村的集体收
入从 2020 年的 4 万多元增加到了今年
的 30 多万元，同时还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 4500 多人（次）的就地务工机会。”
张士彬说。

“现在，村级集体收入增加了，许
多过去想做而做不了、做不成的公益
事业有了资金支持，可以做得更好
了。”张士彬说，今年慧明村对考取大
学的 11 名学生进行了奖励，共发放奖
励资金 2万元，在敬老节、六一儿童节、
春节等节日也对村里的空巢老人和留
守儿童进行了慰问。

烤房群建设帮扶项目只是中国冶
金地质总局帮扶巍山的项目之一，自
2015年开启对口支援巍山的“结亲”之
旅后，该局围绕“着力改善民生之事，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这一目标，整合资源，
创新帮扶方式，多渠道、全方位、立体式
帮扶巍山，一大批民生项目在巍山县各
乡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4年，中
国冶金地质总局共投入帮扶资金597万
元，实施健康帮扶、教育帮扶、产业帮扶
等项目12个。

□ 通讯员 杜秉琴

漾濞县委第一巡察组进驻漾江镇
党委，对辖区内 4 个村进行常规巡察。
镇上动员工作结束，巡察组人员中午
到宾馆办理入住，刚到宾馆门口，宾
馆杨老板就笑着跑出来，把巡察干部
们迎进大厅，抢着楼上楼下来回搬
行李，忙完杨老板特意安排好茶水，
留大家在大厅坐一坐，他说要好好
谢谢巡察组。宾馆杨老板为什么对
巡察组这么热情？为什么要感谢巡察
组呢？

这还得从漾濞县委第九轮巡察
说起。当时，县委第一巡察组到漾
江镇党委开展常规巡察，同时对脉
地村等 3 个村党总支开展巡乡带村
巡 察 工 作 。 当 巡 察 组 进 驻 脉 地 村

时，脉地村包括宾馆杨老板在内的
16 户村民向巡察组集体联名上访反
映，他们在棚户区改造时，按协议完
成了自家房屋的拆除重建等工程，但
至巡察组进驻仍未领到每户 4 万元
的协议补助金。

经初步了解，巡察组得知当时镇、
村同时重建房屋的一些农户已领到补
助，但为什么棚改补助金一部分农户
拿到，一部分没拿到？要先弄清楚这
两部分农户有什么不一样。巡察组召
开组务会研究决定分头行动，一组到
农户家走访，一组到镇政府了解情
况。入户走访人员了解到部分农户之
前送审材料不够，先后补过几次材
料，现已拿到补助；一部分农户补了
材料，但仍没领到补助。据漾江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镇、村没有棚户

区改造项目审批权限，他们主要负责
农户与县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之间
的协调对接。巡察组与县棚改办负责
人取得联系，了解到根据棚改资金审
核和审批手续的要求，棚改补助资金
为全封闭管理，兑付工作要求批量进
行。因涉及批次比对，材料补充完
善，县棚改部门、州城投公司审批及
银行部门签署办理等过程，会造成同
一时间完成改造农户没有同时领到补
助的情况。

巡察组将相关情况和农户作了解
释，同时将宾馆杨老板等 16 户村民的
上访件移交县棚改办，由县棚改办牵
头，漾江镇政府配合完成调查核实及
群众答复工作。县棚改办和漾江镇政
府一同与信访人进行了面对面答复。
对相关政策再次作了宣传，对不符合

送审要求的材料作了说明和完善补充
指导，同时明确指出少批多建、无规划
审批手续等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况无
法送审。

漾濞县委第九轮巡察集中整改期
结束后，巡察组到漾江镇开展巡察整
改满意度测评及实地监督检查时到宾
馆杨老板等农户家进行了回访，符合
申报条件的农户均领到了棚改补助
金，经过镇和县级部门工作人员的解
释宣传，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群众也明
白了政策要求，所有回访到的群众都
表达了对巡察组的感谢。

时隔近一年的时间，当县委巡察
组再次到漾江镇时，受到群众的热情
欢迎，这是对巡察工作的认可，也是每
位巡察干部想要看到并一直付诸努力
的目标。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帮扶巍山建设新能源烤房群——

为烟农“赶烤”保驾护航

漾濞：巡察利剑彰显为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