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老虎灶”到“煤气灶”，虽然
相差仅两个字，然而燃料不同、使
用方法不同、便捷程度不同，亲身
感受就更不一样了。炊具从“老虎
灶”“炉条灶”“马蹄灶”“蜂窝煤炉”

“液化灶”“电磁炉”到“煤气灶”的
发展，每前进一步，都见证着一个
时代的变迁。

从 我 记 事 起 ，我 家 就 一 直 使
用“老虎灶”。厨房是用“土基”砌
成的低矮“厦片房”，墙壁很厚很
厚，俗称“二尺四墙”，墙上砌有方
形墙洞，用于放置茶罐、罗锅、茶
壶或盐罐等。土基是把木板钉成
一 个 高 宽 各 七 寸 、长 一 尺 五 的 长
方 形 模 子 ，把 土 加 水 和 成 稀 泥 再
拌 上 些 草 筋 填 入 模 子 ，用 手 压 实
后 再 蘸 水 抹 平 抹 光 ，取 下 模 子 任
其 晒 干 而 成 ，有 点 像 没 有 烧 制 的
生砖坯，是建房、砌灶和打围墙的
主要材料。

“老虎灶”名副其实，有点像只
蹲着的老虎 ：宽 灶 膛 、大 灶 门 ，前
头堆烧柴火的灶膛是老虎张着的
大 嘴 ，后 头 一 根 烟 囱 伸 到 屋 外 就
像老虎竖着的尾巴。往往在靠墙
一侧修建，底座为三旬土基高度，
上面砌成“连体灶”，灶膛大小以
铁 锅 而 异 ，靠 灶 门 安 置 一 口 较 小
的铁锅，用来蒸饭及炒菜；靠尾部
放置一口大铁锅，用来煮猪食。灶

膛至尾部的烟道和伸出屋外的烟
囱 相 通 ，便 于 排 烟 。 灶 门 下 面 是

“火塘”，烧剩的柴火炭用来烧水、
煮菜或取暖之用。

有句老话说得好，叫“越穷越
见鬼、越冷越刮风。”厨房没有玻
璃窗，地板用原土夯实而成，“干
天”打扫卫生常常弄得尘土飞扬，
而到了“雨天”呢，“厦片房”外面
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什么盆呀、锅
呀、碗呀、桶呀都得用来接雨水，
否则非变成水塘不可。“老虎灶”
灶膛大，十分浪费柴火，每天要烧
两 担 柴 ，通 风 不 好 的 厨 房 结 满 了
又黑又硬的“烟茧”。到了雨季柴
火潮湿，不易燃烧，做一餐饭要花
费 很 长 时 间 ，烟 熏 火 燎 常 常 呛 得
人泪流满面……

“ 老 虎 灶 ”耗 柴 、集 体 茶 所 耗
柴、集体瓦厂耗柴、常年烤火耗柴，
砍柴便成了村民的头等大事，每年
为烧柴要花费许多劳动力、消耗大
量森林资源，导致风越来越大，粮
食单产越来越低。随着大片森林
的消失，“山荒”加剧了“粮荒”进
程，造成了恶性循环。后来有人发
明了“炉条灶”，将灶门一方底座挖
开掏空，插入一块“炉条”外加一个
火门，好让灶灰从炉条缝隙掉到灶
洞里，达到“人要实心、火要空心”
的目的，以便灶火烧得更旺。再后

来，又有人在“炉条灶”基础上加装
“马蹄”，加入水后可以边做饭边烧
水，于是“马蹄灶”诞生……

如今，老家“老房子”早已变成
了城里人眼中的“别墅”，就像“卡
壳”的电影胶片一样在眼前闪现，
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社会在发
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
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为提
高生活质量，催生了灶具从“老虎
灶 ”“ 炉 条 灶 ”“ 马 蹄 灶 ”“ 蜂 窝 煤
炉 ”向“ 电 磁 炉 ”“ 液 化 灶 ”的 转
变。每一次“炊具革命”，灶体在
减小，耗柴也在减少，是一次“节
能减排”的全胜，不仅节约能源，
还 保 护 了 生 态 环 境 。 现 在 ，农 村
几乎不烧柴了，只是节假日为了寻
求“柴火鸡”的美味，偶尔破一下

“戒”。液化气、电磁炉纷纷走进厨
房，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
富有时代特色，一日三餐轻松实现
蒸煮煎炒，彻底告别了生火做饭的

苦日子。做饭，不再是累赘，而成
为一种享受。

曾 经 盛 极 一 时 的“ 老 虎 灶 ”，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 逐 渐 走 向 衰
落，90 年代后更是急剧减少，现在
已 经 消 失 殆 尽 了 。 不 仅 如 此 ，城
市的小家也要“鸟枪换炮”了。伴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水网、
路 网 、电 网 和 天 然 气 管 道 网 一 应
俱全，原来大城市引以为傲的“煤
气灶”，也要在小城市的小家里变
成现实了。

说起往事，老母亲深有感触：
“烟熏火燎，每做一顿饭，相当费时
费力。每年农事一过，就要忙着上
山砍柴、收松球……一年年不知为
烧 柴 要 花 费 多 少 劳 动 力 ，要 烧 掉
多少木材！”炊具从烧柴的“老虎
灶”到电器、煤气时代的跨越，正
是“炊具革命”的一个小小缩影，
一步步见证着人们奔向小康生活
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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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喜洲镇应征报名入伍
的青年正在排队体检。（摄于 7 月
30日）

当天，喜洲镇在喜洲卫生院
开展 2020 年度夏季征兵体检初
审工作，对 39 名应征报名入伍青
年进行视力、五官、血压、内科和
外科等项目的检查。经过初检，
共有 32 人合格。通过初检的适
龄青年将于近期到大理市武装
部接受终检，最终挑选出综合素
质过硬的有志青年应征入伍。

［通讯员 杨本耀 摄］

宾川县平川镇帽角山村委会群众正在清理养护进村公路。（摄于7月30日）
自 7月 20日以来，宾川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及村

组群众对帽角山村委会干线公路、村组道路进行清理养护。
［通讯员 张义红 杨进礼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赵思兰）近日，
大理市凤仪镇召开防汛抗洪救灾
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研究分
析全镇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
形势，安排部署全镇防汛抗洪救灾
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凤仪镇要求各村、各部门要进
一步健全完善防汛抗洪救灾和地
质灾害防治应急预案，适时开展实
战演练，提升抗洪抢险队伍素质，
强化应急物资储备，牢牢掌握住防
汛抗洪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主动权。要严明工作纪律，压实属
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

项目施工单位直接责任，强化领导
24 小时带班值班制度，坚决杜绝空
岗、脱岗的情况出现。要结合当前
辖区的防汛抗洪形势，围绕重点水
库、重点河段、地质灾害点等薄弱环
节展开全覆盖隐患排查，统筹做好
隐患整改方案，及时处置发现的问
题，务求将险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要全面落实责任，强化组织领
导，做好督促检查，进行细化分工，
层层抓好落实，形成“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死角”的工
作格局，全力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救
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乡镇干
部队伍建设为着力点，加强乡镇
干部队伍的配备和管理，提升干
部队伍的干劲和活力，破解乡镇
干部队伍建设难题。乡镇作为
抓工作落实、抓政策落地的关键
一级，承担的工作任务较重，尤
其是脱贫攻坚和环境保护治理
工作任务叠加的地方，基层干部

“5+2”“白加黑”已成常态，许多
基层干部都纷纷选择到上级部
门工作，基层留人难问题日益凸
显。笔者认为，破解乡镇留人难
问题还需拿出“硬措施”。

培育基层良好环境。坚持
“备用结合”原则，根据工作能力
和综合素质，通过压担子、交任
务，管好用活年轻干部，努力培
养一支素质优良、能上能下、结
构合理、堪当重任的乡镇后备干
部队伍。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
向长期在乡镇工作的优秀干部
倾斜，让会做事、肯做事、能做成
事的干部得到提拔任用。在职
级晋升和职称评定方面，坚持严
管 与 厚 爱 相 结 合 ，根 据 工 作 需
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和工作
实绩等因素综合考虑，坚持正确

的用人导向，避免出现简单的论
资排辈现象，最大限度激励基层
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畅通基层流动机制。制定
向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倾斜
的 政 策 ，完 善 干 部 双 向 交 流 机
制，有计划地对乡镇和上级部门
进行交流，促进公务员的合理流
动，及时更新和充实乡镇公务员
队 伍 ，加 大 乡 镇 公 务 员 招 考 力
度。建立定期转岗的流动机制，
加强基层公务员转岗交流，提升
公务员的全面素质，使乡镇内部
保持一种有序的活力。

保障基层薪资待遇。要结
合当地实际，适当调整基层工作
岗位补贴，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工
作人员工资福利的倾斜力度，适
当提高县乡基层工作人员的工
资水平，鼓励干部安心留在基层
干事创业，让更多的有才干、有
抱负、有水平的年轻干部愿意留
在基层、扎根基层，充分体现基
层工作人员的价值，进一步激发
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热情。

本报讯（通讯员 刘秀根） 近年
来 ，鹤 庆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紧 紧 围 绕
省州县党委决策部署和广大人民
群 众 的 重 大 关 切 ，在 实 践 中 持 续
完善专题询问的组织方式和工作
机 制 ，通 过 抓 实“ 问 什 么 ”“ 怎 么
问”“跟踪问”三个关键环节，连续
开 展 专 题 询 问 工 作 ，不 仅 使 专 题
询问成为人大监督工作的一种常
态 化 监 督 方 式 ，也 成 为 有 效 推 动

“一府一委两院”改进工作的又一
引擎。

聚 焦 民 生 关 切 ，精 准 选 题 。
通 过 走 访 调 研 、召 开 征 求 意 见 座
谈会、网络公开征集、从代表提出
批评、意见和建议中筛选等方式，
广泛征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 作 为 专 题 询 问 备 选 议 题 ，并 结
合上级人大关注的重点和县委中
心 工 作 最 终 确 定 专 题 询 问 议 题 ，
确保了专题询问议题具有精准的

“指向性”。从 2013 年开始，先后
对 县 城 建 设 管 理 工 作 、医 药 卫 生
体制改革工作、社会保障工作、国
有资产管理工作、行政执法工作、
食 品 药 品 管 理 工 作 、重 大 交 通 建
设 及 产 业 类 发 展 项 目 推 进 工 作 、
省级“美丽县城”创建等工作开展
了 专 题 询 问 ，专 题 询 问 监 督 方 式
由 2013 年的试水逐步走向了落地
生根。

聚 焦 重 点 内 容 ，科 学 设 问 。
将 专 题 询 问 议 题 分 解 为 体 制 机
制、具体举措、要素保障、特色亮

点等 6 至 7 个方面的重点内容，由
常 委 会 主 任 、副 主 任 带 队 在 询 问
前 一 个 月 深 入 开 展 调 研 工 作 ，结
合 实 际 情 况 ，科 学 设 置 专 题 询 问
问题。在专题询问联组会议上由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向县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面对面进
行询问。如：在开展创建省级“美
丽县城”专题询问中，县人大常委
会 组 成 人 员 、应 邀 列 席 会 议 的 县
人大代表围绕民众和企业普遍关
心 与 关 注 的 如 何 强 化 规 划 引 领 、
如何强化“干净”治脏、如何强化

“宜居”建强、如何强化“特色”扮
靓 7 个 方 面 16 个 问 题 以 及“ 美 丽
县城”创建工作中 10 个建设项目
推 进 情 况 等 进 行 专 题 询 问 ，为 创

建省级“美丽县城”精准把脉、出
谋划策。

聚焦督促落实，持续问效。专
题询问联组会议结束后，县人大常
委会根据专题询问的情况，梳理、
归 纳 、整 理 形 成 专 题 询 问 审 议 意
见 ，及 时 向 县 人 民 政 府 交 办 。 其
后，对专题询问审议意见整改落实
情况采取组织代表视察、由县人大
常委会会议专题审议、组织开展对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等
方式，持续开展动态跟踪问效，有
效增强了监督工作的刚性，形成了
对政府相关工作的有力推动，确保
了专题询问不止于“问”和“答”，而
在于“以问促改”，群策群力、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文忠） 今年
4月，中共大理州委组织部、中共大理
州委老干部局、大理州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共同印发了《大理州干
部退休荣誉制度（试行）》，制度的印
发有效拓展了我州干部退休制度。

突 出 了 实 用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
《大 理 州 干 部 退 休 荣 誉 制 度（试
行）》主要精神体现在荣誉制度内
容的“七个一”主线和荣退仪式的

“七个一”要求（“7+7”）。实现了
制 度 建 设 内 容 和 形 式 的 有 机 统
一，有效结合。从 7 个方面对干部
退休荣誉制度做出明确规定，即，
进 行 一 次 谈 心 谈 话 ，开 展 一 次 健
康体检，举行一场荣退仪式，组织
一 次 服 务 对 接 ，组 织 一 次 专 题 培

训，推荐参加一个社团活动，开展
一次法纪教育。从 7 个方面对干
部 退 休 荣 誉 仪 式 提 出 明 确 要 求 ，
即，召开一个座谈会，颁发一本退
休证，发放一块纪念牌，佩戴一朵
荣誉红花，赠送一份工会纪念品，
发 放 一 本 老 干 部 政 策 实 用 手 册 ，
拍摄一张纪念照。

彰显了政策性和时代性。老
干部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特色。干部退休制度是党和国家
干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
州干部退休荣誉制度（试行）》全面
贯彻落实了党和国家干部退休制
度，进一步深化了党和国家干部退
休制度的深刻内涵，拓展了干部退
休制度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委、

政府对退休干部的政治上尊重、思
想上关心、组织上关爱、人文上关
怀，把党和政府对退休干部的关怀
关爱落到实处；进一步体现了党内
关怀，切实增强了干部退休的政治
荣誉感、组织归属感、退休仪式感，
实现了在岗工作和离岗退休无缝
衔接，也充分回应了广大退休干部
的关切和期盼。

强 化 了 政 治 引 领 和 价 值 取
向。干部退休不仅仅是完成干部
的 新 老 交 替 ，更 重 要 的 是 实 现 党
的事业薪火相传、使命传递；为党
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是离退休
干 部 工 作 的 永 恒 主 题 ，也 是 离 退
休干部工作的价值取向。《大理州
干部退休荣誉制度（试行）》明确

要求退休干部进一步强化政治引
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珍惜光荣历史、永葆
政治本色，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
党 ，做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坚 定 信 仰 者 、全 面
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
行 者 、大 理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可 持
续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做讲政治、
守规矩的表率。真切希望退休干
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威望优势，实现政治品格、优良传
统、优秀品德有效传承，讲好大理
新故事，传播大理好声音，为大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继续
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刘喜树） 为了
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近日，
巍山县文物部门全面启动对县域
内所有散落的古代金石碑碣进行
抢救收集（录）和传拓等田野调查
工作。

此次抢救收集（录）和传拓的主

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并具有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碑刻。其范围包
括摩崖题刻，圣旨碑、墓祠碑、宫庙
碑（功德）、记事碑和篡言碑等。目
前，大约收录金石碑刻 150-200 通，
并对其进行传拓作为巍山县南诏博
物馆的碑刻文献永久收藏。

鹤庆县人大常委会：

抓实三个关键环节提升专题询问实效

我州“7+7”施行干部退休荣誉制度

从“老虎灶”到“煤气灶”的“炊具革命”
□ 罗武昌

破解乡镇留人难问题
还需拿出“硬措施”

□ 施秀红

大理市凤仪镇安排部署防汛抗洪救灾
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巍山启动古代碑刻
保护抢救收集（录）传拓田野调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近日，
弥渡县多措并举，学习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让民法精神
融入工作和日常生活，为维护生产
生活秩序，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服务。

民 法 典 是“ 社 会 生 活 的 百 科
全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
地 位 ，也 是 市 场 经 济 的 基 本 法 。
弥 渡 县 各 级 领 导 带 头 学 习 民 法
典 ，充 分 认 识 颁 布 实 施 民 法 典 的
重大意义。广大干部职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把学
习宣传民法典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间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迅速形成学习宣传民法典的热潮，
着力提升机关干部职工的法治意
识、法律思维。

学习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
等 多 种 形 式 ，营 造 浓 厚 学 习 氛
围。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求实》杂
志上的《扎实推进民法典实施》文
章 和 民 法 典 中 相 关 篇 章 的 新 规 。
实行 一 级 带 动 一 级 ，常 抓 不 懈 地
学 习 民 法 典 ，让 民 法 典 走 到 群 众
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增强全民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的 自 觉 性 ，推 动 民 法
典实施。

弥渡多措并举学习宣传民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