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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陈 应 国）
近年来，祥云县主动融入“大祥巍
一体化”发展战略，聚力打造综合
大交通枢纽新格局，逐步构建“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强 化 规 划 引 领 ，做 好 合 理 布
局 。 紧 紧 围 绕“ 建 设 成 为 先 进 制
造业中心、商贸服务国际港、产城
融合新型城市”的目标，充分发挥
综 合 交 通 对 培 植 产 业 集 群 、加 快
集 聚 发 展 的 基 础 性 支 撑 作 用 ，以
打 造“ 内 畅 外 联 、互 联 互 通 、全 方
位 、立 体 化 、大 运 量 ”的 立 体 交 通
体系为战略部署，依托现有“一高
两 铁 四 站 ”规 划 构 建“6322”（6 条
高 速 ：楚 大 高 速 、楚 大 高 速 复 线 、
宾南高速、大攀高速、祥云米甸至
弥 渡 高 速 、昆 楚 大 超 级 高 速 ；3 条

铁 路 ：广 大 铁 路 、广 大 铁 路 复 线 、
昆大丽高速铁路；2 条国道：320 国
道、554 国道；2 条省道：224 省道、
328 省 道）和“953”（9 个 高 速 公 路
收 费 站 ：楚 大 高 速 的 祥 云 、板 桥 、
下庄收费站和机场收费站，大攀高
速的米甸收费站，楚大复线的禾甸、
刘厂、祥云北收费站，宾南高速的
祥 云 南 收 费 站 ；5 个 客 货 运 站 场 ：
祥 云客运枢纽站、云南驿站、水目
山 物 流 货 场 、国 际 物 流 港 南 港 货
场、国际物流港北港货场；3 对高速
公路服务区：云南驿服务区、普淜
服务区、东山服务区）格局的公铁
联运米字形放射式的综合交通格
局，在“十四五”末全面实现“东融

（融入滇中联系昆明）、西承（联动
滇 西 ，对 接 大 理）、北 联（协 同 丽
攀 ，北 达 成 渝）、南 贯（贯 通 弥 涧 ，
联 系 临 沧）”，与 大 理 市 交 通 枢 纽

形 成“ 一 客 一 货 、客 货 联 动 ”的 国
家级交通枢纽。

聚 焦 产 业 布 局 ，抓 好 项 目 建
设。紧扣争创国家级产业园区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推进以铁
路、高速公路、国省道、城乡道路等
为重点的交通网络建设的同时，将
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主战场。2016 年以来，先后
投入资金 5.81 亿元，实施农村公路
建设 1206 公里，建设里程和投资规
模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县建制
村公路实现 100%硬化、自然村道路
硬化率达 92.7%，农村公路由窄变
宽、由线成网、由通向好，路网结构
不断完善，村组“毛细血管”变成了
畅通无阻的“大动脉”，为搭建有利
于产业、行业、企业和人口转移的
承接平台，以及加快发展以先进制
造、现代物流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为主的新经济中心夯实基础。
紧 盯 发 展 目 标 ，立 足 长 远 发

展。着眼“百万人口、千亿产值”的
区域性产业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目
标，谋划、推进外联内畅、立体高效
的国家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抓好祥云境内国家物流枢纽内环
线 项 目 、祥 云（米 甸）至 弥 渡 高 速
公 路 、“ 十 四 五 ”综 合 货 运 枢 纽 项
目、中河公路、物流园区旅游公路
等项目前期工作并积极推进项目
落地，高标准、高质量加快综合交
通路网体系建设，进一步支撑带动
祥云产业发展和加快城乡一体化
发展。同时，在全县综合交通体系
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公
路管养体制改革和“美丽公路”建
设，不断丰富“绿色交通”内涵，全
力营造祥云“畅、安、舒、美”的综合
交通环境。

祥云聚力打造综合大交通枢纽新格局 开展“大理之问”大讨论活动犹如诊疗病
痛，先要查找病灶，然后开方抓药，最后施治见
效。为“大理之症”开方抓药，就是要提出解决
问题的好对策和推动发展的好思路。

然而，我州很多干部面对新形势，思想僵
化、观念陈旧；面对新挑战，勇气不够、魄力不
足；面对新情况，思维局限、视野不宽；面对新
问题，知识匮乏、本领恐慌。所以，开展“大理
之问”大讨论活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思想
意识方面的问题，让所有干部增强推动发展的
信心、打破思维僵化的桎梏，把精力和注意力
凝聚到发展第一要务上来；让所有干部都对大理
严峻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过自我拷
问拿出拼的勇气、闯的劲头、争的意识，着力把
大理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一言以蔽之，就是
要激发出答好“大理之问”的大理智慧。

发挥大理智慧，就要彻底破除安现状、守
摊子的旧观念，牢固树立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的发展意识；就要彻底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即
满的旧观念，牢固树立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
开拓意识；就要彻底破除甘于落后、自我满足
的旧观念，牢固树立争先进位、比学赶超的竞
争意识；就要彻底破除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
旧观念，牢固树立革故鼎新、大胆突破的改革
意识；就要彻底破除等靠要、慵懒散的旧观念，
牢固树立主动作为、自力更生的创业意识。

发挥大理智慧，就要坚决扭转唯书唯上、
盲从权威和沉溺于听招呼、守规矩的消极心
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言
人 所 不 敢 言 、为 人 所 不 敢 为 、化 不 可 能 为 可
能；就要坚决扭转凡事找依据和拘守条条框
框的消极心态，以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
胜利的魄力，大胆涉险滩、啃下硬骨头；就要坚
决扭转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和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的消极心态，以“舍我其谁”的气概，不计
得失、奉献事业。

发挥大理智慧，就要树立并运用战略思
维，把握好方向性、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
问题，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就要树立并运用
系统思维，注重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增强统筹协调的能力；就要树立并运用底
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
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就要树立并运用辩证思
维，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
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
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形势、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发挥大理智慧，就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
际、行业特点，认真学习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专
业理论和各种新知识，做到知行合一；就要带
着问题、带着思考学，在学习中不断启发新思
路、新方法，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做到学用结合；就要运用学
到的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大理之问”也是思想之问，考验的是全州上下的集体智慧。
我们要切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鼓足勇气、拿出魄力，打破定势、
开阔思维，增加知识、提升本领，充分发挥“大理之智”，坚决答好

“大理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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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陆向荣

“大春时把家里的地租给村里
人种烤烟，每亩租金 1100 元；烤烟
收后种晚秋玉米，每亩可卖 3100 多
元；这几天又在玉米下套种了蚕豆，
每亩可收入 1000 元。一年下来，每
亩可收入 5000多元。”11月 2日，巍山
县庙街镇新华村委会华家村村民
赵 以芬边采收晚秋玉米边高兴地

对记者说，种植晚秋蔬菜让她家每
亩地的收入翻了近一番。

按照正常的农作时节，巍山的玉
米一般在四月下旬、五月上旬播种，八
月下旬开始收获。而在华家村，深秋时
节一片片绿色的玉米长势正好，村民
们正忙着采收青玉米出售给收购商。

“今年公司在新华村委会种植
晚秋玉米 150 亩，带动周边农户发
展种植 240 多亩，按照现在的收购

价 ，农 户 一 亩 地 能 增 收 3000 元 至
3500 元。”巍山县宏杰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沈军剑告诉记
者，2016 年开始，该公司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在巍山县发
展烤烟地套种玉米，与农户一对一
签订保底收购合同并提供种子和技
术指导。未来两年内，公司将把晚
秋 玉 米 种 植 规 模 发 展 到 500 亩 至
1000 亩 左 右 ，能 为 当 地 农 户 带 来

100万元至 150万元左右的收入。
据了解，巍山县在 2013 年试验

示范成功的基础上，抓住每年 7 月
下旬至 9 月底近 70 天的最佳时节，
在气候适宜的部分村组发动群众种
植以秋早蚕豆、秋玉米、秋早马铃薯
等市场效益好的晚秋反季节农作
物，使当地种植业生产由传统的一
年两季播种变成了三季播种，有效
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晚秋蔬菜种植让巍山群众收入翻番

大理重大党史事件

恢复发展工业
大理解放初期的工业企业

绝大多数属于小型企业，设备
简陋、技术落后。1950 年初，人
民政府先后接管了乔后盐场、
下关新康藏茶厂、下关玉龙发
电厂，向企业派出军代表进行
初步整顿，实行“一长制”的领
导体制，其余私营企业仍沿袭
由企业主或股东组成的董事会
直接管理。

1950 年 4 月，省人民政府接
管乔后盐场，设盐务管理处，隶属
省管。 1953 年就矿建厂，改名
乔后盐矿，实行产销分开，同时开
展民主改革，取消私营灶，扩大公
营灶，结束了私营制盐的历史。

1950 年初，下关临时管制
委员会接管下关玉龙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划归下关滇西北人民
机械厂管理，行政工作由大理专
员公署领导，生产业务由省电力
局管理。1951 年后更名为下关
发电厂，归口下关市管理。

1950 年初，人民政府接管
下关新康藏茶厂，更名为中国茶
叶公司下关茶厂，行政上隶属
下关市人民政府，业务上受中国
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
公司领导。

同时，下关火柴厂、周记铁
工厂等私营小型企业归口下关
市管理，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
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
扶持 52 户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恢
复生产，使他们能进行正常生产
和扩大再生产，把他们的生产逐
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在 大 理 解 放 初 期 的 工 业
化运动中，地委按照中央、省委
的要求，从实际出发，积极建立
和发展地方工业，厂矿企业不
断增加，同时改进管理和技术，
促 进 工 业 企 业 快 速 恢 复 和 发
展。 1951 年，蒙化县在蒙城镇
建立小型火电厂，装机容量 10
千瓦。 1952 年，祥云县在县城
观 音 阁 兴 建 40 千 瓦 煤 气 发 电
机组，供机关照明使用。下关、
大理两城区实现生活照明用电
和生产用电各占一半，其他各
县均建有小火电厂并实现县城
照明，部分厂矿也建立了自备电
源供生产和照明使用。1950 年
至 1952 年，先后建成云龙分水
岭、剑川建基、蒙化马鞍山、鹤庆
县锅厂河等铁厂。 1952 年，国
营经济比重不断增长，工业总产
值增长 83.9％，年均递增 28.8％；
国营工业从无到有，建立起 43
个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9.2%；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8.06%上升
为 14.5%。

（州委党史研究室 赵树生）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字 正 张）
永平县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紧密结合，紧扣“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
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强化学习教育，
助推民族团结进步，持续开创各族
群众共同繁荣发展新局面。

围绕“一个目标”，强化学习教
育。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总目标，深入学习四本

“指定书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工作、“四史”等的重要论述，引导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不 断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巩固提升省级“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县”创建成果，努力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弘扬“一种精神”，深化“五个认
同”。培树基地抓教育，讲好战斗英
雄杨建章、爱国乡绅罗汉彩等典型
人物事迹，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着眼长远抓从
小，在全县 83 所学校分批开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课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小手拉大手”等活动。强
化宣传抓引导，加强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宣传
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使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坚持“一个方向”，促进社会和
谐。始终坚持宗教中国化这一方
向 ，将 民 族 宗 教 领 域 纳 入 普 法 规
划 、“ 平 安 永 平 ”建 设 等 的 重 点 内
容，压实各级党政干部责任，抓实

“五进”活动开展，带头推进依法治
理，推动民族宗教工作与社会治理
深度融合，保证各族群众平等享受
权利、平等履行义务。

突出“一个主题”，夯实发展根
基。突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主题，把各族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一方面
围 绕 国 家 战 略 安 排 ，落 实 政 治 要
求，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
增强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
庭 成 员 的 归 属 感 、自 豪 感 和 使 命
感；一方面践行共建共享理念，增
进民生福祉，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关
心关怀全面贯彻到群众中，扎实推
进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五创五提”
重点工作建设，不断提升各族群众
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永平强化党史学习教育助推民族团结进步

青山环抱的弥渡县牛街乡保邑水库。（摄于 10月 9日）
近年来，弥渡县抓实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国家储备林、林产业扶贫、林业生态修复（PPP）等项目工程，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在守护

绿水青山的同时也收获了金山银山。 ［通讯员 杨 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