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县水泄乡世兴村沃柑种
植基地，农户在采摘成熟的沃柑。
（摄于3月11日）

近年来，水泄乡依托低热河谷
优势，采取“党支部＋农户+基地”
的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
以“一村一品”带动产业增效、群众
增收。
［通讯员 马海云 李煜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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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宾川：约谈提醒为巡察干部扣好“风纪扣”

筑牢校园体育安全“地基”新标准将实施

追踪预付卡消费纠纷频发背后的三大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祖 鲁晓川）
祥云县将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贯穿经济
社会发展与组织工作全过程，以作风之
变推动发展之变。2023年，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达204.57亿元，云南祥云经济技
术开发区升格为省级园区，面向印度洋
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大理（祥云）国际陆
港初见雏形。

创新实施“三干”行动，让实干担
当蔚然成风。探索实施“创新破题干、
务实扎实干、担当作为干”行动，狠抓
破解要素制约，实施基础网络建设、重
点项目要素保障等五大攻坚行动，以
要素保障主导产业集聚。大力弘扬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组建经
开区重大工业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班，
创造了 4 个月征地 4000 余亩的“祥云
速度”，2022 年以来，累计完成土地征
收 7000 余亩，被确定为国家深化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县和云
南省集体土地征收标准化试点县。持
续深入开展“争当新时代激情奋进的
祥云好干部”专题活动，105 名重实干、
创实绩干部被提拔使用，292 名干部晋
升了职级，对 12 名“末位管理”人员作
出组织调整。

创新开展“三比两评”，让你追我
赶成为常态。以“亮目标比进度、破制

约比力度、优服务比速度”和“月巡月
评提效能、专报专评转作风”为抓手，
建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的乡
镇巡回检查、末位表态工作机制，清单
化推进部门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
2022 年以来，累计开展乡镇巡回检查
12 次、县级部门月度评价 16 次。持续
办好县融媒体中心“媒体曝光台”和

“关注”专题栏目，对纪检、组织、督查
部门发现的问题，按要求适时在媒体
通报曝光，推动形成转作风、抓落实的
良好氛围。“三比两评”工作机制被云南
省效能办作为 2023 年第三批作风革命
效能革命先进典型推广。

创新探索“五证同颁”，让项目落
地高效快捷。紧盯项目审批慢、落地
慢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探索“五证同颁”、送证上门新模
式。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建
立发改、住建、环保、自然资源等多部
门联动机制，推动项目串联审批向并
联审批转变，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
限。贝特瑞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 万
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仅用 7个工作
日就完成从县级到省级的能评审批流
程，40 天取得能评批复，44 天取得环评
批复，开创了重点项目联审联批的“祥
云速度”。

祥云推行“三个创新”以作风之变推动发展之变
本报讯（记者 李迪 杨福寿） 3 月

16 日上午，以“中华美食荟·好味云南”
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大理巍山小吃
节开幕式在巍山古城拱辰楼广场举行。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云南省
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中国烹饪协会特
邀副会长吕秋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州委副书记肖创勇、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剑萍、州政协主席朱建斌、云南省彝
学会会长李国林出席开幕式。

陈真永在致辞中指出，寻根文化，
巍山值得长长奔赴——南诏古都、彝祖
故里、道教圣地、鸟道雄关、红河之源、和
谐回村，每次奔赴都能感受多元文化的
魅力。寻味大理，巍山值得细细品尝——
巍山小吃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地域风格；
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气息，是无法抗
拒的人间美味，“玩在大理，吃在巍山”，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美食之旅，就不会忘

记这座古城的独特味道。寻找生活，巍山
值得慢慢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大理，
在巍山看得见历史、记得住乡愁，古城沉
淀我们的思想，山水抚慰我们的灵魂，美
食充盈我们的生活，巍山是一个真正静
得下来、慢得下来、停得下来、值得一来
再来的好地方。小吃虽小，只要用心，就
可吃出感觉、品出文化、悟出生活；小吃
不小，只要善用，就能展示城市形象、带
动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

开幕式上，出席仪式的领导和嘉宾
共同开启“中国美食荟·好味云南”第
十一届中国大理巍山小吃节“全国小吃
大集”；巍山县被授予“中国气候宜居城
市”；启动了“巍山乡厨·柠檬飘香”——
创意烹饪技能大赛；以视频形式发布了

“品味巍山 寻根南诏”主题灯光秀、全
国参展小吃名录等本次巍山小吃节活
动亮点。

第十一届中国大理
巍山小吃节开幕

□ 通讯员 李红周

近年来，宾川县平川镇在大力发展
特色种植养殖的同时，通过千方百计找
路子、寻方子，送技上门、精准施策，帮
助群众“开方子、挣票子”。

送技上门，提升增收能力。通过强
化技能培训及开展送技上门活动，把种
植养殖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抓实就业培
训全覆盖，组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6场
次、培训2679人次。同时，积极申报“脱
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优化公益岗
位设置，开发乡村公共服务岗位248个、
生态护林员岗位 70个，力争做到“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创业一人、带动一片、

激励一方”，不断提升脱贫群众致富增
收能力。2023 年共转移输出劳动力
1.66万人次，扶持创业人员担保贷款21
户395万元。

精准施策，助推群众增收。坚持
把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脱贫人口增收
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户因
村施策，全面落实防止返贫致贫监测
和帮扶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防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不断强化乡村产
业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持续加
快。坚持走实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构
建“大产业”发展格局，全力打造“一村
一品”的农村特色产业，建成得底么红
美人柑橘、朱苦拉红美人柑橘、平川阳

光玫瑰葡萄、底么阳光玫瑰葡萄、古底
阳光玫瑰葡萄、盘谷阳光玫瑰葡萄产
业基地。同时，在百旺超市等 4 家县
内超市设立了平川镇扶贫产品消费专
区，抓实消费扶贫，不断助推脱贫群
众增收。

多措并举，强化民生保障。持续
强化教育保障，不断巩固“双减”政策
成果，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雨露
计划”“营养改善计划”等政策全面落
实，发放各种补助资金 613.89 万元，确
保脱贫户和监测对象的子女 100%全覆
盖 ，实 现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生“ 零 辍
学”。持续强化医疗保障，符合参保条
件的脱贫户、一二级重度残疾等兜底

人员 100%参保，精准对接和落实低保、
特困供养等巩固拓展兜底救助政策，
强化动态管理和政策宣传，做到应纳
尽纳、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和兜稳兜
牢。持续强化住房保障，扎实开展农
村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
作。持续强化饮水安全保障，全镇 14
个行政村人饮水量、水质、取水方便程
度和供水保证率全面达到规定标准。
惠农政策全面落实，发放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种粮补贴、农机补贴 532.75 万
元，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554 户 7218 万
元，做到应贷尽贷。持续优化便民服
务，投资 130 万元完成平川敬老院服务
能力提升改造。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宾川平川镇——

送技上门促增收 精准施策助振兴

□ 通讯员 李丽君

近年来，弥渡县德苴乡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将破埂并田、田块平
整、土壤改良、高效节水、机耕道路、田
园风光等现代化农业要素相糅合，进行
统一规划设计，坚持“一张蓝图”打造高
标准农田示范村。

说起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好
处，德苴村委会委员石源波感触良多，
他说：“经过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路
宽了、渠通了、地块又大又平，实现了
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原来需要 272 户
农户耕种的田块，现在仅需五六名农

机手就能完成。翻耕、收割、施药、除
草以及运输费用降低了，种粮成本高
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高标准农
田建设，德苴乡“地平整、田成方、路成
网、沟相通、渠相连”的格局基本形成，
一片片“巴掌田”、低效田化零为整，逐
步变成“旱涝保收、宜机作业”的连片
田、高产田。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通过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德苴乡引
进泓远实业集团（云南）有限公司作
为龙头企业，以村级合作社为主体，
以每亩 1200 元进行土地流转，联合成
立弥渡德泽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与泓远实业

集团（云南）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发展
西蓝花、贝贝南瓜等蔬菜种植基地，
促进小农户与大农业有机衔接，拓宽
农户增收渠道。基地产值 20%的收益
归合作联社，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农户
地租，其余资金纳入村集体经济收
入，实现企业、合作社“双赢”，村集
体、农户“双增收”。

2023年12月，泓远实业集团（云南）
有限公司采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机械化作业的模式，在德苴村及
团山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种植西蓝花
376 亩，现西蓝花已成熟可采。德苴村
委会戬谷村村民罗秀英正忙着收割
西兰花，她高兴地说：“我家原来的土

地这里一块、那里一丘，被分成很多
片，管理起来很不方便。现在6分土地
都流转给合作社，有一笔土地流转收
入。平常基地上有活计过来帮忙，又有
一份务工收入。一块地两份收入，在家
门口就能挣钱了。”

平整田畴起粮仓，沃野欢声织锦
绣。在 2022 年德苴乡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中，1761 块“小田”并作 149 块“大
田”，低效“巴掌田”变身高效“增收
田”，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今年，
德苴乡整乡推进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
2.7 万亩，田间作业机械轰鸣，产业蓄
势待发，粮仓更满、农业更强的旋律跃
动在广袤大地上。

弥渡德苴乡——

建好良田稳粮仓

□ 通讯员 李毅杰 谢坚 杨莹思

眼下，正值羊肚菌采收季节，走进
永平县博南镇桃新村羊肚菌种植大
棚，沁人心脾的菌香扑鼻而来，放眼望
去，一朵朵棕色“小伞”长势喜人，菌农
们提着小桶、拿着小刀，穿梭在菌棚间
忙着采收。

一大早就来到大棚里帮忙采收羊
肚菌的马会芬大姐说：“我今年56岁了，
身体还健朗，就想找点事情做做。村里
种植羊肚菌给我带来了一份可观的收
入，从种菌、采菌都在这里务工，一天收
入 80 元，一个月也能有 2400 元，足够补
贴家用了！”

“我家今年是第5年种植羊肚菌了，
种了46亩，长势非常好，每亩平均产量
能达 400 斤左右，今年赚个 20 多万元
不成问题。”桃新村羊肚菌种植户马赛
琪带领着工人边采收边说，丰收的喜
悦溢于言表。说起种植羊肚菌的初
衷，马赛琪打开了话匣子：“我以前是
开大车的，2019 年了解到种植羊肚菌
周期短、收益高后就开始尝试种植羊
肚菌，营养袋也是买材料来自己做，还
购买了一台烘烤机和一台高温蒸汽消
毒机，建了一间冷库。得益于种植羊
肚菌，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了起来，日子
越过越红火。我听说智能温控大棚里

的羊肚菌可实现反季节种植，产量能翻
好几倍，下一步我想到外面去学习这项
新技术。”

博南镇胜泉村的羊肚菌也迎来了
丰收。今年，胜泉村种植羊肚菌 60 余
亩，每亩产值能达到 2.5万元，将带动全
村20多户100余人实现增收。

胜泉村党总支书记杨肖田是永平
县种植羊肚菌的致富带头人，在2016年
7 月采用“党支部+公司+专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流转土地 70 亩，不
仅建立了羊肚菌栽培基地，还成立了
云南云洱珍庄园有限公司和胜泉村供
销合作社，为农户提供菌种制作、技术
指导、订单销售等一条龙服务。近年
来，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羊肚菌的种
植效益，还辐射带动博南镇、龙街镇、
厂街乡、龙门乡发展起羊肚菌种植产
业，帮助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推动了村
级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此外，羊肚菌
加工产品还远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福建等多个省市，并通过电商平台进一
步拓宽了销路，为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

一朵菌菇致富，一个产业兴村。据
了解，胜泉村、桃新村今年共种植羊肚
菌 100 余亩，预计产值 230 万元，不仅有
效带动群众实现增收致富，也为推动乡
村振兴加装了“新引擎”。

永平博南镇——

羊肚菌撑开“致富伞”

大理州农科院经作所农科专家与巍山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技术人员在庙街
镇新华村油菜花田间查看油菜生长情况。（摄于3月14日）

初春时节，巍山县2.61万亩“双低”油菜进入防治病虫害关键期，农科专家和
农技人员纷纷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种植户的技术指导，助力油菜实现增产增收。

［特约记者 张树禄 通讯员 官崇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