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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七彩祥云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来 陈娅）
近年来，祥云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五个聚
焦”为着力点，擦亮“云南之源石榴红”
民族工作品牌，书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
进步新篇章。

聚焦党的领导，守好民族团结“生
命线”。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民族
工作的主体责任，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其
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纳入政治考察、县委巡察和政绩考核，
制定印发《关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升级版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性文
件，党委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
健全完善。

聚焦文化认同，凝聚团结奋斗“向

心力”。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
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和社
会教育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教育基地
共 3 个，培训党员干部7万余人次。用
好、用活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统一多民
族国家国情宣传教育，挖掘传承保护全
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申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代表性传
承人19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个。

聚焦经济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硬
支撑”。祥云县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体推进“五网”建设，加强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建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扶贫基
地1142家、云南省“绿色食品牌”产业基

地28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文化服务优化改善，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医疗就
诊率达91.6%，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祥云
模式”在全省推广，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
善，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6%以上。

聚焦“三交”实践，构建互嵌融合
“大家庭”。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
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以增进
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重要原
则，在各项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商贸市
场选址、住宅区建设、医院学校建设、菜
市场布局等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方面实行全县“一盘棋”，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

乐，构建了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围绕“大理有风·祥云有云”主题，
广泛开展各类文化艺术、商旅和传统节
庆活动，2023年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
28场次、惠民演出124场次。

聚焦社会治理，织密固本强基“保
障网”。把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大“八五”普法力
度，推动各民族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
识、法治意识，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健全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形势分析研判、排查受
理纠纷三项预警机制，切实化解各类社
会矛盾。深入推进基层网格化治理，坚
持“五治”融合，推动平安祥云建设，实
现“一村一辅警”全覆盖，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不断提高。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来 严雪 张涤清）
时下正值烤烟春耕移栽的关键时期，近
日，在祥云县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
辛勤耕耘的场景，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

禾甸镇是祥云县优质烟叶核心种植
区之一，今年全镇计划种植烤烟 22060
亩。在禾甸镇茨芭村烤烟育苗点，一个
个育苗大棚鳞次栉比，一排排烤烟育苗
盘整齐地漂浮在苗池中，工作人员正在
开展间苗、补苗、施肥等管护工作。禾甸
烟站站长董正辉说：“为培育出优质壮
苗，我们实行网格化管理，一名技术员包
保一个大棚，严格按照烟苗培育标准，对
育苗各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确保
为烟农提供根系发达、清秀无病、敦实健
壮的优质小苗。”

在下庄镇新建的千亩连片高标准烟
田，一眼望去，一片片烤烟大田墒高、垄
饱、沟直，苗株行距一致、纵横方向统
一。烟站技术人员正在组织烟农开展膜
下小苗移栽培训。技术人员就移栽操作

流程、技术要领、注意事项等进行讲解示
范，现场指导移栽实操，让烟农了解和掌
握移栽技术。下庄烟站副站长艾靖宇
说：“膜下小苗移栽，不仅节约育苗成本，
降低病毒感染传播，还减少了移栽后保
苗用工用水，确保成活率，同时促使烟苗
早生快发，提早成熟。”

据悉，祥云今年计划种植烤烟 9.09
万亩，烟叶收购24.58万担，计划5月1日
开始移栽，5 月 10 日完成烤烟移栽工
作。为确保在最佳节令移栽，实现祥云
烟叶规模质量“双突破”，祥云县超前谋
划，及早部署，坚持稳基础和促创新“双
轮驱动”，着力在烟区布局、烟田建设、绿
色生产、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持续下功
夫，重点推广耕整地 100%机械化作业、
100%膜下小苗移栽技术和 5.4万亩烤烟
节水滴灌抗旱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减少生产成本，减轻农民的劳动强
度，全面提高烤烟种植的机械化、标准
化、品质化，努力打造成全省现代烟草农
业示范县。

4月10日，祥云县祥城镇城西
社区完全小学第四届校园足球联
赛热烈开赛。

近年来，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
区完全小学积极发展足球运动，校
园足球文化氛围日渐浓厚。今年，
学校举行的第四届校园足球联赛，
全校一至六年级共34个班级400多
名学生参赛。学生们在绿茵场上
尽情驰骋，展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
和团结协作的力量。
［通讯员 张敏来 王霄鹏 摄影报道］

在祥云县云南驿镇九鼎花卉基地的大棚里，工人正在进行农药喷洒作业。（摄于
4月11日）

云南驿镇九鼎花卉基地积极探索“行业龙头企业+本地知名企业+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种植和销售菊花、玫瑰花等花卉。基地占地150亩，总投资4770万元，项
目分为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创造就业岗位100个以上，季节性用工500个
以上，有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300万元以上。

［通讯员 张敏来 陈治学 庞清 摄影报道］

祥云县——

“五个聚焦”擦亮“云南之源石榴红”民族工作品牌

祥云县积极备战烤烟移栽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2023年，
大理州民政部门以着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为抓手，以深化党建业
务“双融合”为契机，切实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激活基层社会治理，做优基本社
会服务，以“五精准五深化”推动民政事
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行动，深化党建业务“双融
合”。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建立完善制度 17项，印发《中共大理州
民政局党组关于提升民政领域党的建
设质量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深化实践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新路子，
切实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
按照“54321”（提升“五个基本”、突出

“四个着力”、深化“三个聚焦”、锻造“两

心队伍”、实现“一个目标”）党建工作思
路，持续深入推动党建工作和民政事业
深度融合、相互促进，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新时代大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精准救助，深化兜牢民生保障。率
先在云南省建成大理“智慧民政”大数
据平台，整合乡村振兴、医保、教育、残
联等23个职能部门数据，编织“信息、预
警、救助”三张网，打造了无缝对接的救
助信息共享资源库，实现了全州 19.67
万低收入人群的动态监测预警和常态
化救助帮扶全覆盖。建成特困人员探
访系统 App，采取“线下探访+线上打
卡”方式开展定期探访服务，确保全州

8395 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保障政
策落到实处。

精准规划，深化养老服务体系。深
入实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积极推广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项目典型经验，43个社区养老服务机
构和 25 个老年幸福食堂持续为老年人
提供优质养老服务，开展居家适老化改
造 4899户，“日间照料中心+互助养老”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
精准赋能，深化基层为民服务。推

进党建引领“五社联动”试点和智慧社
区建设工作，全州投入 190万元开展 12
个社区试点，聚焦“老小困残”、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任务，初步形

成“本土社会组织培育+专业社工服务
引入+志愿服务队伍补充”模式。

精准发力，深化社会事务创新发
展。大理州民政精神病医院加挂大理
州第四人民医院牌子，与重庆市第十一
人民医院构建医联体，推进“精康融合
行动”。按照“一院三中心”发展规划，
推动大理州社会福利院改革发展。成
立大理州儿童福利院（大理州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深入实施滇西脑瘫儿
童康复中心建设，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
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完成第二批
火化区划定调整工作，完善殡葬设施建
设，推行生态安葬。积极建设云南省首
个公园式婚姻登记机构，在大理市海舌
公园精心打造特色婚姻登记服务场景。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坤）“洱海是
我们的母亲湖，保护好洱海是我们党员
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洱源县右所镇
温水村党总支书记李锦毫一边疏挖沟
渠一边动情地说。

连日来，洱源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广泛开展以洱海流域化粪池、截污
管网、家园、田园、水源、库塘湿地、河道
沟渠、施工场地为主要内容的洱海全流
域“八清”活动，采取县级挂钩单位、乡
镇负责、村（社区）具体组织、群众参与
的方式，对河道沟渠、辖区湿地、库塘及

周边垃圾、死亡植物、杂草和截污管网
等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清除辖区内积存
的污染物，最大限度削减洱海入湖污染
负荷，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

“作为党员，更要带头行动，带动村
民自觉主动参与到‘八清’活动中来，以
实际行动助力洱海保护治理。”洱源县
右所镇西湖村党员杜贵华说。

在洱源县各乡镇，随处可见党员干
部群众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清理臭
水沟里的淤泥；有的在清理路边的各种
杂物废料……截至目前，共完成化粪池

清掏 6702 个，清理污水主支管网淤堵、
易冒井点 69个；完成清理公共区域 233
个、自然村228个，共清理垃圾、杂草、淤
泥等 1371 吨；清理田园面积 50654 亩，
共清理薄膜、农药包装等固体废弃物
10.81 吨，清理垃圾、杂草、淤泥等 1008
吨，清理粪堆 493 吨；清理水源地面积
1569亩，共清理枯枝败叶、底泥、飘浮植
物等 36 吨；清理库塘湿地 22546 亩，共
清理水生植物、淤泥等39209吨；清理河
道沟渠400多公里，共清理垃圾、枯死植
物、沉积淤泥等 5618 吨；清理施工场地

31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16个，共清理建
筑垃圾110吨。

近年来，洱源县通过加强党员干部
队伍日常教育管理，以党支部为基本单
元，在各领域党组织中开展“牢记嘱托·
守护绿水青山”先锋行动，把基层党组
织体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
攻坚战、洱海源头保护治理深度融合，
教育引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在推进高水平源头保护和高质量
绿色发展中当先锋、作表率，凝聚起推
动洱海保护治理的先锋力量。

□ 通讯员 吴玫

“袖章一带，每天晚上带着小喇叭
到村里转转，宣传一下政策，提醒用火
用电安全，威慑不法分子，我们就是现
代版‘打更人’。”永平县博南镇曲硐村
志愿护村队队员雷保柱笑称。

4 月 8 日晚，曲硐村 33 个村民小组
长作为村民代表与曲硐村“两委”齐聚
曲硐村警务室，在部分群众和博南派出
所民警的见证下，曲硐村志愿护村队正

式成立。博南镇民警现场教授志愿服
务队相关设备使用方法、自我防护措施
及矛盾纠纷调解技巧。

“曲硐村是永平县最大的行政村，全
村33个村民小组，人口8789人，世居着
汉、彝、回、苗、傈僳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
占比接近100%，是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
村。同时，2019年创建为AAA级旅游景
区，外来人口较多，社会治理压力较大。
我们希望通过党组织搭台，群众自发组
织，成立志愿护村队来充分释放基层群众

自治力量。”曲硐村党总支书记马麟说。
近年来，曲硐村立足本村实际，不

断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以“三融四共”为抓手，将全村细分为 1
个四级网格、33个五级网格、7个警格，
将公安机关融入综治服务中心，开展日
常服务管理。志愿护村队则是曲硐村

“网格+警格”管理服务模式的延伸，曲
硐村志愿护村队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村
民小组长为召集人，每个村民小组负责
3天，每晚对全村进行不定时巡逻，及时

发现有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
素，通过不断调动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
性，壮大社会治理力量，防患于未然。
同时，在巡逻过程中也会对护林防火、
防诈反诈等政策进行宣传，将党和国家
的声音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群众中。

“志愿护村队是我们群众参与社会
治理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探索
社会治理新方式，着力将曲硐打造成为夜
不闭户、路不拾遗、群众信赖、人人向往的
和美乡村。”博南镇党委副书记表示。

清明过后，宾川县乔甸镇海稍村委会大椿树村村民自筹10万余元，购买清香树、
松树等5000余株，对本村坟山进行绿化种植。（摄于4月8日）

多年来，大椿树村统一在同一天扫墓，避免了相互邀约以及大操大办情况的发
生，同时，村民积极参与坟山垃圾清理、绿化美化工作，形成了“移风易俗、生态祭祀”
户户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张鹏 摄］

石宝山歌会省级非遗传承人李根繁在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现场传授剑川白曲
弹唱技巧。（摄于4月7日）

近年来，剑川县注重发挥非遗传承人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建设非遗传习所、开展
非遗进校园活动、举办石宝山歌会节等方式，持续培育壮大非遗人才队伍，促进传统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通讯员 罗燕 张海珠 摄影报道］

我州着力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洱源县干群齐心投身洱海保护治理一线

永平县曲硐村有了自己的“打更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