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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春正好 茶农采茶忙

六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向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亮剑”

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中国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底气何在？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弥渡县抢
抓机遇、攻坚克难，优化产业布局，转换
新旧赛道，有序推进重点项目，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云南弥渡产业园区实现从“荒
草地”到“大工地”再到“大工厂”的“蝶
变”，有力促进了工业产业创优提质。

2023年以来，弥渡县引进上海产业
合作促进中心，与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共同推进园区规
划、建设、招商、管理、运营，服务保障能
力得到提升，园区发展步入正轨。抢抓
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机遇，调整产业
布局，明确长坡岭园区以数字健康为
主、海坝庄园区以农特产品加工为主、
白塔湾园区以新材料为主的发展赛道，
为承接利好政策和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把园区打造成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高质量赶超

发展的主引擎、对外开放的主阵地，打
造成为沪滇合作示范园区、云南医疗器
械创新示范园区、大理区域协同发展特
色园区。先后引进云南大成医疗、云南
海川新材料、明峰医疗等一批重点企业
落地园区，医疗器械、数字健康产业蓬
勃发展。

该县推行专业化、贴靠式、一站式
服务，持续优化“软环境”，加大要素保
障力度，出台支持云南弥渡沪滇合作共
建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企业
扶持办法等一批惠企政策，设立大理州
第一支县级产业基金，开创“基金+园
区+产业”发展新模式。2023年，该园区
签约项目30个，园区各项工作实现突破
突围，园区营业收入达 54.07 亿元，同比
增长 57.63%，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不
断凸显。

□ 通讯员 陈兴福 刘毅 童晓燕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大理市苍山
东路泛亚汽车城旁的“零工市场”里就已
排满了前来务工的群众，劳务经纪人忙碌
着依次登记信息并为务工人员开具职业
介绍服务单……这是大理市着力推动
各类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个缩影。

就业创业是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
热点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近
年来，大理市坚持党建引领，深入贯彻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按照“党组领导、支
部牵头、党员先行”的工作机制，组建

“苍洱就业创业服务党员先锋队”，突出
“四个聚焦”，稳就业、促发展、惠民生，
以高质量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工作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聚焦就业服务
兜底帮扶就业困难群体

大理市积极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持续打造“大理市网络招聘”“大理

就业集市”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直播
带岗”“就业夜市”“就业早市”等特色就
业服务活动，建立“零工市场”暨“大理
市就业驿站”，为群众提供家门口就业
机会，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2023年，该市共发布网络招聘会 48期、
开展各类现场招聘会 20 场，累计募集
近 3万个就业岗位，促成意向性就业近
万人；持续开展有组织转移就业服务，
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出家门、
上车门、进厂门”的“点对点”市外转移
就业并举，实现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6.54 万人；加强就业困难群体帮扶
工作，做实做细就业服务，累计开发城
乡各类公益性岗位近700个。

聚焦劳务品牌
带动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大理市根据务工传统和地域优势，
结合市场发展需要，积极培育劳务品
牌，带动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就地
就近就业，并将劳务品牌转化为促进高

质量就业、返乡创业、特色产业和城市
发展的名片，形成品牌拉动就业规模、
提升产业容量、促进城乡劳动者增收的
良性循环局面。目前，该市已培育 1个
省级劳务品牌“大理白族扎染民匠”、3
个州级劳务品牌“大理金花家政”“大理
牧工”“大理洱海护工”，实现固定就业
4.6万余人，带动就业17.9万余人。

聚焦技能培训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大理市积极落实“技能云南”行动，
主动融入和服务产业发展新布局，以服
务企业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为重点，根据
市场需求和城乡劳动者培训意愿，公开
招投标选定培训机构组织实施，开展民
宿客栈服务、白族三道茶茶艺、咖啡师、
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 30 多个工
种补贴性技能培训，提升广大劳动者职
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有效缓解
结构性就业矛盾，推动新业态、新企业
高质量发展，以技能赋能环洱海经济稳

进提质。2023年，该市共开展各类技能
培训272个班，共培训1.36万人次，培训
促就业、促增收效果逐步显现。

聚焦创业扶持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

强化创业引领保障，聚焦高校毕业
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创业需求，用好
用活“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
创业补贴等金融政策，支持创业项目、
创意经济。持续巩固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倍增，助力辖区内市场经营主体与劳
动者双赢增收。规范提升现有“创业示
范基地”和“创新创业孵化园”建设工
作，落实创业各项帮扶政策，持续助力
经济实体创新创业带动吸纳更多城乡
劳动者稳定就业。2023年，该市共审核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53户6056万元，带
动就业近千人；逐级审核发放符合条件
的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一次性创业
补贴12户31万元，促进大学生、退役军
人创业带动就业。

大理市——

用心谱好“就业创业曲”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记者 吴开睿 蔡亮） 4 月
17 日，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十七次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剑萍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表决通过
了关于批准大理州 2023 年政府债务限
额调整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州人民政府
关于全州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情况的报告、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家
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大理白族自
治州大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立法
后评估报告；审议了州人民政府关于
全州文化旅游民宿管理工作计划安排
情况的报告、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
于 2023 年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提请审议的
人事议案。

张剑萍强调，要持续深入抓好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和
全国人代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将其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认真
抓好贯彻落实。要始终高度重视思想
理论武装，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
的坚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聚焦落实省
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州委系列三年
行动和全州产业振兴三年行动，推进立
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各项工作
创优提质。要强化自身建设，扎实推进

“四个机关”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的
能力和水平。全州人大系统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和省、州党委的要求，扎实抓好
党纪学习教育。

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靳汝柏、王正林、

字云飞、李郁华、彭云宁，秘书长李绍唐
出席会议。

州政府副州长何建东，州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童晓宁，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崔庆林，州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
列席会议。

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奋勇争先 创优提质

弥渡多措并举促进工业产业创优提质

云龙县功果桥镇下坞村村民在田间移栽秧苗。（摄于4月13日）
眼下，正值春插春播好时节，下坞村村民抢抓农时开展早稻插秧工作，为今

年粮食丰产丰收下好“先手棋”。 ［通讯员 杨利军 摄］

□ 记者 赵霞 李百祥 杜伟 杨福寿

4 月 16 日上午，2024 大理诗歌季
正式揭开序幕，众多国内文化名家、
大理州诗歌爱好者齐聚苍山脚下、洱海
之滨，围绕“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的
主题，分享大理“风花雪月”的山水
韵味，感受诗歌的魅力，共同走进诗意
大理。

著名电视主持人、作家敬一丹在
“诗遇大理”分享会的舞台上，为大家深
情朗诵诗人晓雪的《故乡》，随着她的朗
诵，似有一幅苍洱风光画卷徐徐展开。

“今天我与在场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诗
歌，让众多网友也能打破空间的限制，
领略大理的诗、大理的美。”敬一丹认
为，大理的美与诗歌的意韵非常契合，
在大理，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诗中有景、
景中有情。

近年来，我州致力于将秀美风光和
厚重文化转化为人们心目中的诗和远
方，围绕建设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
城、国际旅游名城、打造世界一流“绿色
食品牌”示范区的目标，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全力推进文旅融合业态创
新，围绕“有一种生活叫大理——大理

美好生活季”主题，通过持续举办音乐
季、诗歌季、舞蹈季、影像季等文化艺术
活动，不断增加大理旅游的文化含量，
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建设博物
馆群等举措，不断拓展新玩法，让国内
外游客从“游山玩水”到“游文赏艺”，在
大理爱上生活。“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中国最美乡愁带”“在大理爱上生活”
等 IP 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最
好注解。

“苍山洱海的雄奇壮丽、文化名邦
的辉煌灿烂、五朵金花的浪漫爱情、风
花雪月的幸福遇见、逐风之旅的知心疗

愈……在作家们的笔下，大理的‘风韵’
耐人寻味。”白族作家景宜相信，有众多
国内外著名诗人为大理而“歌”，大理的
美好会传得更远。

据了解，2024 大理诗歌季将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吟着诗
歌去大理”主场活动以及诗歌与少年、

“诗遇非遗”、读诗短视频征集、“诗遇
爱情”等活动，持续延展新时代大理文
化的深度、广度，营造全社会崇尚诵
读、崇尚诗歌、崇尚艺术的浓厚氛围，
进一步丰富大理的文旅融合业态，促
进文旅产业发展。

风花雪月·诗意大理

从“游山玩水”到“游文赏艺”

我州拓展新玩法促文旅融合业态创新

巍山县庙街镇添泽村委会柏枝树村田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抢收大麦。（摄于4月16日）
近期，巍山县21.87万亩小春农作物喜获丰收，当地及时调运各种机械设备，利用晴好天气，全力加快小春作物收割进度。

［通讯员 张树禄 官崇圭 杨再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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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