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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毕李艳

“收到‘清廉永平’建设‘十大行动’工
作导图和重点任务措施分解后，今年的清
廉建设目标方向和责任体系一目了然，让
我们更有信心把清廉建设任务落细落
实。”永平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如是说道。

今年以来，为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清
廉建设，永平县结合省、州党委部署要
求，立足工作实际，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各
项行动突破点，细化工作内容和措施，认
真研究绘制“清廉永平”建设“十大行动”
工作导图，制定工作要点和重点任务措
施分解，并及时印发至各工作专班和有
关部门，压紧压实清廉建设责任，确保

“清廉永平”建设“十大行动”有人管、有
人抓、有人督。同时，制定印发“清廉单
元”建设工作方案，围绕“廉洁责任落实、

廉洁风险防范、廉洁新风培树、廉洁问题
整治、廉洁文化建设”五个方面，以“一单
元一清单”的方式全域推进“清廉单元”
建设，为“清廉永平”建设全面成势、纵深
拓展注入新动能。

同时，该县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
职责加强监督，督促各地区各部门抓好
工作导图和重点任务措施分解的落实，
及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思想认识不
到位、压力传导不够、工作推进缓慢等
问题，进一步压细压实各方责任，不断
推动“清廉永平”建设“十大行动”往深里
走、向实里做。

永平县绘制导图压实责任——

推进清廉建设成势见效

人 人 讲 安 全 个 个 会 应 急
着 力 提 升 基 层 防 灾 避 险 能 力

□ 通讯员 褚世杰

近年来，巍山县五印乡抢抓发展
机遇，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党组织+
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把高
辣度辣椒作为强村富民的特色产业来
发展。这几天，五印乡高辣度辣椒苗移
栽种植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村民们忙
碌在田间地头，期待今年的辣椒有个好
收成。

倡导规模化种植，推动产业集聚。
把抓实基层党建工作落实到高辣度辣
椒产业发展的具体工作中，以非公企业
党支部为载体，深化产业发展“领头雁”
培养，充分发挥农村致富带头人、种植
大户和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在辖
区龙街村、蒙新村、新街村、白池村等适
宜种植区推广高辣度辣椒集约化、规
模化种植。龙街村依托巍山县五印乡

沈真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巍山县杜丽萍
农副产品经营部，打造高辣度辣椒示范
种植基地，以“典型引路法”打通产业集
聚壁垒，带动更多农户发展高辣度辣椒
种植，今年该村种植面积突破900亩，同
比增长近 1.5 倍；白池村委会吉祥村村
民杨学明在前两年小规模种植的基础
上，今年积极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
植，种植高辣度辣椒达 67亩，亩均种植
约700株。

提供“一条龙”服务，助力品质提
升。充分发挥新型农民经营主体优势，
积极与有资质、有技术、有合作意愿的
企业进行洽谈，协调企业重点针对种植
大户、新种植户、潜在种植户等群体，在
育、种、管、售各环节提供全过程跟踪管
理和“一条龙”服务，让农户少走弯路。
把党组织嵌在产业发展“链条”上，把党
员植入产业发展“关节”中，由村党总支

牵头，组织开设“田间课堂”，注重“货比
三家”，邀请技术人员、种植能手等通过
经验交流、实操演练等方式，为种植户
解答高辣度辣椒种植管理过程中相关
的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采摘注意事
项等问题，全力推动今年亩产整体突破
1.2 吨。抓实高质量发展工作监督，乡
人大主席团将高辣度辣椒产业发展专
题调研列入2024年工作要点，并计划于
10月份开展“加快五印乡高辣度辣椒产
业发展”人大协商，以人大协商吸纳民
意、汇集民智，助力全乡高辣度辣椒产
业品质提升。

推行订单式交易，增强发展信心。
以合作社为主体，积极对接联系昆明市
高新技术开发区、楚雄州牟定县及我州
祥云县的经营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及时搭建桥梁纽带，推动企业与辖
区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之间开展双向

实地考察。突出市场化导向，尊重企业
主体地位，保护农户合法权益，以增产
提价为目标，促成签订高辣度辣椒委托
种植和收购合同，实行订单式种植收
购，并主动为农户争取保底收购价，降
低种苗投入成本，通过“供苗+服务+订
单”模式，解决农户销售难、价格低等
后顾之忧。抢抓全州高辣度辣椒全产
业链发展机遇，进一步引导农户合理
扩大种植规模，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
积极向上争取高辣度辣椒烘干造粒生
产线建设项目，做好“土特产”文章和

“深加工”文章，力争全乡种植面积尽快
突破2000亩。

巍山五印乡——

“党建+”赋能高辣度辣椒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杨向达）近年来，
州委统战部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领域教
育培训工作，把教育培训工作作为加强
统战成员思想政治引领、提升统战干部
能力素质、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性工程、系统性工程来抓，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扎实推进
全州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
训工作提质增效。

注重统筹谋划，精心安排部署。把
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统战工
作要点，与统战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
署、同落实。每年初部务会专题研究年
度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年度教育培训计
划，确定培训班次、参训人员、培训内容

和任务分工，全面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各
项任务目标落实落地。

注重资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积
极争取支持，将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
士教育培训纳入全州干部教育培训主
体班次。坚持职能部门联动，加强与州
委组织部、州委党校等单位的协作，建
立沟通交流机制，共享教育培训资源，
形成培训工作合力。2013年以来，州委
干教委连续 12 年将党外代表人士培训
纳入全州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次，2023
年首次将统战干部培训纳入全州干部
教育培训主体班次，有效解决了培训学
员选调、培训资金来源、培训师资邀请
等难题。

注重按需施教，提升培训质效。以

加强统战成员思想政治引领、提升统战
干部能力素质、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
学什么，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
同岗位的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特
点，邀请中央和省统战系统专家学者、
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
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
教中国化方向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
2018年以来，共举办大理州统战干部综
合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大理州党外代
表人士培训班、大理州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培训班等各类培训班 14 期，培训统
战干部和统战成员1456人次。

注重从严管理，树立良好学风。坚
持从严从实抓实干部教育培训，严格执
行《大理州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
定》《中共大理州委组织部关于严格落
实干部教育培训学员训前纪律提醒工
作机制的通知》《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
中强化学风学纪建设及警示教育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严格落实课堂纪律随
机督查、考勤制度和请销假制度，不断
加强对学员的严格管理。加强学员训
前纪律提醒，组织学员签订《学员严格
遵守培训纪律承诺书》，观看《问“剑”破
局》等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人、身边事”
警示教育学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规定制度，
树立良好学风学纪。

州委统战部抓实党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

漾濞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摄于 5 月
10日）

活动以悬挂横幅、提供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进行，普及防灾避
险、安全防范、自救互救及家庭应急等知识，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
避险能力。 ［通讯员 杨建平 摄］

云龙县宝丰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党员到南新村进行补贴农机具上门核验及
农机具安全使用宣传。（摄于5月8日）

近年来，宝丰乡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积极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教技
术、讲安全、排故障，向群众详细讲解多种场景的机械化运用，为粮食安全和增产
增收保驾护航。 ［通讯员 张宴夕 杨利斌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丽君） 弥渡县
德苴乡认真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
高位推动落实，持续掀起党纪学习教育
热潮，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科学统筹，让学习不走样。把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召开专题会议迅速启动部署。结合该乡
实际，研究制定《德苴乡党纪学习教育学
习计划》，拧紧党纪学习教育工作链条、
责任链条，细化具体举措，将重点工作项
目化、任务目标明确化，按图索骥、梯次
展开、有序推进，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在推
进过程中不跑偏、不走样。

深学一层，确保学到位。通过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干部职工例
会选学、全民阅读活动党员干部轮流领
学、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党支部组
织学习、相关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解读、

征订发放读本等形式，组织全乡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让党规党纪入脑入
心，让遵规守纪成为党员干部的高度
自觉。通过分级分层开展纪律宣讲、
观看警示教育片、组织庭审旁听等方
式，以案明纪释法，引导干部职工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

结合实际，让学习出成效。紧盯
全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履职情
况、作风建设和廉洁情况开展监督，将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与为基层减负赋
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和为民办实事
结合起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
现和查处一批损害党的形象、啃食群
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懒政怠政的
问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
强大动力。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弥渡德苴乡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和薯类专家对大理市农业农村局在大理镇东门村示范种植
的马铃薯新品种“滇薯1428”和“滇彩薯103”进行测产、验收。（摄于5月6日）

经现场测产、验收，此次马铃薯新品种示范种植取得了喜人成绩，两个品种的
亩产量分别为 3288.06 公斤和 3461.49 公斤。近年来，大理市通过马铃薯绿色种植
技术示范推广、农技人员技术服务指导等举措，助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让农民
增产增收。 ［通讯员 董鹤 陈抒婷 摄影报道］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