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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美三产 绘就乡村新画卷

5 月 1 日，漾濞县平坡镇向阳村
阿尼么盛大“开村”，这个昔日“鸟都没
有的地方”成了“网红”村。

“我是第二次来了，在大山里有这
样美好的风景，而且它的建筑风格非常
不错，很有艺术感。”大理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彭钢说。

3年来，阿尼么村民小组在基层党
组织引领下，在乡村能人带动下，整合
各类资源，打造了不同主题的特色民

宿，配套有侠客小吃街、牛棚咖啡屋、
亲子游乐园等场所，探索以乡村旅游、
音乐文化、农耕体验、美食品鉴等多元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3 年，阿尼么被命名为“艺术家的
第二居所”，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8 年 的 8300 元 提 高 到 2023 年 的
16476元。

“我们通过人才回引，着力打造
有温度、有艺术、有乡愁、有故事、有
品质的‘五有’阿尼么，走出了一条
村景美、产业优、群众富的乡村旅游
蝶变之路。”漾濞县平坡镇镇长杨愉

介绍。
按照“两个 100 亿产业（核桃产业

100亿、文旅产业 100亿）”的发展目标，
漾濞县以大项目带动文旅产业大发展、
大品牌引领文旅产业大突破、大融合
实现文旅产业大提升，不断推进漾濞
文旅产业提质转型、融合升级，目前已
完成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2.69 亿元。今
年五一期间，游客量达17.35万人次，同
比增长93.59%。

“下一步，漾濞县将围绕建设大理
康养度假后花园的目标，通过不断完
善基础和服务设施，建立旅游标准化

体系，努力把漾濞县文旅产业建成百
亿级现代产业，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漾濞县文化旅游
局局长马旭敏对文旅产业发展的未来
充满信心。

3 年来，漾濞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基础
地位不断稳固，第二产业创新驱动深入
推进，第三产业重点领域蓬勃发展。勤
劳的漾濞人民正用率先发展振兴、率先
致富奔小康的勇气，努力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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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敏）州外办依托
2024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赛
事平台，“赛事+外事”助力大理融入澜
湄合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地
方高质量发展。

建立“双城”马拉松定期会晤机制。
以“中柬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与吴哥王朝马拉
松结成“双城赛”项目并正式签订合作协
议，建立双方组委会定期会晤机制，推进
双方人文交流合作，推动赛事活动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为提升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大理马拉松赛事品牌知名度、拓展大理
州与澜湄国家合作领域奠定基础。

“访企问需”助力境外市场拓展。借
马拉松赛事的交流平台，拓宽对外联络
渠道，结合大理产业优势特色，精心组织
湄公河五国驻华使（领）馆和驻昆国际组
织官员、外国机构官员一行 20 人，到
宾川县开展“访企问需”活动，座谈交流

“境外投资指引”和外贸合作目标企业资

源有关事宜，拓展周边国家市场。
赛事为媒助力打造旅游名城。抢抓

中泰两国迈入“免签时代”之机，积极促
成泰国国家旅游局昆明办事处与大理州
文化旅游部门、商务部门座谈，探索建立
双方定期会商会谈机制，并积极完善以
定期互通工作信息机制、加大互为旅游
目的地宣传力度、深化旅游互访、商务旅
游包机等为主要内容的合作备忘录，更
好服务于打造国际旅游名城。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对外交流。
借助“澜湄合作”引领，鼓励澜湄合作国
家的精英运动员、留学生积极参与赛事
活动，增进各国青年相互间了解与互信，
为“澜湄合作”注入青春活力。组织湄公
河五国驻华使（领）馆和驻昆国际组织官
员到大理大学参访，就学校国际合作交
流、留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及就业等情况
进行交流互动，进一步畅通对外交流沟
通联络渠道，筑牢澜湄国家相知相亲、世
代友好的基石。

“赛事+外事”助力全州对外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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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讯员 旷宏飞 杨志平 字梅霞

“去年我种了2亩左右的木香，收入
1万多元，今年我扩种至10多亩，种植木
香投资小、易管理、产量高，这几年价格
比较稳定，经济效益还可以。”云龙县
苗尾乡茂盛村上下大坪村民小组村民
胡文高乐呵呵地说。

暮春时节，笔者走进上下大坪村民
小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当
地群众栽种的木香，油润碧绿的叶子随
风起舞，长势喜人。

在上下大坪村民小组后山坡，胡志
光一家抢抓有利天气，忙着移栽芩归
幼苗，施肥、翻土、起垄、覆膜、挖坑、
栽苗、培土……旁边，前期移栽的芩归
幼苗焕发出勃勃生机。

“去年芩归价格好，今年我把这一
片4亩左右土地全部改种了芩归。”提及
中药材种植带来的变化，胡志光一下就
打开了话匣子。

上 下 大 坪 村民小 组 是 个 山 区 彝
族和傈僳族聚居的村民小组，由于产业
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较
为落后，但是这里海拔高、气候冷凉、光
照充足，非常适合木香、芩归等中药材
生长。近年来，苗尾乡积极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念好“山字经”、唱
好“药材戏”，引导群众发展中药材产
业。截至目前，上下大坪村民小组逾半
数农户种植木香、面积 200 余亩，有 6 户
种植芩归、面积近 40 亩，药材种植给群
众带来新的“钱”途，让群众的生活越来
越富足。

云龙苗尾乡上下大坪——

种下苦药材 收获甜日子

□ 通讯员 吴燕萍

宾川县紧扣廉政教育、廉洁服务、
建章立制、作风建设环节，积极营造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招商氛围，
助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教育促廉，守好“亲不逾矩”的底
线。建立常态化学习制度，综合运用专
题学习、职工例会、“三会一课”、线上学
习等方式，强化理想信念、道德修养及
廉洁教育，为干部职工守好“清”的底线
立规矩、勾重点、明方向。严格落实

《宾川县公职人员八小时外监督管理办
法（试行）》，聚焦违规吃喝、涉酒、赌博
等风险问题，开展谈心谈话、廉政家访、
风险排查、签订承诺书，严格监督管理、

强化教育预防。打造“廉政教育大家
讲”学习平台、开展读书思廉分享活动，
通过正向引领、反面警示、畅谈体会的
方式，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将纪律要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3 年以来，共
开展廉政学习、警示教育等 23 场次，将
廉洁教育抓在经常。

服务助廉，凝聚“清不疏远”的合
力。落实清廉宾川建设要求，牢固树立

“廉政招商、优质服务”理念。创新服务
体系流程，落实《宾川县进一步加强招
商引资工作十条措施》，积极做好招商
交流、考察洽谈服务、项目落地跟踪等
服务。实行代办服务制、服务承诺制、
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不断规范招
商行为，简化程序、提高效能。主动公

开重大招商项目、重要招商活动、招商
优惠政策等信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
体，坚持廉洁服务，增加招商工作透明
度。落实挂钩联系重点招商引资企业
（项目）制度，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主动
上门了解企业需求、解决难题，提升服
务实效。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招商考
察调研服务 90 余次、走访服务企业 60
余场次，帮助企业协调要素保障部门、
处理纠纷、政策解答等15件。

制度固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
立健全17项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商务接
待、重大项目评审、招商流程、财务运行
等关键环节监管，做好事前报备、事中
控制、事后审签，规范权力运行，杜绝以
招商引资名义超范围接待、“吃拿卡

要”、利益输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在扎紧制度笼子的同时，落实招商引资
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干部职工坦荡真诚
与企业接触交往，积极履职，增强“有为
有畏”意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本着
马上就办、最快办成的效率意识，强化

“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项目服务
交办、专班服务、多部门合力招商等工
作，打通“中梗阻”、破解“办事难”，推
动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实效。2023 年以
来，宾川县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19 个、
累计引进州外资金27.37亿元。

宾川以清廉底色提升招商引资亲合力

清廉大理建设

□ 通讯员 张如芝

弥渡县红岩镇以“严、实、效”为导
向，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推动党纪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以“严”的要求开展部署，推动基层
党纪学习有力。制定《红岩镇党纪学习
教育计划》作为全镇党纪学习教育的

“施工图”，逐项落实、逐一销号，形成工
作闭环。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全面部
署，做到学有计划、学有重点，依托“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开展集中学习，截
至目前，全镇 112 个党支部均已按要求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专项安排部署。

以“实”的导向谋划推动，保障学习
措施精准给力。镇党政班子成员采取
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专题研讨，机
关党总支和青年人才党支部采取集中

学习、个人自学、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
式，结合业务实际交流学习体会，把遵
规守纪刻印在心，外化为言行准则。村
党支部引导党员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
学习相结合，分享党纪教育解读文章，
带动身边党员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以“效”的目标督学指导，保障基层
一线持续发力。坚持以“效”的要求督
学指导，推动全镇党纪学习教育工作走
深走实。充分利用党员分类管理清单、
学习清单等经验做法，指导各党支部根
据实际情况开展学习，确保学习全覆
盖。同时，通过线上宣传平台，及时转
发学习解读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进行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学习、主动掌握《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内容，在全镇营造党纪学
习教育浓厚氛围。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弥渡红岩镇——

严实效推进党纪学习教育

永平县厂街乡经过改造后的高质量水田现已用于水稻育苗。（5月18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今年，厂街乡将土地整治项目作为重点任务，采取基础设施建设、土壤肥力改善等方式，将辖区内部分旱地改造成“田成块、块相连、连成势”的可灌溉规模化高产优质

水田。目前，该乡完成改造水田430余亩。 ［通讯员 李重润 赵建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