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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钰洁 杨福寿）
6 月 3 日下午，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
行 2024 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州委书记
杨国宗主持并讲话。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第
一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以“洱海
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心路历程”为主题
作专题授课，从科学治湖的专业视
角，结合亲身经历，回顾了洱海保护
治理“几十年磨一剑”的长维度历程，
展现了洱海从“一湖之治”到“生态之
治”的鲜活实践，彰显了中国科学家
学成归国、不计私利、“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的家国情怀，让人深受触
动、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州委、州政
府聘请孔海南教授担任洱海保护治理

技术顾问，杨国宗向其颁发聘书和
“白州惠才卡”。

杨国宗在讲话时指出，洱海是高
原湖泊保护治理的样本，也是城市近
郊湖泊保护治理的中国方案，要保持
洱海保护治理在大理全局工作中的首
位度，聚焦落细落小，同题共答加快洱
海保护精准治理。要严格按照省委
王宁书记要求，增强极限思维和底线
思维，在算清内源污染和外源污染本
底账的基础上，扎实抓好截污体系运
行管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内源污染
治理、资金支出进度等工作，全面推进
雨季防控和沟渠排查整治，强化水资
源调度管理，推进城乡水价改革和中
水回用，以有效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争
取最好的水质结果。要借鉴成功经

验，坚持远近结合，紧盯城市主干道，
大规模推进城乡绿美行动，确保绿美
城市建设有形有感。

杨国宗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坚
持问题导向，不折不扣抓实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做到第
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回应、第一时间
上报进展情况，各级党政领导要亲力
亲为、亲自督办，逐一逐项把问题妥善
处理解决到位。要加强信息公开，及
时发布解决方案、具体措施、整改进
度，注重开门抓整改。要服从统一调度
指挥，协助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开展工作，从严落实整改责任，确
保问题整改实事求是，确保整改工作按
期按质清仓见底。

杨国宗强调，要进一步巩固经济稳

进提质成果，在稳中求进的前提下更加
突出以进促稳，保持工作定力，把经济
工作的着力点放到项目建设、市场主体
和产业培植上来，防治统计造假，确保
工作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要
把握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窗口期，通过
有效招商抓实产业承接转移，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
资活力，强化复盘推演，紧盯序时进度，
以经济工作创优提质的实干实绩交出
合格答卷。

肖创勇、杨泽亮围绕学习主题，结
合工作实际作交流发言。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州
领导参加学习。州级有关部门和大理
市、洱源县负责同志参加。

大理春沐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搬运“樱桃小番茄”。
该公司在弥渡县寅街镇流转土地
1300亩，建成智能温室600多亩，
利用智能薄膜温室和无土栽培水
肥一体化智能控制技术生产“樱
桃小番茄”，2023 年产量达 4800
吨，实现产值1.24亿元。（摄于5月
25日）

近年来，弥渡县积极支持龙
头企业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摄影报道］

□ 记 者 杨桂清 杨艳玲
通讯员 段慧刚 奎银花

大理州“苍洱阳光幸福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如何推进？南涧县有自己的
思路和方法：通过基层党建引领，完善
阵地建设、创新服务方式，今年内在全
县建设 100个“幸福小院”，让农村老人

“养老不离家”，全力托起“一老一小”在
家门口的幸福。

一间小院多种功能

“我以前一个人在山上搞养殖，结
果累病了，只好又回到村里。娃娃平时
很少回来，还好‘幸福小院’建好了，我
每天都来‘便民食堂’吃饭，不用自己煮
饭了。”南涧县南涧镇太平村第一村民
小组村民高波说。

截至 2023 年末，南涧县共有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 3.59 万人。据推算，到
2035 年，全县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
到 8 万人以上。“幸福小院”的建设，为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关心关爱服务进行
了大胆探索。

“同学们在村里的这个‘太平书院’
里都很快乐，周末有老师带着我们活动，
现在课余时间我也有了好去处。”南涧镇
太平完小六年级学生白蕊高兴地说。

南涧县通过科学有效整合农村现
有的养老院、幼儿园、村卫生室、党支部
活动室、村民议事室和乡村治理中心等
闲置资产、资源，改造建设“幸福小院”，
为村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同时，也为农村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生活娱乐
场地，实现“一院多用”、综合服务。

花小钱办大事

“南涧县聚焦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被

广泛关注这一民生新问题，充分发挥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号召各级党组
织以建设‘无量幸福小院’为载体，组织
党员干部、凝聚身边群众，群策群力，满
足老年人养老和精神文化需求，为儿童
日常照看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南涧县委组织部部长段雲桂说。

南涧县各村党总支结合实际，积极
发动党员、群众、乡贤等力量，采取“村里
出一点、社会捐一点、子女交一点”等方
式，建设行政村级融合式和村民小组级
互助式“幸福小院”，县财政补助每个“幸
福小院”建设资金3万至5万元，积极探
索互助养老新模式和少年儿童服务新渠
道，让老人和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动、
学习的场所，实现花小钱办大事。

家门口吃上热乎饭

在家门口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

是老年人生活所需，也是子女心之所
系。在“幸福小院”建设中，南涧县因
地制宜开办便民食堂，解决“一老一
小”一日三餐问题，同时还帮助村民解
决就医、代购、缴费、取件等问题，积极
探索“一村一策”多元化管理模式。在

“幸福小院”建设中，坚持公益性和市
场化相融合，以党支部管理为主，党员
带头组织发动“无量护工”、志愿者、乡
村医生等参与服务管理，做好食堂运
营等日常事务，志愿者还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送餐上门，让他们足不出户就
能吃上热乎饭。

南涧镇太平村“幸福小院”厨师
赵琼告诉记者：“看着老人们幸福开心，
我也感到很快乐、很幸福，就算再苦再
累都觉得值得。”

随着一个个“幸福小院”开始运营，
南涧县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和行动，
托起了“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出超12
万件文化产品，首次设立的“文创中
国”专题展区吸引众多观众打卡……
新业态百花齐放、新产品精彩纷呈，
折射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丰硕成果和旺盛活力。

“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这一重大课题，蕴含着推动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
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探索文
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
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
业增长点”……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指引下，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
文润城、以文兴业，推动人文与经济
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正在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厚植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人文底色。

12.9 亿人次！这是 2023 年我国
博物馆接待的观众总量。2023 年全
年新增备案博物馆 268 家，全国备案
博物馆达6833家。“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三星
堆博物馆新馆、殷墟博物馆新馆、陕
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陆续开放，带
动“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到城市书
吧、农家书屋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
续扩展，丰富老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粮
仓……实践启示我们，写好“人文经
济学”这篇大文章，关键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
的精神食粮。

福建泉州，千年的海洋文化、海
丝文化、闽南文化交相辉映。蟳埔渔
村簪花传统火爆出圈后，吸引许多游
客前往泉州游世遗、戴簪花、品美食，
2023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千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七成。河南
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以全景
式体验、互动式观剧，带领游客沉浸

式感受厚重的中原文化，今年“五一”
假期，吸引了超50万人游览，综合收
入同比增长 40%。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面向未来，持续探索文化经济化、经
济文化化互促共进机制，把文化优
势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定能助力文化与经济良性互
动、共生共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苏工、
苏作中传承“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
念，江苏苏州推动“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织就经济繁荣与人文鼎盛的

“双面绣”，2023 年入围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新增 230 家。从东
方美学、传统服饰文化中寻找灵感、
汲取滋养，山东曹县形成集原创研
发、设计制作、网络营销等于一体的
汉服产业链，乘着“汉服潮”“电商
风”，今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已达
19.8 亿元。实践告诉我们，在传统
与现代的结合上下功夫，做到既有
历史文化传承，又有高科技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
向。只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独
特精神标识，定能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
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
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新征程
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
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
以深厚底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有条件写好“人文经济学”这篇大
文章，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
重焕荣光。

［转载自6月4日《人民日报》］

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四次集体学习
杨国宗主持并讲话 孔海南作专题授课

写好“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
仲音

“幸福小院”撑起家门口的幸福
——南涧县“党建+幸福小院”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6月 4日下
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主持召开
州政府第 36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以及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企业和专家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落实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上善作为、多融入，更好地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从就业、

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
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深
化国资国企、民营经济、能源等领域改
革，为大理现代化建设增添动力。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省委、省政府
和州委的工作要求，狠抓生态环境治理
保护，全面彻底抓好边督边改，确保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同时，要举一

反三、标本兼治，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水平，巩固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工
作成果。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大理州高质量发展
行动，突出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牢
牢守住生态环保和债务化解两个底线，
立足大理特色优势，围绕推进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
间格局。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抓
实抓细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各项工

作，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集

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暨清廉云南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精
神，持续抓好村集体资金、惠民惠农“一
卡通”、学生营养餐、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 4 个专项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环节、重点人员，瞄准民生领域的
痛点难点，主动担当作为，实事求是、踏
踏实实地及时纠正和查处，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州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强调

坚决守护好绿水青山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6月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云南移交第二十六批群众信访
举报件，其中涉及大理州 12 件，来电举
报 3 件，来信举报 9 件。从信访举报件
生态环境问题类型来看，涉及水3件、大
气 3 件、土壤 4 件、生态 2 件、噪音 4 件、
其他污染 1 件（部分信访举报件涉及多
个环境污染类型）。从区域分布上看，

大理市6件、祥云县2件、宾川县1件、洱源
县 2件、鹤庆县 1件。截至当日，大理州
已累计收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件 197 件，所有举
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县（市）处理。

群众信访举报交办件的办理情况
将按照相关要求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
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大理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
（第二十六批）

类型

县（市）

大理市

祥云县

宾川县

洱源县

鹤庆县

合计

交办情况

移交件数

6
2
1
2
1
12

污染类型

水

2

1
3

大气

1
2

3

土壤

2

2

4

生态

1

1

2

辐射 噪音

3
1

4

其他污染

1

1

备注：部分群众信访举报件涉及多个环境污染类型，故污染类型合计数大于移
交件数。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省转办
第二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大理州12件）

截至 2024 年 6 月 4 日，对中央
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大理
州移交的第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
件 4 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
调查处理情况。

截至当日，移交大理州的第十六
批信访举报件4件，均按期办理、反

馈，已办结 1 件，其中：大理市 3 件，已办结 1
件；巍山县1件，暂未办结。

广大读者可登录大理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dali.gov.cn/dlrmzf/sthj/202406/
a23cee17dab946d5b50b240ec780f2b8.shtml）查
阅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
览表（第十六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第十六批）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时间：2024年5月9日—6月9日

专门值班电话：0871—63189600 专门邮政信箱：云南省昆明市A614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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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助力永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州以“四步四悟”推动“行走的廉政课”落实落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