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川彝乡中草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员工在当归苗培育地里除
草。（摄于6月5日）

据了解，该合作社是剑川县
羊岑乡就业扶贫车间之一，员工有
半数以上为脱贫劳动力，每人月收
入达3000元以上。

［通讯员 杨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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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云慧） 近年来，
巍山县积极探索，通过提升产业工人素
质、深化建功立业主题活动、发展壮大
人才队伍等举措，推动新时代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

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实施“学历证
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加强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共 建 巍 山 县 职 中 汽 修
厂，创新“师带徒”培训模式，推进产
教融合、实现工学结合。抓实技能培
训，组织中式烹调、中式面点等就业培
训 2500 人（次），开展引导性培训 16200
人（次）。

深化建功立业主题活动。成立 3
个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11家劳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7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提供政策宣传、就业指导等全链条服
务。开展各类招聘会 50 余场（次），收
集、推荐就业岗位 2 万多个。巍山县
东莲花美食文化旅游创业园吸纳创业
者 111 户，带动稳定就业 572 人，带动灵
活创业群体创业近 200 户，实现年收入
1200万元。

发展壮大人才队伍。结合特色产
业发展，培养特色小吃、民族音乐传承
创作、民族工艺品制作等方面的“田秀
才”“土专家”。目前，该县培养云岭技
能大师 1人、云岭技能工匠 3人、技师 39
人，入选苍洱人才霞光计划“青年技能
人才培养专项”培养对象3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开）今年 6 月
是第 23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
来，南涧县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
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南涧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自然资
源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
门，在县城小花园开展主题为“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
道”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
安全知识咨询活动；还深入宝华镇白竹
小学宣传防欺凌、防溺水、防事故、防
灾害相关知识和应急技能，强化师生

安全意识。各安全生产监管主体和
社会服务机构党员干部适时进企业、
到一线，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解
读。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运用各类媒
介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风险防范、应
急救援知识等。

据悉，该县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
月”活动，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为主线，培育安全文化，传播安全知
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增强公
众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

□ 通讯员 杨仕菊

今年以来，弥渡县寅街镇把移风易
俗工作作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主
要抓手，聚焦群众期盼、突出党建引领、
加强宣传引导、优化环境治理、弘扬道
德风尚，以移风易俗“小切口”培育乡风

“大文明”，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突出党建引领，打造乡风文明新

引擎。依托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书
记院坝会等活动载体，引导党员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新思想观念，革
除陈规陋习，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把乡风文明建设融入党
员经常性教育，引导党员争当环境卫
生督导员、移风易俗宣传员，让党员成
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心骨”。进一步
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章程，将
遏制高价彩礼、婚丧事大操大办、黄赌
毒等重点内容纳入其中，形成“党建引
领、组织带动、党员群众参与”的良好
工作格局。

加强宣传引导，倡导文明和谐新风
尚。充分发挥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常态化
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国家法律法规
宣传、移风易俗宣教 80 多场（次），受教
育群众达 6000 多人（次）。组建志愿服
务队12支，开展政策宣讲、关怀关爱、互
帮互助等志愿服务活动 66 场（次）。开
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和移风易俗文明倡导
行动，多层次、全方位倡导文明新风。

充分发挥村民理事会作用，教育引导广
大群众破除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
习，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恶俗禁办”
中养成遵守村规民约的好习惯。

优化环境治理，塑造文明乡村新风
貌。全面开展“全民绿化、四旁绿化”等
行动，创建1个省级绿美村庄、15个州级
绿美村庄、32个县级绿美村庄。扎实做
好林长制、河长制工作，常态化巡河管
河治河，组织开展义务植树5轮（次），参
与 1000 余人（次），植树 8000 余株，开展
清河行动 5轮（次），参与 780人（次），清
理河道沟渠 19.3 公里。持续落实“街长
制”，推动“三带头一参与”，积极开展

“清洁日”大扫除活动。稳步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和污水治理，不断改善“脏、
乱、差”现象，切实为群众创造干净、整
洁、优美、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弘扬道德风尚，提升基层治理新效
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深入
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引导群众自觉守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扎实推
进平安乡镇建设，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排查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62 起，举办宣传活
动 16 场（次）。全面开展移风易俗、乡
风文明行动，评选“最美家庭”5 户、“绿
色家庭”5 户、“清廉家庭”3 户、“最美母
亲”3 人，引导群众形成文明节俭、健康
向上的生活理念。充分发挥文化阵地
作用，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660 余次，广泛组织文艺演出、群众健
身、比赛竞赛等活动，全镇群众文化生
活日益丰富。

文明新风拂白州

巍山大力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南涧多形式开展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弥渡寅街镇——

移风易俗“小切口”
培育乡风“大文明”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雯 陆翠萍）
近年来，大理市海东镇坚持党建引领，
把握重点、精准发力，始终以“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为目标，将河长制工作
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抓落
实，助推“河长制”向“河长治”转变。

健全机制，确保治河职责充分履
行。健全组织领导机制。镇党委多次
召开河长会议，研究河长制工作开展
中存在的问题，由党政主要领导负总
责，牵头部署工作，分管领导一线工
作、一线监督，按照“一河一策”和“一
沟一策”工作方案，全面推进河长制工
作。健全河道沟渠长效管理机制。落
实保护管理责任，明确 22 条河道沟渠
的镇、村级河长及管理人员，充分发挥
镇挂钩包组工作组及村“两委”班子作
用，加强河湖水域日常保护管理与监

督检查，强化长效制度建设，常态长效
抓实管理。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加强部门联动，严厉打击涉河湖
库渠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完善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开展河
湖库渠“四乱”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
决整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聚焦行动，助推河长制工作落地
见效。抓实河长制工作宣传教育行
动。通过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标语、宣
传栏及走村入户等形式，广泛宣传河
湖保护政策，提高群众对生态保护、洱海
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为河长制工作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常态化开展河
长巡河行动。设立海东镇河长制办公
室，形成各级河长、段长、组长联动机
制，高质量完成巡河工作任务，镇级河
长巡河 40 余次、村级河长巡河 128 余

次，组级河长常态化巡河，及时发现问
题，跟进整改落实。深入推进河长清
河专项行动。全镇各级河长履职尽
责、积极行动，组织玉龙河流域村、组
常态化开展清河行动，对玉龙河流域
河道沟渠进行全面清理。

细化举措，推进河道生态焕然一
新。严格水生态空间管控，推进河道
管理范围划界确权。将河道两侧 30
米范围内划入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二
级区，制定水域岸线管理规划，实现水
域“占补平衡”；建设玉龙河生态缓冲
带，推广绿色农业种植，开挖截污沟，
严禁侵占河道，恢复水域生态功能。
控制污染排放，减轻污染负荷。全面
加强流域排污监管，排查污染源，加强
综合防治，严格治理镇、村生活污染和
农业面源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调

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持
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净化农田排
水及地表径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引
进农业企业，加快推进面山绿化和乡
村振兴产业园项目；推进流域植树造
林和生态修复，恢复河湖库渠水系的
自然连通，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有
效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截至 6 月 5 日，今年全镇共出动
1650 人（次）、车辆 138 辆（次），清理河
道沟渠 58.5 公里，清理杂草、垃圾、漂
浮物、冲积物、死亡水草等 286 吨，清
运淤泥砂石 6650 立方米；拆除、更新
河长制公示牌 5 块，安装检修节制闸、
拦污闸 8 道，封堵河道沟渠 22 条；通过
江上村、下节村和南七场村 3 个二级
泵站回抽循环利用农业尾水 1850 立
方米。

大理市海东镇助推“河长制”变“河长治”

□ 通讯员 曾代芬 古建新

“彝族大刀舞是集刀法和肢体动作
为一体的舞蹈，与笛子、芦笙和打歌步
法相结合，讲究稳、正、巧，这和我们做
人一样，要堂堂正正、行稳致远……”在
漾濞县鸡街完小非遗文化进校园课堂
上，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大刀舞
代表性传承人吉用伟通过宣传讲解彝
族特色歌舞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撒播下
清廉“种子”。

漾濞县境内居住着彝、汉、白、回、
傈僳等多个民族，民族特色文化丰富多

样，群众喜歌善舞，其中彝族大刀舞、彝
族山歌、打歌、彝族耕歌、傈僳族舞蹈等
颇具本土特色。立足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该县纪委监委注重挖掘民族特色歌
舞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在传承中传递，
在传递中厚植，推动廉洁文化“落地生
根”“百花齐放”。

近年来，漾濞县不断探索“清廉+民
族文化”新路径，不断丰富清廉文化建
设内涵和形式，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特
色歌舞中汲取“养分”，丰富廉洁文化的
呈现形式，鼓励传承人、民间创作者通过
创作老百姓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的廉

洁文化精品力作，使廉洁文化更接地气，
在传承民族特色歌舞文化中传播廉洁
文化，让廉洁之声传遍村村寨寨，让“清
风”吹入“寻常百姓家”。

同时，漾濞县积极拓展民族特色歌
舞文化传承形式，借助核桃节、“三月
街”民族节、“刀杆会”等节日，利用非遗
文化进社区、文化下乡、送戏下乡等形
式，进行民族特色歌舞展示和演出；大
力推广传统歌舞文化进校园，部分学校
课间操增加了打歌、彝族大刀舞等民族
民间歌舞元素，课时增加了刺绣、织布
等技艺，提升清廉歌舞文化的辨识度，

扩大受众范围，让廉洁文化向家庭、校
园等“细小颗粒”延伸拓展。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民族特
色歌舞文化中的‘廉洁因子’，把廉洁文
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出去，以
点带面、多元发展，通过传承民族特色
歌舞文化为‘清廉漾濞’建设赋能。”
漾濞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漾濞——

“清廉+民族文化”传递清廉建设“好声音”

清廉大理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静） 党纪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宾川县妇联坚持联系
实际学，以“三个结合”推进党纪学习教育，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与提升机关作风相结合。将党纪
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作风建设上，巩固
廉政警示教育成果，驰而不息正风肃

纪，深入开展妇联系统“三访四察五送”
活动，各项工作突出“深、实、细、联、
融”，切实让妇联组织成为妇女群众的

“温暖娘家”。
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相结合。严格落实精文减会硬性要求；
全面清理示范创建活动 10 个、微信群

2 个，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加强统筹
协调，带头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杜绝调
研扎堆重复、走马观花等形式主义现象。

与推进重点工作相结合。深入开
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宣讲、大力开展面
向妇女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关心关爱
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和留守妇女等特殊困

难群体、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着力提高妇联组织的组织力 7件实
事扎实有效推进；深化“爱心妈妈”结对
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活动；优化妇
女就业创业服务，做好农村妇女创业担
保贷款、“巾帼贷”，助推妇女创业。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宾川县妇联以“三结合”推进党纪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