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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卢真强） 去年以来，宾川县力角镇持续
聚焦“夯基础、强产业、抓治理”，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推动乡村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群众稳定增收，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走实走好乡村振兴路。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全面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抓牢“站所帮带制”，选派 14 个站所作为帮带站所，采取“一
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方式，在基层党建、农业生产、项目
建设等工作中帮带村委会，为乡村振兴育强骨干力量。动态
调整村“两委”班子8人，大力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致力
培养一支有思路、会干事，真正带动村集体发展的村班子队
伍。联合力角、周能、自和3个行政村谋划力角镇力角村冬早
蔬菜示范园项目，建设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80 亩，引入新品
种、新技术，示范带动群众增收，鼓励各村争先争优，探索
产业发展新引擎。

坚持党建引领、共富先行，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
能。积极推广“党建+企业+合作社+集体经济+农户”的互
利共赢模式，形成农户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企业的“双
绑”联结机制。目前，该镇实施的 6 个经营性项目均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且运转正常，带动力角、周能、自和、米汤、
大会、海良、鱼棚 7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增收。2023年，该
镇 8 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收入共计
160.62 万元，增长 13.54%。依托优势、因地制宜，深入推进

“绿色食品牌”打造，持续发展壮大葡萄、柑橘、石榴、贡菜
等绿色农业产业。截至目前，该镇建成千亩柑橘标准化种
植基地 6个、百亩以上优质葡萄种植示范基地 5 个、石榴种植
基地 2 个，辐射带动全镇水果产业向标准化、基地化方向发
展。2023 年，该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19.24 亿元，增长
6.64%。其中，以葡萄、柑桔、石榴为代表的高原特色水果种
植面积达 7.58 万亩，产值 12.86 亿元；长效经济作物套种豌
豆、贡菜等冬早蔬菜 3.4万亩，产值 2.52亿元。

坚持党群同心、共建共治，着力打造乡村振兴和美图
景。2023 年以来，该镇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以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农房管控、乡村
风貌提升、长效管护机制为重点，深入推进“干部规划家乡行
动”，全面完成 8 个行政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推行
基层党建网格制度，建立镇、村、组三级网格，整合原有网格
资源，实现综治、民政、卫生、经济发展、疫情防控、森林防火
等各项工作“一网统管”。打造镇、村两级文明实践活动阵地
9 个，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9 支，开展新时代廉洁文化和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宣讲 3 场（次）、“核心价值观百家讲坛”宣讲 3 场
（次），以及志愿服务活动 167 场（次），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 记者 朱蕾

近年来，大理州人大常委会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坚持制度化、
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地开展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形成了全
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大理
人大新实践。

2016 年，州人大常委会机关被命名
为大理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2021
年，被命名为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2022 年开始，州人大常委会乘势
而上，全力以赴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创建工作。

依托人大立法
民族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州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在
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民族立法
和地方性法规立法共同发力，废、改、立、
释、纂统筹推进，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
善治，为大理州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
展保驾护航。

目前，州人大常委会已建立健全民
族政策法规动态评估和调整制度，共制

定单行条例 15 件，编印了《大理白族
自治州地方法规汇编》，初步构建起富有
大理特色的民族地方性法规体系。尤其
是以生态立法为代表的民族立法工作取
得较大突破，其中洱海保护立法被列为
云南省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 周年宣
传典型。

“2022 年 8 月，州人大常委会被确定
为第四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
法联系点，成为云南省首个‘国字号’基
层立法联系点。”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
人员张梅介绍。

聚焦民族工作
人大监督持续深入推进

州人大常委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贯穿在人大监督工作中，始
终聚焦民族地区的发展、关注民族地区
的民生，更加有力有效开展人大监督工
作，确保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在民族地
区贯彻实施，推动民族地区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018 年起，州人大常委会探索开展
了“三问一评”工作监督，多次聚焦民族
地区民生、产业等发展。

2022年以来，州人大常委会审议“一
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 41 项，开展
执法检查 4 次、工作视察 4 次、专题询问

2 次、专题调研 23 次，切实解决了一批民
族地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困
难问题。

发挥代表作用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州人大43名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联
系 93 名各民族基层州人大代表；邀请少
数民族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参与视察、检
查、调研等监督活动，架起党委、政府与
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桥梁……

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的过程中，州人大常委会突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优势作用，以高质量的代表
履职，促进各级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
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同
时，让每一位人大代表都成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
者、促进者、示范者。

截至目前，全州共建成人大代表活
动阵地 1289 个，形成“家”“站”“室”纵向
贯通、信息联通的新格局，为各级人大代
表依法履职、发挥作用、引导各族群众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了重要平
台。并以常态化深入代表活动阵地、挂
钩村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条例法规政策
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等
活动，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群众基础。

突出人大特色
推动创建工作与机关建设深度融合

去年以来，州人大常委会坚持“一把手”
抓创建工作，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班子
成员合力推、人大系统共发力、职能委室具
体干、干部职工一起上”的组织领导体系，
调整充实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优化工
作方案，跟踪问效创建进展，确保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持续高位推进。

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州人大常委会
认真谋划开展了民族英雄学习教育、民
族团结共创共建、民族地区送医下乡、定
点帮扶民情恳谈、民族工作专栏宣传5个
品牌创建活动，有效丰富机关创建工作
活动载体，进一步扩大机关创建工作覆
盖面，增强其影响力。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州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人大及
其常委会工作，聚焦聚力新时代民族工
作的热点难点问题，着眼于推动党中央
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州
党委工作安排的落地见效，继续将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融入立
法、监督、代表工作和机关建设的各方面
全过程，以创建的新举措新成效新作为，
积极推动全州人大工作创优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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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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大理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综述

□ 通讯员 段学兵 李晓月

今年以来，云龙县充分发挥人才
作用，助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地方
共富，围绕以诺邓火腿为支撑的生猪
养殖产业链，探索举办特定领域人才
小班制专题培训班，通过精选培训对
象、精挑培训课程、精设培训模式等
举措，提升人才能力素质，助推“一县
一品”示范创建增效、出彩、树品牌。

聚焦创建主体，精选培训对象。
紧扣云龙“一区一县”发展定位，坚持
以生猪产业链集聚人才链、激活创新
链，开办为期3天的乡村振兴人才示
范培训班。聚焦生猪养殖土专家、火
腿加工销售人才等“一县一品”示范
创建主体，由 11 个乡（镇）党委严格
把关，精选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产
业发展能力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
本土人才进行推荐。通过县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审核，最终
确定 40 名产业发展“头雁”参加培
训。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8名、火腿
腌制12名、火腿加工销售10名，实现
对生猪产业全链条覆盖。

聚焦创建主业，精挑培训课程。
结合人才政策进企业、进社区等要
求，设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
想”专题讲座，让本土人才进一步了
解掌握人才政策、人才工作部署要
求。结合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契机，
设置党纪学习教育专题辅导，强化对
人才的遵章守纪教育。根据生猪养

殖、火腿加工、火腿销售等行业特点，
设置了产业发展环境、乡村振兴政
策、产业发展政策、创业金融扶持政
策、电商销售等方面的课程，邀请部
门领导、行业专家、资深讲师进行深
入浅出的辅导，激活政策引领、专业
培训、能力提升等复合效益，不断增
强本土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

聚焦创建成果，精设培训模式。
打破以往“专家讲、学员听”的单一培
训模式，采取“课堂教学+现场观摩+
交流研讨+创业分享+意见征集”的
方式，让学员在边听边学、边看边思
和谈收获、提建议中了解政策、学会
方法、规划发展。在观摩学习中，
云南省诺邓火腿制作技艺省级非遗
传承人、诺邓火腿食品厂厂长杨伍松
为学员分享火腿腌制、管理、电商销
售等经验；第五届“大理十大最美人
物”、诺邓马金桥商贸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琨斌为学员介绍“诺邓金腿”品
牌打造、产品研发和联农带农等经
验。在创业分享会上，11名学员用自
己创业的艰辛历程激励大家克服困
难、勇创辉煌。结合开展人才服务

“三上门”活动，通过组织意见征求
会，共收集意见建议56条，促进更好
地服务人才、培育人才、激活人才。

据悉，实施“一县一品”示范创建
以来，云龙县申报了致力于火腿肉食
品科研的省级专家工作站1个，组织
生猪产业专题培训2期，举办诺邓火
腿巧匠技能大赛 1次。截至目前，该
县共有生猪产业链科研专家团队5支。

云龙——

“特小专”人才培训
助推“一县一品”示范创建

南涧县乐秋乡麻栗村委会上箐村
种植的青梅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群
众到园采摘、购买。（摄于6月5日）

据了解，麻栗村农户可以把种植
出的青梅统一销售到乐秋乡麻栗村生
态种植协会，由协会进行加工包装后，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全国各
地，也可以卖给上门收购的客商，让销
路有保障。

［通讯员 杨学艳 摄］

漾濞县苍山西镇淮安村委会下坝村村民在栽水稻。（摄于6月6日）
目前，苍山西镇已全面完成7700亩水稻、24100亩玉米的栽种任务，为全县大春

农作物栽种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马旭东 熊贵才 摄影报道］

剑川县农业技术人员在甸南镇朱柳村组织开展水稻品种试验种植。（摄于6月4日）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剑川县农技人员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粮食作

物品种试验示范和良种选育工作，为剑川粮食作物后续品种的更新换代、良种良法
推广提供科学支撑。 ［通讯员 李素萍 张雪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单玉良） 近年
来，祥云县加快环保产业发展，以产
业创优提质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百万人口、千亿产值”的
区域产业中心城市和打造“先进制
造业中心”注入新活力。

据悉，祥云县以转型升级为路
径，加大环保产业招商引资力度，

不断完善环保产业结构，形成以资
源循环利用为主、环保产品制造和
技术服务为辅的产业体系，其产业
已 成 为 县 域 经 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目前，该县共有环保企业 28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1 家，2023
年，全县规模以上环保企业产值达
29.2亿元。

祥云加快环保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