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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苏文君

走进巍山县大仓镇小三家村，干净
整洁的道路，房前屋后错落有致的小花
园、小菜园、小果园，让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小三家村坚持党建引领，
持续整治提升人居环境，牢牢抓住“五
根引绳”，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呈现
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生态
宜居的良好局面。

支部引领，发动群众积极整治环
境。小三家村党总支以“一面红旗就是
一个阵地，一名党员就是一股力量”为
号召，结合村情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小组和党员突击队，让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有了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
骨。村、组党员干部通过召开书记院坝
会、群众会议，挨家挨户走访宣传垃圾
分类、集中清运等措施，引导群众自觉
养成良好习惯，凝聚思想共识，让党员
带动全体村民做好环境提升工作，发动
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营
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产业引资，壮大集体经济普惠民

生。近年来，小三家村党总支因地制宜
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村集体收入改善民
生。2021年，投入沪滇协作资金 300万
元建设生猪养殖场。2023年，争取投入
380万资金的以工代赈项目建设白草地
生猪养殖场，采取“党支部+合作社+龙
头企业+农户（贫困户）+保险”的运作
模式，发展生态黑猪育肥养殖，并与
巍山家香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租赁养殖协议，计划通过养殖技术推
广，带动当地群众发展养殖产业，不断
扩大群众惠及面。目前，生猪养殖产业
年均增加 30 万元的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增强了小三家村的发展后劲。

非遗引流，拓展丰富多样文化体
验。“芦笙吹起来、大刀耍起来、欢快的
舞 步 跳 起 来 ……”在 小 三 家 村 委 会
闭家大村，经常能看到老老少少围成
一圈欢快激情的打歌场景。小三家村
彝族打歌历史悠久，迄今还保留有民
族民间传统歌、舞、乐三者结合的民
族艺术形式。小三家村现有县级非遗
传承人 4 人，彝族打歌传习所 4 所，以
闭学军为代表的打歌队曾远赴日本进

行过打歌表演，到省外和省、州、县参
加演出 200 多场次。彝族打歌、彝族
刺绣和服饰等民族文化成为外地游客
造访小三家村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小三家村吸引外地文化专家学者和游
客近 1500 名到村里了解体验巍山彝族
传统文化，为村庄带来了流量，为发展
注入了活力。

文明引导，建设生态宜居平安山
村。小三家村把民主管理作为保持全
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保障，在村党总支领
导下，探索出了一套村民自治试点经
验。坚持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全面
推行“四议两公开”，通过集体商议，在
规范建房、村庄风貌、环境卫生管理等
方面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强化乡村公益
性岗位管理，建立定期收集和清运垃圾
的机制，完善日常保洁制度，全面落实

“门前三包”制度，鼓励村民利用“两只
口袋”，对垃圾进行初步分类整理。在
乡村治理中，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着
力将矛盾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小
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全体村民自觉
履行村规民约，形成讲文明、树新风、讲

卫生的良好氛围。持续创建“无毒村委
会”、保持社会治安良好。多年来，未发
生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上访事件以及诉
讼案件。2020 年 12 月，被云南省司法
厅命名为“民主法治示范村”，2022年 5
月，成功创建为县级“无诉讼村示范
点”，基层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示范引路，打造亮点赋能乡村振
兴。小三家村因地制宜打造示范路、示
范户，由村、组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分段
负责路面清扫、沟渠保洁、绿化养护，把
进村路口到小三家小学路段建设成党
员示范路，成为展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质效最直观、最形象的载体。此
外，所有党员户都争创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示范户，家家户户庭院干净整洁、门
前种花种草，以实际行动带动全体村民
向示范户看齐，示范户越来越多、全村
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如今的小三家村，生态宜居，管理
民主，干群同心，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显著增强，秀美彝村正涌动着新的
活力，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本报讯（通讯员 张鹏） 6 月 6 日，
当“安全生产月”与“民法典宣传月”如

“约”而至，宾川县乔甸镇组织志愿者，
巧用街天人流量大、人员集中特点，开
展“安全生产月”暨“民法典宣传月”宣
传活动。

小镇热闹非凡，志愿者们趁着夏
日凉风将民法典、安全宣传送到群众
身边，将法治的养料播撒在希望的田
野。“红马甲”带着民法典、防溺水告知
书、普法进万家、农机安全宣传等宣传
册穿梭在农贸市场、党建广场中，通过

“接地气”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法律知
识，在集镇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宣传民
法典、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大
爹，今年是民法典颁布实施 4 周年，民
法典是我们老百姓的百科全书，民法
典是与我们老百姓生产生活最贴近的
一部法律，保障我们各方各面的合法
权益……”志愿者们亲切的话语回荡
在乔甸镇党建文化广场周围。

在普法小摊前，不少群众驻足观
看，向“红马甲”咨询了解民法典、安全

生产相关内容，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
解答，并引导群众从自己做起，自觉学
习法律法规，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
好法治环境和法治氛围。

一块块绘声绘色的展板，一本本
精美的宣传册，一声声入脑入心的法
治宣讲，既为群众带去欢声笑语，也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群众对法律
知识的知晓率，有效增强群众的法律
意识、安全生产意识。此次宣传活动，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受教育

群众达 500 余人，接受法律咨询 30 余
人次。

下一步，乔甸镇将组织“红马甲”
继续围绕“民法典宣传月”“安全生产
月”活动主题，开展宣传进农村、进校
园、进企业活动。通过“线上+线下”

“集中+入户”“宣讲+宣传”等方式，用
活普法强基普法工作队、基层法治宣
传队伍，不断推进宣传活动走深走实，
真正使民法典和安全生产知识走入千
家万户，走进群众心里，为“平安乔甸”
建设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赵琴） 近日，剑川
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
人员通过红外相机，成功记录到“鸟界
超模”黑翅长脚鹬繁殖的全过程。

今年 5 月，红外相机检测到剑湖湿
地沼泽地上有成年黑翅长脚鹬的碟形
鸟巢，巢中还有 4 枚梨形的卵。孵化期
间，雌雄双方轮流孵卵，努力经营着温
馨的家。5 月 30 日，黑翅长脚鹬迎来 3
个新的家庭成员。黑翅长脚鹬的雏鸟
是早成雏，一出壳后没多久就可以自
己活动，视频中清晰可见 3 只雏鸟在父
母的带领下，迈着蹒跚的步伐开始学
习觅食。其间，成年黑翅长脚鹬不时
回到巢穴中继续孵化未破壳的小鸟。
在红外相机的镜头下，可以清晰地看
到黑翅长脚鹬孵育后代的专注与尽
责，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生命的神奇
与伟大。

黑翅长脚鹬是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 ，被 列 入《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2013 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其对生存环境要求高，是水生环境变
化的指示性动物之一，具有重要的生
态价值。此次红外相机记录的黑翅长
脚鹬繁殖画面，为研究濒危物种黑翅
长脚鹬的繁殖生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依据。同时，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意义。

据悉，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
区管护局一直致力于对区域内生态环
境和珍稀物种的保护与监测。此次投
放红外相机，正是为了深入了解黑翅长
脚鹬等珍稀鸟类的生活习性和繁殖状
况。未来，管护局将不断努力，持续提
升保护管理水平，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
生物宝藏。

云龙县供销社、长新乡农科组工作人员到长新乡松炼村开展高辣度辣椒中耕管
理工作。（摄于6月12日）

眼下正是高辣度辣椒中耕管理的关键时期，云龙县供销社联合乡镇农科组深入
田间地头，围绕施肥、病虫害防控、安全用药等方面对农户进行技术讲解，并对中耕
管理迟缓、操作不当的个别椒农进行现场指导，有效解决椒农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为今年辣椒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杨松兆 陈晔 摄影报道］

祥云县下庄社区烟农在给自家烤烟进行揭膜、提沟、培土。（摄于6月5日）
当前，烤烟工作已进入中耕管理的重要阶段，下庄镇集中力量，扎实推进提沟培

土、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烤烟中后期管理到位，为全镇烤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通讯员 张春 摄］

剑湖湿地红外相机见证
黑翅长脚鹬繁殖全过程

巍山小三家村——

抓牢“五根引绳”人居环境展新颜

宾川乔甸镇：“红马甲”齐发力 携手普法护平安

洱源县三营镇新联村小水坝采
石场生态修复项目施工现场。（摄于
5月31日）

洱源县三营镇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位于新联村的
小水坝采石场和位于永胜村的菜园
砂场、二南砂场3座无主矿山，是洱海
山水工程28个子项目之一，主要实施
内容为地表重塑工程、边坡修整复绿
工程、截排水工程、灌溉工程、土地复
垦工程等项目，目的是保证矿区的安
全稳定，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
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改善区域
整体的生态环境功能。

［记者 李百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