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李义勇 马凤琼 杨立乾

近年来，洱源县以牢牢守住耕地保
护红线为目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总要
求，将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振兴紧密结
合，扮靓美丽乡村风景线，一幅“农业
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正在洱海源头徐徐展开。

完善基础配套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以前我们干活全靠人背马驮，农
田灌溉困难，只能等雨种地、看天吃
饭。”洱源县西山乡团结村洱母小组村
民王小松说。

洱母小组是洱源县最偏远的自然
村之一，山势崎岖、地形陡峭，属于典
型的高寒山区，大量土地未得到合理
开发利用，田间灌溉设施不配套，耕地
质量等级较低。加之进村道路为土
路，路面凸凹不平且宽窄不一，机械设
备难以到达田间地头，不便于机械化

生产和规模化经营，严重制约了当地
农业的发展。

2022年，洱源县实施全域土地整治
助推乡村振兴，着力打造西山乡团结村
和洱母小组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试点项
目，项目总投资 2702.35 万元。项目实
施后，新增耕地 784.55 亩，并修建了 18
条田间道、17 条生产路，增加了耕地面
积，完善了田间基础设施配套，增强了
农业发展后劲。

“如今，我们村改田成景、改田连
村、改田连水、改田连片，农业生产可以
实现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以前等
雨种一季，现在可以种几季，想什么时
候种就什么时候种，想种点啥就种点
啥，种植效益也明显增加，日子越过越
开心。”王小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提升耕地质量
助推高质量绿色发展

行走在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平整
的机耕路旁，田成方、连成网，渠相通、

路相连，稻翠水清岸绿的景象跃然眼
前，水乡特色浓郁。

松曲村水清河畅的美景得益于土
地综合整治的开展。松曲村土地综合
整治（提质改造）项目建设规模 47.0392
公顷，其中土地平整31.94公顷，新建田
间道路 5条、沟渠 13条、农桥 1座、涵洞
21座，改建生产路3条、泵站6座。项目
的实施，不仅完善了灌溉水利设施和道
路设施，提升了耕地质量，推进了松曲
村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对粮食安全、农
民增收和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有着现实
和深远的意义。

“如今，松曲村能开展绿色有机水
稻连片种植，全面施用有机肥耕种，有
效推进洱源高水平源头保护和高质量
绿色发展。”松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芮龙佳说。

坚持党建引领
建设产业发展新高地

在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

设之初，洱源县自然资源局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全域土地整治项
目打造成“为民办实事示范区”，探索以

“党建+”推进乡村振兴，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在“为民办实事示范区”目标引领
下，2021 年以来，洱源县先后在三营
镇石岩村、永乐村，右所镇梅和村、三
枚村、焦石村等村实施 10 个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共平
整土地 8654.6 亩，修建斗渠 15 条、农渠
225 条、农沟 39 条、路侧沟 24 条、干管
68 条和 3 座农桥、4 座泵站、225 座涵
洞，新建田间道 53 条。通过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使以往小块分散的土地集中
连片，旱地变良田，真正形成“田成方、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连
片农业带，确保了耕地数量有保障、质
量有提升，将项目区打造成为现代农
业示范区、城乡融合样板区、产业发
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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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洱源：土地综合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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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群策群力探索农村公路建设新模式

绣郎借东风 解锁新赛道

我州各界人士踊跃到州中心血站献血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 王光保） 6月 17日下午，
州委书记杨国宗到大理第七中学、大理州特殊监管
医院，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
论述，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造社会治
理创新的“大理样本”，切实提升群众美好生活的获
得感、幸福感。

大理第七中学是一所专门学校。杨国宗实地察
看学校宿舍、图书阅览室、心理矫治室等，深入了解
学校建设、课程设置、教育效果等情况。杨国宗肯定
了学校教育取得的初步成效，勉励在校学生要努力
学习知识、增强法纪意识，不放弃对人生的追求，以
积极的行动迎接未来，扣正“人生第一粒扣子”。他
强调，办好专门学校意义重大，是功在当下、利在长
远的重要工作，需要各方力量共担使命、协同发力。
学校教育工作者要持续发力，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

“园丁”，用心用情帮助他们修剪“歪枝”、扶正“树
苗”。相关部门要在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方
面给予倾斜和帮助，让教师“留得住”“干得好”、学生

“愿意来、留得住、满意归”，为学校教育质效不断提
升做好保障。

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是云南省首家州（市）一
级的特殊监管医院。杨国宗实地察看入院登记室、
病房等区域，认真了解医院安防工作、诊疗设施设
备情况、管理运行模式、医务人员工作情况等。他
指出，大理州特殊监管医院的建设运行是大理整合
优势资源、创新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胆探索。相关部
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凝聚治理合力，加快理顺体制
机制、提升规范管理水平，切实把大理州特殊监管
医院管理好、运行好。要结合工作实际，总结提炼
好亮点特色，形成可推广、可借鉴的“大理经验”，提
升特殊人群服务管理能力水平和质效，为平安大理、
法治大理建设作出特殊贡献，为全州创优提质促发
展助力赋能。

调研过程中，杨国宗强调，为特殊群体提供应
有的关爱和保障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
兜底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苍洱阳光幸福工程”三年行
动计划落实到位，务实抓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
系列措施，构建起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州领导杨经德、杨瑜、杨坤、童晓宁、崔庆林，州
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近日，小麦、青稞等作物进入收割季节，剑川县老君山镇广大农户忙着抢收、抢晒，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老君山镇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种植粮食作物4.18万亩，预计产量在1.24万吨以上。 ［通讯员 杨正彪 任志文 摄影报道］

弥渡县昌茂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人将采摘下来的西红柿分拣、装
箱，准备销往外地。（摄于6月13日）

弥渡县昌茂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党组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为农产品找市场，为劳动力找依托，为群众就业
搭建平台，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村民致富。 ［通讯员 马翠萍 摄］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
强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洪涝和地质

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北方部分
地区旱情发展迅速，南涝北旱特征明显。

习近平要求，要全力应对灾情，千
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受
灾群众，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

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习近平强调，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

汛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防汛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
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
资，完善工作预案，有力有效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应对灾情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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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耀松） 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党委关于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剑
川县聚焦长期困扰基层的难题和堵
点，将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
牌子和证明事项作为基层减负工作的
重要内容，念好“学、改、实”三字诀，
切实为基层减负，增强村级组织体系
整体效能。

“学”字打头阵，紧盯立足点。对
标省、州文件精神要求，召开乡镇党
委、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精准
解读《云南省村级组织履行职责事项
指导目录（试行）》《云南省村级组织保

留外部挂牌指导目录（试行）》《云南省
村级组织保留出具证明事项指导目录
（试行）》等材料，深入了解“牌子乱象”
在基层的表现及清理规范的具体要
求。组织 93 名党建指导员到挂钩村
（社区）做好日常指导工作，对清理工
作进行全方位督导，听取存在的问题
及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疑难问题，确保
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改”字抓落实，挖掘突破点。以
金华镇桑岭村和东门社区为试点做好
标准样板，引导全县 8 个乡镇、93 个村
（社区）逐项推进。从规范“4+2”牌子、
服务功能指示牌、公示公开栏、宣传栏

入手，按照县级统一规定数量、名称和
式样进行挂牌。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
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集中办
公，全方位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
式”办理，让基层学有规范样板对照、
做有点位参考。通过采取“各级财政
投入一点、党费补助一点、村（社区）集
体经济收益支持一点”的方式，在州级
资金补助的基础上，从县管党费中补
助每村 1000 元经费，切实保障整改工
作有序推进。目前，全县已清理不规
范牌子 558 块，规范标准村级组织机制
牌子 372块。

“实”字出真招，把握落脚点。强

化民政、组织、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牵头
协调职能，正确指导村（社区）机制牌
子“应撤尽撤”。加大督促检查和跟踪
落实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治随意向村
级组织派交任务、擅自要求挂牌和出
具证明、增强基层负担等问题。目
前，共理清村级党组织履行职责事项
29 项、村级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履行
职责事项 23 项、村级组织协调服务
项 53 项、村级组织保留外部挂牌 6
块 、村 级 组 织 保 留 出 具 证 明 事 项 2
项、不应由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 34
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举措推动村级
组织减负增效。

剑川念好“三字诀”推动村级组织减负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 杨建梅） 今年以
来，云龙县认真贯彻落实稳就业系列政
策措施，着力在开拓“短、平、快”务工增
收渠道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季节性劳务
输转，形成“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务工
模式，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凝聚合力送岗位。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牵头抓
总，各乡镇紧密配合，人力资源机构、劳
务经纪人、致富带头人积极参与、协同发
力的联动机制。“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
劳务工作微信群、村组工作群等平台实
时发布用工信息；“线下”利用赶集日、春
节文艺汇演、“春风行动”等时机组织开
展招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搭建企业
与劳动者供需对接平台。截至目前，已
发布用工信息20期，开展招聘活动26场

次，发放务工招聘简章7800余份。
强化对接拓岗位。充分挖掘季节性

务工就业岗位，县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务经纪人就季节性用工和劳务输转协
作等工作进行考察对接，详细了解岗位
内容、工作环境，为宣传招聘提供详实基
础信息。并与用工量大的种植基地洽谈
合作，建立长期劳务协作关系，定期开展
岗位信息对接，强化劳务输出，“订单式”
输送务工人员。截至目前，共收集季节
性用工岗位15000多个。

贴心服务稳岗位。人力资源公司采
取“一对一”措施，安排专人负责季节性
劳务输转，全程做好跟踪服务，积极协调
用工企业帮助解决务工人员工作生活中
的困难问题，确保务工人员安得下心、挣
得到钱。截至目前，已向 4 个种植基地
输送了务工人员13批3000多人次。

云龙抓实季节性劳务输转
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