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农业创优提质

弥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发军介
绍，“十三五”以来，弥渡县坚持用“七种
理念”抓好现代农业发展“八项任务”，
实现现代农业创优提质。

2023年以来，积极抢抓国家实施新
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大机遇，紧紧
围绕“小河淌水乡愁地、绿色蔬菜产业
园”的发展定位，以让农民“更好地种

田、种更好的田”为目标，以“破埂、平
整、改水、通路”为标准，实现“田成方、
路成网、渠相连、信相通”的建设效果，
实施了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10.65 万
亩，为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智慧化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聚焦特色产业，重点围绕设施蔬菜
产业发展需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式开展校企合作“孵化”智力成果，
借助云南现代蔬菜产业发展研究院及
五个分中心、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等
平台优势，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关键技
术攻关及成果转化，助力春沐源、兰桂
骐、自然之星、耘飞、春晓等10余家全国
农业龙头企业提质扩能，推动以蔬菜为
重点的传统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加快

推进种业、数字农业、有机农业、酱菜加
工等12个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园建设，打
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大“外引内
培”力度，“外引”一批具有影响力、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内培”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一批特色乡
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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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茂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 号 码 ：
5329002067433。

●宋兴琼遗失大理大学学生证一
件，号码：20211105020123。

●大理市嗨火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号 码 ：
5329002048201。

●大理市大理镇南门村民委员会
遗失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副本）一件，
号码：乡字第 大理市202200021号。

●大理镇南门村委会遗失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副本）一件，编号：大旅
规（2006）082号。

● 祥云佳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大理市有晴岁月客栈遗失金税
盘一件，号码：661713487890。

●沈帅周遗失人民警察证一件，
号码：042954。

●沈帅周遗失公务用枪持枪证一
件，号码：532927901A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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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稳步提升

政风行风 热线 话
题｝｝ 6月19日，弥渡县委常委、弥渡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张宝军率队做客大理州舆论监督热线访谈节目

“政风行风热线”，就弥渡县经济发展、园区建设、弥渡民歌保护传承、智慧养老等情况进行介绍和交流。

节目时间：每周三11:00—12:00直播

收听方式：广播频率 FM102.7、
FM99.9

收看方式：大理广播电视台微信

公众号微赞直播间。《大理日报》5 版
专题刊载。

热 线 电 话 ：0872-2121027、
2131027

弥渡民歌保护传承取得新进展

园区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弥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弥渡县委常委、弥渡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张宝军介绍，近年来，弥渡
县以省委“3815”战略目标为引领，持
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深入践行

“三法三化”，纵深推进“八大攻坚战”，
紧紧围绕“小河淌水乡愁地、绿色蔬菜
产业园”的发展定位和建设名副其实
的“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奋斗目标，
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新上了一批重大
项目，打通了一批堵点卡点，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县就业稳、物
价稳、民生稳、人心稳、社会大局稳，重
点领域发生一系列方向性、趋势性积
极变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

今年一季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22.25 亿元、增长 6.3%、增速全州排
名第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41
亿元、增长 27.4%、增速全州排名第四；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06 亿
元、增长 7.8%、增速全州排名第四；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64 亿元、增
长 5.6%、增速全州排名第四；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49 亿元、增长 49.9%、增速
全州排名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94
亿元、增长 32.8% 、增速全州排名第
一。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完成良好，顺
利实现“开门红”。

当前，是弥渡发展的窗口期和机
遇期，弥渡将立足自身优势，按照州
委、州政府关于创优提质促发展部署
要求，聚焦 5 项主要经济指标创优提

质：一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7%以
上，在全省排名比 2023 年进位 3 名以
上；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5%以
上，在全省排名比 2023 年进位 3 名以
上；三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6%以上，在全省排名比 2023 年进位 1
名以上；四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 10%以上，在全省排名比 2023 年
进位 1 名以上；五是“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增 速 7.2% 以 上 ，在 全 省 排 名 比
2023 年进位 1 名以上。其中，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创
优指标。推动 5 项重点工作创优提
质：一是加快智慧城管建设，拓展城市
管理智能应用系统功能，力争“智慧城
管”弥渡经验在全省推广；二是加快现

代化农业产业园建设，用“七种理念”
抓好现代化农业发展“八项任务”，加
大“外引内培”力度，积极创建全国现
代农业产业园；三是加快产业园区建
设，举全县之力按照“五个坚定不移”
工作思路，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选商，壮大医疗
器械产业集群，力争在全省综合排名
比 2023 年进位 3 名以上；四是加快国
家园林城市建设，巩固提升国家园林
城市园林景观创建质量，积极创建国
家园林城市；五是加快文旅融合发展，
深入实施“1588”战略，持续办好“一节
一赛”，不断丰富“泡温泉、品美食、赏
花灯”品牌内涵，在打造文旅精品上实
现更大突破。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禹富介绍，云南弥渡产业园区长坡岭片
区主要发展数字健康和医疗器械产业，
全力打造医疗器械创新示范园区，目前，
已经有国药、明峰、大成、綦煊、花猫博士
等16家医疗器械企业入驻园区。

一是抢抓政策机遇，主动承接东西
部产业转移。弥渡县牢牢把握弥渡产业
园区沪滇合作产业园作为全省 7 个之
一、大理州唯一的沪滇合作共建产业园
的政策机遇，努力打造沪滇合作示范园
区、云南医疗器械创新示范园区，主动作
为深化与上海市奉贤区合作，依托奉贤
区在资金和招商方面的点对点帮扶，聚
焦数字健康产业集群，引入市场运作机
构参与弥渡产业园区的投资建设、项目

落地、管理运营、科研孵化和招商引资，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为园区产业加快聚
集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二是立足市场
优势，优先抢占云南市场。据不完全统
计，全省每年医用耗材的使用量超 200
亿，但云南省医疗器械生产除口罩外相
关产业仍有空白，医疗器械产业作为朝
阳产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
期。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东南亚医疗器械市场成为中国医疗设备
的新兴出口增长点。弥渡县作为西南咽
喉、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节点，为企
业提供了优先抢占本地市场，布局南亚
东南亚市场创造了良好优势。三是强化
企业服务，搭建证照办理绿色通道。推
行“妈妈式”“贴靠式”全过程服务，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证照分离”改革，为入
驻企业快速办理相关手续开通绿色通
道，探索“容缺受理+承诺审批”模式，对
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到快速响应，
做到园区事项县内一站通办，园区服务
一站享受。针对医疗器械产业监管严、
要求高、证照办理程序多的实际情况，
引入医疗器械办证服务平台，组建工作
专班，安排专人与省、州行管部门对接，
为企业提供办证咨询，协助企业完成资
料提交和相关证照办理。四是完善政
策配套，全力助力产业发展。围绕企业
需求和产业定位，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引进各类服务平台，助力入驻企业发展
提质增效。州委、州政府制定出台了

《支持云南弥渡沪滇合作共建产业园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县委、县政府制
定出台了《云南弥渡产业园区沪滇数字
健康产业园企业扶持办法》。县内各职
能部门联动协作，为企业提供人才招聘、
财务代理、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务，解决
企业后顾之忧，专注自身发展。五是用
好产业基金，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结合医疗器械科技型小微企业前期研发
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普遍面临融资门槛
高、融资困难等实际情况，弥渡县积极争
取，设立了大理州第一支 5亿元县级产
业基金，开创了“基金+园区+产业”发展
新模式，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带动
更多社会资本注入，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助推企业快速发展，助力企业做大规模，
促进产业集聚。

弥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冯安梅介
绍，《关于弥渡民歌保护传承的决定》的
施行是弥渡民歌国家级非遗项目立法
保护的一件大事。严格执法，依法保
护，扩大宣传，违法必究是全县各部门
和社会各界应当共同履行的责任。

“十四五”时期是弥渡文旅产业坚定目
标、趁势而为、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弥渡旅游要高质量发展必须，也必然依

靠文化做坚强后盾。弥渡文化融入旅
游产业的最为响亮的品牌就是以《小河
淌水》为代表的弥渡民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坚定“1588”战略，打造“泡
温泉、品美食、赏花灯”的文旅品牌，建
设名副其实的“小河淌水 幸福弥渡”必
须突出加强弥渡民歌保护传承。

为做好弥渡民歌保护传承工作，弥
渡县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分管文化旅

游工作的副县长为副组长，文旅、发改、
人社、财政、教体、税务、自然资源、住
建、市管、外事、侨务、档案、融媒体等有
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保护工作领导
组，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抓实保护传承
工作：一是建立并公布列入保护的弥渡
民歌曲目，做到在网络平台上可查询、
可播放、可学习；二是持续办好“小河淌
水”弥渡民歌节，传承弥渡民歌文化、挖

掘弥渡民歌潜力、促进文旅融合；三是
扎实开展好弥渡民歌进校园，让弥渡民
歌的传承保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四
是抓好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对口帮
扶弥渡机遇，努力办好“小河淌水”合唱
团，接续培养弥渡民歌优秀人才；五是
扎实做好弥渡民歌版权保护，以《小河
淌水》《弥渡山歌》等歌曲为重点，严防
版权侵犯、恶意改编等情况发生。

智慧养老服务更精准

冯安梅介绍，弥渡县委、县政府始
终坚持把养老事业作为一项暖民心的
政治工程、解民忧的民生工程、增民利
的发展工程，创新举措，破解难题，打造
亮点，着力兜牢民生底线，托起弥渡老
人稳稳的幸福。

弥渡县采取财政资金投一点、集体
经济出一点、慈善资源帮一点、自主经营
补一点的方式建设幸福食堂，让老年人
最多5元钱就可以吃到四菜一汤的一顿
午饭或晚饭。目前，弥渡县已建成幸福
食堂7个，正在建设4个，累计为老年人

提供助餐服务近9万人次。在解决老年
人就餐难题基础上，弥渡县还采取多种
措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
求，开展了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738名
困难失能老年人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
安装了视频监控、配备了护理床和手环
等智慧设备，购买专业的养老服务企业
（彩云南瑞养老服务公司）为有需要的居
家老人提供如助洁、助浴、助医、助聊、助
急等专业的上门服务超过 2000 人次。
建成县级养老服务综合管理平台系统1
个，对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1920名老年人、1877个智能设备进行跟
踪管理，初步形成了“系统+服务+老人+
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努力做到让

“老人安心、亲人放心、社会称心”，全面
提升居家老年人生活质量。扎实推进

“苍洱阳光幸福工程”七大行动，对留守
老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建立了探访关
爱制度。全面精准掌握全县留守老年人
基本生活情况，对留守老年人动态建档，
实行党员结对帮扶探访陪伴服务，建档
率、结对率、探访率均达100％，采取定期
和不定期对留守老年人进行心理关怀和

帮助，减少孤独感，切实为困难老人解决
实际问题。

下一步，弥渡县将积极发展社区养
老服务网络，加大投入建设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村组老年活动场所、老年幸
福食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养老，
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
务，并继续实施好家庭适老化改造，为
有意愿的失能老年人家庭配置智慧养
老监测设备，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让养老服务平台服务更精准，实现“养
老”变“享老”。

本报讯（通讯员 段莎莎 杨雪睿）
6 月 18 日，第十一届中信和业杯中国女
子围棋甲级联赛在漾濞石门关景区精
彩上演。来自上海的星小目队与成都
棋院队在此展开激烈对决，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围棋界的盛宴。

比赛中，棋手们在棋盘之上你来我
往、斗智斗勇，展现了女子围棋选手的
卓越风采，最终上海星小目队以3比0的
优异成绩赢得比赛。

此次比赛是漾濞石门关景区协办
的第二次国家级围棋赛事，比赛以“乡
村振兴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通过围
棋这一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大理地
区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漾濞
石门关景区的优美风光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为本次比赛增添了无限魅力。通
过举办和引进一系列知名赛事，不仅提
升了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推动
漾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巍山县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幼儿园活动场地的规划与利用”主题研讨会
在大仓镇翠峰幼儿园举行。（摄于6月13日）

近年来，巍山县坚持保育教育结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提高幼儿园办园水平和
科学保教质量，促进巍山县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左玉萍 宗志芬 摄影报道］

永平县水泄乡瓦厂村完小科技老师在给学生讲解计算机知识。（摄于6月12日）
近年来，永平县牢固树立重实践、重能力、重素养的教学理念，将科技教育作为

义务教育重要环节，通过开展“信息科技兴趣周”等活动，全面提升科技活动育人效
果，让乡村娃也能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魅力。

［通讯员 马海云 李煜杭 王学华 摄影报道］

第十一届中信和业杯中国女子
围棋甲级联赛在石门关举行

联赛现场。（摄于6月18日） ［通讯员 段莎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