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合新闻2024年7月6日 星期六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杨磊 终校／何俊倬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文虹 李克钊）
弥渡县档案馆紧扣“保管好、利用好、记
录好、留存好”的目标要求，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积极探索档案工作的新思
路、新办法，着力提升档案管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依托数字档案馆建设，推动
档案工作从纸质存档向数字化进程加
速迈进。

弥渡县档案馆是云南省综合档案
馆规范化管理示范档案馆，馆藏档案内
容丰富、门类齐全，馆藏全宗 139个，馆
藏档案95708卷、279499件。

2023 年 9 月，投资 56.8 万元的弥渡

县数字档案馆一期工程开工建设，标准
化机房、局域网、数字化中心、档案管理
系统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先后建成。2024
年 1月投入使用以来，累计接待档案查
阅255人（次），16326卷、106874件；完成
馆藏档案数字化扫描 11.06 万页、目录
录入1.56万条。馆藏档案数字化加速推
进，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弥渡县档案馆信息开发股股长
李育桂说：“2024 年是弥渡县档案馆开
展纸质档案和数字化档案“双套制”移
交进馆的第一年，我们把全县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登记档案作为先

手棋，严把技术、质量、安全三道关口，
确保档案高质量达标进馆。”为做好土
地确权颁证档案数字化处理工作，弥渡
县专门抽调县农业部门和各乡镇工作
人员共同参与这项工作，县农经站高级
经济师莫桂枝就是其中一位，她说：“我
们力争在最短的时限内完成全县8万多
户农户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档案数字
化工作，用人力换投资，这项工作可节
约财政资金200多万元。”

“一直以来，查阅档案都是依靠手
工检索，不仅慢，有时候还查不全，档案
反复翻看对档案的伤害也特别大。随

着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推进，档案查阅更
快更便捷，档案原件也能够得到有效的
保护。”弥渡县档案馆副馆长张秀琼介
绍。据了解，弥渡县档案馆开展档案数
字化工作，对珍贵档案进行抢救和保
护、对原有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形成扫
描件，大部分档案相关工作可以依靠数
字件完成。

通过数字赋能，弥渡县档案馆加速
推进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
化、利用网络化”建设，为档案利用服务
织就“智慧网”，实现了“静档案”转化为

“活资源”。

弥渡县加快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
织就档案利用服务“智慧网”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近年来，

永平县聚焦遴选、培训、使用和管理等
关键环节，全面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扎实推进“法律明白人”队伍建
设，实现全县所有村（居）民小组“法律
明白人”队伍建设全覆盖，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平安永平建设提供了坚强
的基层法治力量保障。

在村级“法律明白人”法律工作队
伍建设中，永平县各级制定“法律明白
人”培养工作方案，采取逐级推荐、严格
审核、法律知识测评等办法，从村（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干部、人民
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五老”
人员等群体中，选出具备一定法治观
念、遵守法律法规、热衷社会公益法治
事业、愿意为群众服务、有良好道德品
质和个人修养的人员充实到“法律明
白人”队伍中；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培
训等制度，分乡镇、村（社区）组织开展
常态化集中培训、网络培训，提升“法
律明白人”的法治素养和工作能力。

全县组织“法律明白人”培训 15 场次、
组织法律明白人到县级法治文化阵地
观摩学习 7 次；通过建立《法律明白人
履职清单》，明确“法律明白人”法治宣
传、社情民意传递、法治创建监督、法
治活动组织、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
引导六个“角色”职责，通过结对指导、
业务培训、日常管理、评价激励、能进
能出、动态管理，保障队伍质量；通过
典型选树、法治宣传，激发“法律明白
人”主动作为激情，有效推动“法律明
白人”培养工程由“扩覆增面”向“提质
增效”转变。

目前，全县共有 1583 名“法律明白
人”登记在册，实现全县 1252 个村（居）
民小组“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全覆盖，2
人获“云南省百佳法律明白人”称号。
建立 23 个法律明白人工作室，组织“法
律明白人”走进农家调处纠纷、化解矛
盾百余场次，有效推动“法律明白人”积
极履职，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优质的
法律工作服务。

永平县推进“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
实现村村都有“法律明白人”

洱源县炼铁乡连片种植的烤烟田一角。（摄于7月1日）
近期，洱源县烤烟种植已全部进入中耕管理期，相关部门积极引导种植户实施薄膜

保湿除草、生物灭虫等科学种植管理措施，一株株烟叶长势喜人。［通讯员 杨世明 摄］

▶ 7月1日，巍山县南诏镇北街社区党总支、自由村
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到自由村小塘子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本次活动共栽种树苗600余株。

［通讯员 陈妍霞 何冰倩 李靖玺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坤 王向荣）
近年来，洱源县强化党建引领，以提升
组织力为着力点，积极搭建用人单位与
残疾人就业服务双向交流平台，推动用
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培训无技能残
疾人掌握谋生本领，通过“三个聚焦”全
方位织密织牢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点亮
残疾人“就业梦”。

聚焦“切入点”，技能培训提能力。
依托沪滇协作“携手兴乡村”项目，在
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情况摸底的基础
上，结合摸底结果，制定年度培训项目
安排，指导残疾人根据自己的培训需
求和就业意愿报名参加。推行“党
建+”服务残疾人新模式，与培训机构、

就业部门、非遗传承人三方合作，突出
以培训提能力为导向，针对农村残疾
人，以种植养殖等农村实用技术为培
训重点，将培训现场放在田间地头，持
续提升残疾人技能水平；针对自身有
特定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因需施教、因
岗施教，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定期聘请专业教师开展电子产品
加工、木雕、中式烹调师、扎染、手工艺
品编织等技能培训，以优质师资、精准
教育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截至
目前，累计投入“携手兴乡村”项目资
金 34.9 万元，开展培训 8 场次，受益残
疾人 203人次。

聚焦“关 键 点 ”，对 口 合 作 稳 就

业。进一步延伸训后就业服务链条，
聚焦残疾人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痛
点、堵点，完善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
制，引导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有就业
意向的残疾人进行排查摸底，与社会
培训机构签订对口就业协议，精准推
送残疾人专岗信息，为有就业意愿及
就业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一对一”个性
化职业推荐。同时，用好用足用活各
项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开展残疾人
创业示范户评选，发放高校残疾人毕
业生求职补贴，加强残疾人就业权益
保障。截至目前，评选残疾人创业示
范户 34户，发放扶持资金 34万元。

聚焦“落脚点”，创新途径增收入。

结合残疾人就业群体的特点和市场需
求，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等各方力量，创
新优化工作方式，主动对接劳务派遣公
司和用人单位共同开发适合残疾人就
业的岗位和工种，提高残疾人求职需求
与用人单位岗位匹配度，积极推荐有就
业意愿且身体符合就业条件的残疾人
与用工企业双向选择，切实将残疾人

“找工作”变为残疾人“选岗位”，有效提
高就业率、增加收入。同时，将辖区一
家企业推介为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示
范点，每个示范点安置残疾人就业不少
于5人，并补助资金 5万元，以基地发展
带动残疾人就业。目前，安置残疾人
就业 14人。

洱源县“三个聚焦”点亮残疾人“就业梦”

本报讯（通讯员 白玉珍 张莹）7月
3 日，南涧县宝华镇组织 190 名新选聘

“法律明白人”开展任前集中培训，旨在
引导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学习法律
法规、弘扬法治精神。

培训以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电信诈
骗、非法集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

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案件为例，引导“法
律明白人”学法、守法、用法，并充分发挥
自身在政策法规宣传、矛盾纠纷化解、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地
带动身边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纠纷靠法，进而全面
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学法用法能力。

南涧县宝华镇“法律明白人”任前充电

◀ 宾川县平川镇组织开展“绿色平川党旗红”义务植
树活动，镇团委志愿服务队、妇联志愿服务队和护林员、底
么村委会党员组成百人“先锋队”，种植云南松、栎树树苗
1000余株。（摄于6月27日）

近年来，平川镇扎实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巩固“五廊一
林”建设成效，森林覆盖率达79.36%。同时，还实施金沙江
干热河谷万亩低效林改造工程，深入推进林业生态修复治
理，厚植平川绿色底蕴。

［通讯员 徐小强 摄］

市民在祥云县城玉波湿地公园游玩。（摄于7月3日）
祥云县通过挖湖蓄水、种植水生植物，建成投资4500万元、占地面450亩的玉波

湿地公园，改善了县城人居环境。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