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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高桂兰）近年来，
鹤庆县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聚焦产业工人素质提升、队伍
壮大等重点任务，搭建技能人员素质
提升平台，着力推动产业工人由“工”
变“匠”。

搭建职工创新创效平台。建立职
工群众性创新机制，成立创新工作室，
激发职工创新创效热情，培育更多能创
新、会创造的工匠人才。截至目前，该
县已成功申报云岭工匠创新工作室、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各类创新
工作室7个。建立职工创新成果转化平
台，加大对职工创新项目的申报力度，
打造包括技术创新、项目转化、产品制
造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促进职工技术成
果应用“活起来”。近年来，该县产改试
点企业累计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等各类专利 220余项，产业工人创新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用活技术比武活动平台。坚持“以
赛选才、以赛育才、以赛励才”的原则，
围绕该县重点工作，精心打造具有鹤庆
地方特色的竞赛品牌。常态化开展

“鹤庆（鹤阳）名匠”银铜器锻制领域等

技能大赛，同时出台相关方案措施，鼓
励企业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为产
业工人搭建技术角逐、技能比拼的大舞
台，让劳动技能竞赛成为该县职工踊跃
投身高质量发展的“练兵场”，一批技能
大赛优秀选手实现技术等级提升。由
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申报的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已于 2021年 3月获得人社
部颁发的认定资格，备案开展认定的工
种涵盖装载机司机、选矿工等4个职业8
个工种，截至目前，已组织近300名产业
工人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均取
得相应的等级证书。

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平台。成立
鹤庆银器产业学院，致力于推动金属工
艺技艺的传承和创新，采用“政府+职
中+院校+企业”的合作办学模式，依托
民间传统工艺专业，建立从在校大学生
联合培养、在岗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到社
会人员岗前培训的新兴产教融合教育
体系。产改企业以提升工人整体素质
建设为主，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一
体化培训等方式培养人才，全面推行新
型学徒培训，平均每年完成企业新型学
徒制培训500人（次）。

鹤庆县搭建平台锤炼技能
推动产业工人由“工”变“匠”

本报讯（通讯员 宋桂兴） 近年来，
剑川县甸南镇龙门村立足丰富的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传承、乡风文明“两个故
事”，打好人居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

“三张品牌”，着力建设宜居和美幸福乡
村。龙门村先后荣获“云南省文明村”

“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讲好“两个故事”，化风成俗润人心、

树新风。讲好红色传承故事，赓续红色
血脉基因。龙门村紧扣作为剑川“四二”
武装暴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强化党员
教育实训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努力将龙门村打造成为彰显红色力量、
引领基层治理的党建综合阵地。发挥村
内老党员作用，为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
群众进行讲解，龙门村党员教育实训基
地每年接待参观人员 1.2 万人（次）左
右。讲好乡风文明故事，厚植文明新风
沃土。龙门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文化活动场所，积极组建文艺队，常态化
开展好家风宣讲，引领村内形成乡风文
明新风尚。

打好“三张品牌”，乡村振兴聚合力、
暖人心。固强补弱打好人居环境“阵地

牌”。积极向上对接争取资金，对村内基
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对传统建筑进行
保护修复，对河道河岸进行整治提升。
结合“干部规划家乡行动”、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动员全村群众拆除河道两
旁构筑物，清理整治乱建乱占地块，恢复
青龙河农耕文化带，剑阳八景中的“郊边
牧笛”景色正逐步重现。因地制宜打好
产业发展“精品牌”。坚持把做实传统产
业和做优特色产业作为龙门村产业发展
的突破点和发力点，巩固烤烟、芸豆等经
济作物种植，发展莴笋特色种植、羊乳饼
加工等特色产业，促进群众增收。精耕
细作打好乡村治理“示范牌”。组建党员
应急处置队伍，强化村内网格化应急管
理；依托“书记院坝协商会”和村民代表
大会，将殡葬改革、剑湖保护等内容写入
村规民约，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作用，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健全落实村民
理事会等议事制度，坚持引导民事民议、
民事民决，让村民及时了解村里的大事
小情；持续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不断
营造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
谐氛围。

剑川县龙门村打造宜居和美幸福乡村

□ 通讯员 鲁学靖 张永洪

“全县防汛减灾风险隐患排查发
现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汛
救灾物资准备是否充足？”“请提供一
下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及 24 小时值班
值守表。”连日来，随着降雨量的增加，
南涧县纪委监委闻“汛”而动，紧盯防
汛责任落实、物资保障储备、应急值班
值守、风险隐患排查、存在问题整改
等重点，下沉一线对防汛备汛工作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全面拧紧防汛
责任链条，以有力监督筑牢防汛安全

“堤坝”。
为织密防汛监督网，南涧县纪委监

委统筹县、乡（镇）纪检监察力量，充分
发挥“室组地”联动监督优势，成立专项
监督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日常监
督+专项检查”的方式，深入县应急管理
局、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
门及 8个乡（镇）进行监督检查，督促行
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村认真履行行业
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

紧盯河流、山塘水库、重点路段、地质灾
害点等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着力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督促乡（镇）加强防灾能
力建设，排查危房、危墙、道路塌陷等风
险点和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重点人
群，做好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强化宣
传，提高群众防汛意识，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部分单位度
汛工作准备不充分、应急预案操作性不
强、隐患排查整治进度慢、监测预警能
力和群测群防能力不足等问题，及时反
馈至责任单位，督促其立行立改，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督促乡（镇）和职能部
门举一反三、自检自查，进一步压实责
任，细化防汛措施，及时堵塞漏洞，牢牢
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我们将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继
续紧盯防汛救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持续强化监督检查，进一步压实压紧主
体责任，以铁的纪律为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保驾护航。”该县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南涧县纪委监委——

靠前监督 拧紧防汛责任链条

□ 记者 杨艳玲 杨桂清

大理市以党建为引领，依托社区资
源，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全日托养、日间
照料、居家上门等服务功能的“苍洱幸福
小院”，不断深化“一老一小”特色服务
品牌，解决社区“一老一小”实际困难，
打造互助式养老和幼儿托管新模式，着
力构建“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新格局。

科学布局养老中心

大理市以群众需求清单为“靶向”
规划布局，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
方式，摸清了辖区老幼群体的需求，并
按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进行分类，科学
规划建设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幸福食堂等

“苍洱幸福小院”服务阵地，探索构建

“街道+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互助式
养老新模式。

据了解，设在家门口的日间照料中
心里有食堂，有中医艾灸仪，还有娱乐
休闲设施，老幼群体的日常生活所需基
本能够得到满足。说起自己在日间照
料中心的生活，大理市大理镇玉洱社区
93岁的老人杨素仙很满意，她说：“日间
照料中心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我们
相处融洽，氛围比较好，而且工作人员
也非常热情。”

真情服务“一老一小”

在主城区，大理市针对老幼群体集
中、需求多元化的实际，全面完成市、街
道、社区三级“同心圆”党群服务中心规
范化建设，同步建成了一批居民小区、
商务楼宇“同心圆”党群服务驿站。

大理市下关街道依托党群服务驿
站，让“养老服务跟着老人走”，让老年
人的幸福感不断增强。“我们始终聚焦
辖区‘一老一小’群体的需求，通过在小
区建立党组织，建设党群服务驿站，整
合辖区‘同心圆’党建综合体服务资源
等方式，让老有所归、少有所育的美好
图景照进现实，促进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提升。”大理市下关街道党工委委员、组
织委员段翠芳说。

建强阵地满足需求

“我们引入第三方参与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运营管理，按照‘走进去+请出
来’的模式，由专业服务人员走进部分
失能家庭开展服务，同时积极动员老年
人走出家门，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接
受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

面的服务。”大理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
养老服务科科长秦亚松说。

据了解，大理市着眼壮大阵地、拓
展资源，组织开展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建
设社区办公用房和社区居家养老设施
用房集中排查，确保建设服务阵地有房
可用，通过建强阵地、健全机制、抓实活
动，促进“苍洱幸福小院”作用得到最大
发挥。目前，大理市在主城区建成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3个、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 13 个、标准化“儿童之家”9 个，
2023年以来，累计服务辖区老幼群体15
万余人（次）。

秦亚松介绍：“接下来，大理市将按
照‘十四五’规划，计划在今年内完成 3
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个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3个乡（镇）区域性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满足大理市更
多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改革之风拂白州

“党建+一老一小”让幼有善育老有颐养
——大理市党建领航解锁互助养老新模式系列报道之一

□ 通讯员 赵菊芳 施新弟
赵喜杏 文／图

眼下，洱源县牛街乡大松坪村1700
多亩连片种植的马铃薯陆续开花，一垄
垄、一簇簇，花开成海，一路铺展至天
际，如繁星点点，装点着田野。微风徐
来，漫山遍野的马铃薯花随风摇曳，辛
勤劳作的农民点缀其间，丰收景象近在
眼前。

大松坪村位于牛街乡东北部，距离
牛街乡政府 12.8公里，地属高寒山区，
海拔 2700米，全村耕地 2512亩，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
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适宜种植玉
米、大白芸豆、马铃薯等农作物。

“我们于 2013 年引进大理英茂种
业有限公司，以‘党总支+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运营。”大松坪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龚建军介绍，大松坪
村结合交通、气候等优势，以市场为导
向，不断抓实特色产业发展，引进大理
英茂种业有限公司发展马铃薯种薯种
植，将小种薯做成“大产业”，让金灿灿

的种薯真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
豆豆”。

据了解，大理英茂种业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为马铃薯种薯生产与销售，致力
于发展优质脱毒马铃薯种薯，种植主要
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设施。
十年来，该公司在大松坪村种植出的马
铃薯种薯以早熟、产量高、品质好等优
点，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得到不断提
升，马铃薯种薯在省内市场畅销。该公
司负责人杨军介绍：“2023年，我们公司
在大松坪村流转了1700多亩土地，种植
了丽薯6号、云薯902两个品种，亩产量
达3吨，总产值达1400多万元。”

大理英茂种业有限公司每年在播
种期、管理期、收获期、销售期都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户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业，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大松坪村
及周边村庄农民的就业问题。据悉，该
公司每年用工累计 15000多个，劳务支
出达120多万元。

“我家里有老人、小孩，外出打工也
不方便，我便一直在大理英茂种业有限
公司帮忙，一个月收入两千多元。”在马

铃薯种薯地里忙着除草的罗利花说。
“十年来，大理英茂种业有限公司

给我们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村民
们都非常支持公司发展，也使得我们村

的马铃薯种薯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龚建军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壮大产
业规模，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以农文旅
融合的方式，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

洱源县大松坪村：千亩马铃薯花开成海

农户在马铃薯种薯地里进行田间管理。（摄于6月27日）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巍山县马鞍山乡红旗村委会后山
村民小组村民把采摘好的红心桃搬
上车。（摄于7月2日）

近年来，马鞍山乡充分利用立体
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发展
产业，低海拔黑惠江沿江片区规模种
植柠檬，海拔适中地区发展种植红雪
梨、红心桃、青梅，高海拔地区培育种
植华山松、当归，着力改变山区单一
的传统种植模式，促进群众增收。

［通讯员 方树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