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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自有菊

近年来，云南鹤庆产业园区面对转
型升级过程中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层次
较低、高端要素较少等突出问题，一以
贯之地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致力于有效破解制约高质量发
展的深层次突出问题，紧抓“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这一关
键，紧扣“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发展
思路，确立并践行“发挥优势、重点突
破、开放引进、创新模式、集群发展”原
则，走出了一条具有鹤庆特色、符合
鹤庆实际的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园区高
质量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科学产业布局。云南
鹤庆产业园区产业结构按照“一园三
片，各具特色”的原则进行布局，各产业
形成相对闭合的产业链，在各工业片区
发展不同的特色优势产业并形成相应
的产业集群。同时，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开展废弃物综合利用，形成企业能
量梯级利用和物质高效循环的空间布

局，促进园区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具体
空间布局上，以保护为先为原则，即以
保护坝区山水城市环境为前提，采取各
有侧重、北轻南重的布局方法，即北部
坝区片区，重点发展以高原特色食品加
工与消费品制造、新能源等污染相对较
小的产业为主，辅以现代商贸物流、数
字经济等；南部的西邑片区和北衙片区
则重点围绕以绿色铝、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等重工业为主，辅以新材料、新能源、
装备制造、化工等。

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延链强链补
链。园区总体定位以冶金（新材料）、绿
色铝为主导产业，以新型建筑材料、化
工、高原特色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新
能源、装备制造和商贸物流等为补充的
省级产业园区。规划到“十四五”末将
鹤庆打造成滇西“绿色铝谷”和云南省
多金属循环利用示范区。一是开展“链
主”企业培育行动。引导电解铝企业发
挥产业生态主导作用，支持以商招商、
产业链招商，着力培育和引进处于价值
链顶部、具有产业链号召力的铝加工龙

头企业。立足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链条完整的现代企业组织体系、推
动铝加工企业与电解铝生产企业的合
作，培育壮大“链主”企业，提升绿色铝
产业链整体运营效率。二是开展延链
补链强链行动。立足境内丰富的矿产、
水能等资源，紧盯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
导向，认真做好项目筛选、论证及可研
工作，建立完善招商引资工作体制机
制，加大项目宣传和推介力度，重点对
接山东、四川、浙江、广东等地铝精深加
工企业，争取引进一批竞争力强、发展
势头较好的铝加工企业落户园区。三
是抓实重点铝产业项目的建设工作，充
分发挥“一片一专班”对项目的服务机
制，紧盯招商引资签约落地铝产业项
目，积极主动为企业解决建设过程中的
困难问题，促进已签约铝产业项目按时
间节点投产，尽早发挥效益。

提高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在
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加速赶超，园区把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立业之本、强区之基、
责任之要，着力在打造营商环境高地，

抢占发展先机上下功夫。一是围绕绿
色铝产业链完善物流体系，加强物流基
础设施与绿色铝产业园区统筹布局、联
动发展，探索以多渠道、多元化投资方
式推动物流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二
是攻坚重点难点，深化专项整治。开展
干部作风整治，推行“立马就办、保姆式
服务”，全力帮扶企业解决报批、经营、
融资难题。三是突出提质提升，强化创
新突破。加快推进审批提速，以“一件
事一次办”为抓手，推动审批服务事项
减环节、减时限、减材料。

云南鹤庆产业园区始终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2013年，园
区被评定为省级工业园区，2018年 2月
进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
版）》，2019 年被评为全省 10 强园区，
2023年被评为云南省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截至 2023 年 12 月，园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20家，省级以上科技创
新平台4个，高新技术企业4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5家，专精特新企业1家。

云南鹤庆产业园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吴金勇 文／图）眼下，
正值夏蚕养殖的最佳时机。近日，在鹤庆县各
养蚕村，蚕农们正积极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今
年的夏蚕养殖，到处呈现出繁忙的劳作场景。

在桑园里，一株株及腰的桑树枝繁叶
茂，桑农们正穿梭在地里忙着采摘桑叶。在
蚕房内，排放有序的蚕床上，蚕正在啃食擦
晾干净的桑叶，沙沙作响。由于气候适宜，
土地肥沃，鹤庆县大部分农村都非常适宜蚕
桑的生长。

桑叶是蚕最爱的美食，从蚕卵孵化成小
蚕，再从小蚕长到大蚕，蚕的食量会越来越
大，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蚕房大约有 3万多
只蚕，每天就要吃掉2000斤左右的桑叶。特
别是蚕进入五龄期后，食量很大，需要蚕农
每天要采摘大量鲜叶喂蚕。还要常常给蚕
房消毒，确保蚕房卫生，蚕才不会生病。

目前，鹤庆县1300多张夏蚕养殖已进入
五龄阶段，再过两三天的时间，这些可爱的
蚕宝宝将吐丝结茧，迎来丰收季，辛勤的蚕
农们都期望着“蚕好半年粮”的好收成。

◀ 鹤庆县金墩乡康复村群众在蚕房里
喂蚕。（摄于7月4日）

□ 通讯员 吴金勇

近年来，鹤庆县政务服务管理局以
市场主体的实际感受为标准，从思想、
责任、制度、纪律、文化等方面全面发
力，以廉赋能，助推营商环境更优化，办
事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走进鹤庆县政务服务大厅，在运政
办事窗口，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董金彪正
在办理从业资格证，不到半小时就顺利
办理结束。董金彪说：“工作人员非常
热情，在办理过程中很细致，态度好、效
率高，我特别满意。”

鹤庆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把政务服
务水平的有效提升作为清廉建设的试
金石，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管理制
度，全面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规范窗
口服务行为。鹤庆县政务服务管理
局副局长董芳介绍：“我们采取定期检
查和不定期抽查的形式相结合，严格
按照窗口服务规范，考核工作人员的
服务态度和业务水平，真正做到用制

度管人，最大限度让群众享受到高标准
的服务。”

同时，不断加强工作人员思想教育，
通过定期组织学习、开展谈心谈话、签署
承诺书等，帮助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廉洁
意识，自律躬行。工作人员张顺娥说：

“单位经常组织学习，张贴宣传资料，营
造廉洁工作氛围，筑牢了我们的廉洁意
识。我们也会严于律己，切实为前来办
事的群众提供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

目前，鹤庆县政务服务大厅共有39家
单位进驻，设立40个服务窗口，可办理政
务服务事项1318项，“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正日益成为现实。今年1月至6月，共受
理政务服务事项46562项，办结率100%；
咨询解答问题14992项，满意率100%。

鹤庆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段炽
表示，将继续高标准严要求，强化部署
抓落实，压实责任抓监督，注重宣传抓
教育，持之以恒做好清廉机关建设工
作，助推鹤庆县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为实现鹤庆县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 通讯员 刘学光 陈钟武

鹤庆县西邑镇是一个农村山区乡
镇，辖区内有9个村委会72个村组，人口
13946人。同时，西邑镇也是大理州的工
业重镇，辖区内有16家企业和21家参建
单位入驻，企业员工和务工人员达9685
人。工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治安
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此，鹤庆县
公安局西邑派出所积极践行“枫桥经
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努力化解矛盾、
预防各类犯罪、服务群众，推进“平安园
区”建设，守护平安家园。

优化营商环境，全警发力守护百亿
元省级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为了更
好地为企业服务，西邑派出所党支部与
园区企业共建警企支部书记群，制定碰
头会制度，稳步推进警务前移，成立驻
园区和企业警务室，定期开展警企联席
会议，与企业形成“背靠背”的治安管理
格局，主动上门服务开展法治宣传、合
规宣传，对突出的治安热点进行风险提
示，争取资金 480万元建成智慧安防项
目，实现对工业园区和企业的24小时不

间断守护。
开展热难点问题排查化解，为企业

专注生产提供“定心丸”。把行业场所、
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基层群防组织、一
村一辅警工作抓紧抓实，实现矛盾不上
交，就地解决。2019年以来共处理10人
以上群体纠纷79起，矛盾纠纷解决1020
起，没有发生到县以上人民政府集体信
访事件，真正实现 5年无命案发生，5年
无非法越级上访，5 年无重大及影响恶
劣的案（事）件发生，5年无重点人员漏
管失控。

精细化管理民爆物品和危险化学
品，实现 5年民爆物品不丢失、不流失、
不炸响，事故零发生。西邑镇有 4个炸
药库，1 个氰化钠库。2023年使用炸药
5513.37吨，日均使用炸药15.11吨，使用
量占全县98%，使用雷管46.7万枚，日均
使用 1279枚，使用氰化钠 6256吨，日均
使用 17.14吨。面临庞大的民爆物品和
化学物品体量，西邑派出所按照精细化
管理的要求，专人管理档案，专人落实
各项审批，专人定期开展库区安全检查
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鹤庆蚕农抓好夏蚕养殖促增收

鹤庆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推进清廉机关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鹤庆县公安局西邑派出所——

践行“枫桥经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巍山县血吸虫病防治站血防人员在巍宝山乡龙潭村田间查螺。（摄于7月9日）
连日来，巍山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抢抓有利时机，组织血防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

及疫区沟渠等地扎实开展查螺工作，守护群众健康。
［通讯员 饶国生 何存芳 摄影报道］

洱源县纪检监察干部在县水务局
了解水库信息化监测系统运行情况。
（摄于7月9日）

近期降雨明显增多，为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洱源县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深入一线靠前监督，采取随机抽
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防汛备汛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相关部门主
体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堤”。

［通讯员 杨丽萍 摄］

□ 通讯员 马旭东 熊贵才 谢菊辉

盛夏时节，来到位于漾濞县苍山
西镇金牛村的时光民宿，院落鸟语花
香、干净整洁，三三两两的住客在凉亭
里品茶、聊天，厨房里的阵阵香气扑鼻
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时光民宿负责人石金莲正在热情
地招呼着客人：“现在还剩20个床位，你
们需要什么样的房间？”石金莲介绍，自
家是 2019 年建的民宿，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共 4 层，经营状况一年比一年
好。现在有 28 个房间 58 个床位，去年

的纯收入在 50万元左右。随着民宿经
营走上正轨，家里还开起了餐馆、超市，
并在去年2月又投入180多万元新建了
一幢4层楼的精品酒店。“我们采取线上
线下订房、订餐服务，规范经营，热忱服
务，靠特色吸引游客，用服务留住回头
客。”石金莲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更对
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这里的客房很干净，辣子鸡的
味道很正宗，服务态度也很好，我们
吃得香，住得舒心。”来自永平县的游客
何利稳连连称赞。

金牛村距漾濞县城 7 公里，离大

瑞铁路大保段漾濞站仅 7.6公里，大漾
云 高 速 公 路 石 门 关 收 费 站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大理漾濞苍山
石门关景区也在此处。随着石门关景
区“热度”不断提升，该村利用“双高
双通”的交通区位优势和人流资源，推
动民宿经济蒸蒸日上，助力当地旅游
业发展。

“我们村严格按照村庄规划，老百
姓依法依规改建，现在有民宿 30家，在
建的有5家，打造‘民宿经济带’，预计年
总收入在600万元左右。村里还有多家
烧烤店、奶茶店、超市、土特产品店等，

让农户的‘方寸地’变成‘聚宝盆’。”
金牛村党总支副书记郭启飞说。

民宿火了，村民笑了。近年来，苍
山西镇牢固树立抓旅游就是优生态、
促发展、惠民生的理念，打造品牌特
色，抓实品牌培树，推动品牌增量，打
造集科考、探险、康体游乐、观光度
假、民俗体验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精品
旅游区，推动“民宿+产业”“民宿+美
食”“民宿+文化”“民宿+就业”“民
宿+庭院经济”等深度融合，为游客带
来更丰富的体验，给群众带来更多的
增收渠道。

□ 通讯员 刘文英

近年来，南涧县在茶产业领域实施
“茶韵茗人”精准聚才计划，全县共引进
省内外茶叶行业专家53人，通过强化人
才招引、建立专家平台、制定技术标准，
促进南涧茶产业标准化发展，激活南涧
茶产业发展新动能。

依托专家工作站，制定企业标准，助
力企业标准化生产。企业与科研院所合
作成立了“云南南涧茶厂刘本英专家基
层科研工作站”，专家工作站成员多次到
南涧茶厂进行加工工艺研究指导、新品
研发等，帮助云南南涧茶厂完成了沱茶、
南涧无量山白茶和晒红茶的企业标准制
定和备案，促进了企业标准化生产，并取
得了2项发明专利。

县所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制定团
体标准，规范茶产业标准化管理。南
涧县政府与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合作，聘请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刘本
英博士、赵碧博士等专家团队，成立了
南涧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制定团体
标准南涧无量山高山白茶生产技术规
程，促进南涧无量山高山白茶产业标
准化发展。

依托本土行业组织，制定行业标
准，引领南涧沱茶产业标准化发展。聘
请县内部分茶叶专家及南涧县茶叶流
通协会部分专家，依托专家资源，与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合
作，制定凤凰沱茶行业标准，进一步规
范凤凰沱茶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促进
沱茶产业标准化生产，奠定南涧“沱茶
之乡”的地位。

下一步，南涧县将持续推进“茶韵茗
人”精准聚才工作，依托专家团队、专家
平台，不断壮大茶产业人才队伍，为南涧
茶产业注入新动能，促进南涧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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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漾濞县苍山西镇——

庭院变民宿 致富有门路

“茶韵茗人”
助推南涧茶产业标准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