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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赵菊芳 施新弟
赵喜杏 罗灿新

眼下，洱源县牛街乡福和村委会种
植的马铃薯进入了收获期，田间地头人
头攒动，大车小车来回穿梭，村民们忙
着刨挖、挑选、装袋、过秤、拉运，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今年，我家种了10多亩马铃薯，今
天开挖，请了10个工人。今年马铃薯产
量好，下午老板就来装车，根本不愁
卖。”福和村委会北村十组村民罗俊芳
一边打包着一袋袋装好的马铃薯，一边
高兴地说。

罗俊芳告诉笔者，种植马铃薯周期
短、投入少、效益高，且村里种植出的马
铃薯个大、质优、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

福和村地处牛街乡北端，下辖 8 个
自然村、13 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279 户

共 1489 人。村庄土地肥沃、交通便利、
水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
适宜种植大白芸豆、大荚豌豆、马铃薯、
中草药材等特色作物。村民收入主要
以外出务工、运输业、种植业和养殖业
为主。

据福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吉昆介绍，福和村的马铃薯因其个
大、质优、无虫眼，销路一直很好，每到
收获季节，收购商就会直接到种植马铃
薯的田块上进行收购，其中许多还是来
自昆明、楚雄、德宏等地的客商。2023
年，全村种植马铃薯 1500 亩，总产量达
4500多吨。“前几天，有几个省外的消费
者看到我们村民发布的马铃薯和花的
视频，还专程跑来赏马铃薯花、购买马
铃薯哩！”杨吉昆说。

沿着蜿蜒的水泥路，笔者来到福和
村委会旧房子村，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
葱的附子、重楼、当归……长势十分喜

人。目前，重楼正处于生长的关键时
期，旧房子村村民罗六银在自家的重楼
地里边进行中耕管理，边向笔者介绍：

“我们家种了3亩左右的重楼、附子和当
归，我们村气候适宜、土壤好，家家户户
都种着些中药材。”

近年来，福和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充裕、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件适宜等
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中草药材种植，促
进村民增收致富。2023年，全村共种植
附子、当归、重楼等中药材 400 亩，销售
收入达100多万元。

在福和村大荚豌豆种植基地，一排
排“绿篱笆”整齐排布，豌豆荚挂满枝
头，随处可见农户们穿梭在田间采收大
荚豌豆的忙碌身影。

据介绍，福和村因气候、土壤等条
件适宜，加之种植技术日益成熟，种植
出的大荚豌豆品质非常好，每年丰收
时，总能吸引大量客商前来收购。同

时，该村还积极探索大荚豌豆套种大白
芸豆的种植模式，多轮采摘大荚豌豆结
束后，下面的大白芸豆也长出来了，时
节恰到好处，轮作既能丰产又能增收，
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不仅丰富了市
场“菜篮子”，同时也鼓起了群众“钱袋
子”。2023 年，全村种植大荚豌豆 200
亩、销售收入 60 多万元，种植大白芸豆
1500亩、销售收入达300多万元。

“近年来，我们村着力发展中药材、
大白芸豆、大荚豌豆、马铃薯等特色产
业，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小产业
闯出了大市场。”杨吉昆说，为做强做大
特色产业，福和村投资 240 多万元建成

“福和冷藏站”，另外，还引进大理青松
薯业有限公司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为
发展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
福和村将在巩固现有产业规模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提质增效，走好特色产业
发展路子。

洱源县福和村：小产业闯出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田野） 7 月

10日下午，州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 2024 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暨党纪学
习教育第二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要求结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和违纪行为典型案例，认真学习、认真
借鉴，以案为鉴、以案为戒，自觉用党的
纪律规矩规范自身言行。

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党组书记、
州 长陈真永主持学习并讲话。王武、
杨松、周武军作交流发言。

陈真永要求，要全面准确理解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的重要论述，真抓、实学、力行，搞
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
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

心，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要自
觉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把遵守和执行各项纪律融入政府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依纪办事、依法
行政，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结
合实际用好党的纪律推进从严管理，结
合政府工作实际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并严格抓好落实，使各项纪律真正
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深刻吸取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教训，认真查找和整改自身
在遵规守纪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
险点，抓早抓小、防患未然。要处理好
遵守纪律与大胆干事的关系，习惯在监
督之下开展工作，把从严监督管理与鼓
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在纪律的边界内
开拓创新、放手大胆工作。

州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四次
集体学习暨党纪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的本
质是权力滥用，要抓住定政策、作决策、
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
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
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
量权，减少设租寻租机会。

善理疾者绝其源，我们应盯住“关
键权力”，深入“关键领域”，运用“关键
机制”，坚决遏制权力滥用。

坚决盯住“关键权力”，遏制权力
滥用。反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事关生
死存亡，必须秉持“祛腐必净、除恶务
尽”的决心，坚持紧盯“关键权力”开展

“靶向反腐”。要加大政治和经济交织
的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坚决清除隐
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利益集团和权势团
体的“代言人、代理人”等害群之马；
坚决打击政商勾连、资本渗透等破坏
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腐败行
为；坚决查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
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对招投标、政府采
购、招商引资等容易发生“权钱交易、
利益输送”的环节加大监控力度，肃清
各类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坚
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纠治“不
尽职、不作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思想颓废、麻木不仁”等“腐败倾向
症”、严防“逃逸式辞职”问题；坚决惩
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
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
腐问题。

坚决深入“关键领域”，遏制权力滥
用。自古以来，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
痛绝，必须坚持反腐为民、反腐惠民，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保、食品
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重点领域，严肃
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
吃拿卡要等行为；大力整治基层“微腐
败”，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惩治群众
身边的“蝇贪”；要扎紧织密制度笼子，
建立健全权力公开运行制度，让基层

“微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持续
保持惩治“微腐败”高压态势，从群众
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反复出现的问
题入手，深入开展专项治理，让贪腐之
念不敢有，贪腐行为无处藏，让人民群
众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

坚决运用“关键机制”，遏制权力
滥用。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权力失
控和失范导致的，其中既有权力过分

集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对权力的制约
和监督不到位产生的问题。换句话
说，滋生腐败的土壤其实质就是不合
理的权力配置机制。为此，要铲除腐
败滋生的土壤，就需要加强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要全面深化运用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方针方略，
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
注重以案促改，加大以案为戒警示教
育力度，让处于权力滥用边缘的干部
及时醒悟、悬崖勒马；注重前移防线，
健全风腐同查、同审、同析、同治工作
机制，阻断由风及腐的演化链条；及时
建立“行贿人信息库”，探索“行贿联合
惩戒”机制；深化运用“纪巡审”联动机
制，整合监督资源、统筹监督力量，提
升监督效能。

大道如砥，大势如潮。我们唯有不
给滥用权力者喘息的机会，才能确保反
腐败工作没有“盲区”、不留“死角”，权
力的运行才能安全、合理、得人心！

坚决不给滥用权力者喘息的机会
□ 通讯员 赵磊

清廉大理大家谈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紧紧围绕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社会清朗”的目标，坚持总体思路
不变、行动内容不变、工作要求不
变，全力推动清廉大理建设“十大
行动”走深走实。

为更好地凝聚干群共识、营
造良好氛围，即日起，本报开设

“清廉大理大家谈”专栏，邀请广
大读者畅谈认识看法、思路举措、
经验成果。

开栏的话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通讯员 包正晴 严培君）
近日，云南省气象局补短板工程办
编制下发了《2024年气象观测站网工
程和雷达工程建设—2024 云南省西
部地区地基导航卫星水汽电离层综
合探测系统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
显示，今年内，中国气象局将在我州
大理、南涧、祥云、宾川、弥渡、洱源、
剑川、永平 8 个县（市）建设完成 8 套
地基导航卫星水汽电离层综合探测
系统。

据悉，地基导航卫星水汽电离

层综合探测系统具备电离层观测能
力，实现对测站上空大气可降水量
和电离层电子总含量等要素高分辨
率、高精度实时监测，有效增强地基
站网探测水汽和电离层能力。项目
的建设将有效增补气象监测空白，
补充完善地面气象观测要素，实现
对重要天气系统和气象灾害的较完
整监测，进一步完善防汛重点流域
和区域的灾害天气监测能力和预警
服务能力，推动我州气象综合业务
能力快速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吴从琼） 近日，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发《关于
表扬2015—2020年度全省党史部门优
秀科研成果的通报》，对全省党史部门
7 类共 129 项优秀科研成果予以通报
表扬，南涧县两项成果入选，是我州唯
一获得两项成果表扬的县（市）。其
中，《2016年南涧彝族自治县县情》入
选资政成果类优秀科研成果，《红色基
因：南涧地下革命斗争史简述》入选影

视音像成品类优秀科研成果。
近年来，南涧县党史部门紧紧围

绕全县工作大局，聚焦主业主责，积
极拓展工作思路、创新方法举措，不
断挖掘南涧县红色历史和优秀传统
文化，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
作用，着力推出更具影响力的史志作
品，不断推动史志工作上台阶、创佳
绩，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南涧篇章积
极贡献史志力量。

8套地基导航卫星水汽电离层
综合探测系统将落户我州

南涧县两项党史科研成果
获省级通报表扬

弥渡县新街镇董和村委会大荒地村村民在大棚里采摘黄瓜。（摄于7月8日）
近年来，弥渡县因地制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校企合作“孵

化”智力成果，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助力县域内农业龙
头企业提质扩能，推动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通讯员 杨宋 摄］

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乡村田园风光美如画。（摄于7月8日）
近年来，巍山县全面推进绿美乡村建设，着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建设更加舒适、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通讯员 张树禄 字晶 摄影报道］

绿美大理

党 纪 学 习 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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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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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老一小”大文章 绘就“朝夕美好”新画卷

洱源县多举措促农村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漾濞县苍山西镇：庭院变民宿 致富有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