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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子忠 杨桂清）7月
10日，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4年第五次集体学习暨党纪学习教
育第二次集 中 研 讨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全面理
解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推动党纪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建斌主持
学习并讲话。

朱建斌强调，要夯基固本，深化落
实，坚决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驰而
不息改作风、树新风。强化政治引领，
把准新时代廉洁自律总要求；细化工
作落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坚持纠树并举，准确看待“应尽职
责”和“应减之负”。要深入学习贯彻

政务处分法，将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充分认识制定政务处分法的
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其工作要求，一体
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
制建设。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大力培育廉洁家教家风。增强政
治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做到警钟长鸣、以案为鉴，从家风
败坏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注重从严
治家，不断深化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

王瑛、雷家彬、管金堂、杨赵义等围
绕主题作重点发言。

州政协党组成员、不是党组成员的
州政协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州政协各
委室主任、驻州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
长、办公室副主任参加学习。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7月11日下
午，州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指
挥部召开 2024 年初雨防控工作第三次
调度会议，传达学习生态环境部水生态
环境司关于洱海保护治理工作的要求，
通报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
督管理局督查交办问题整改工作情况，
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落细落实生态环境部
水生态环境司关于洱海保护治理工作
的要求，限时完成好生态环境部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督查交办问题
整改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州指挥部各工作组要加
强对 27条入湖河流汛期冲击性污染负
荷防控及海西调蓄带运行管理的督导

工作。要抓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
领域，强化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减污降
碳和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农业绿色生态转型发展。尽
快完成洱海流域村落污水收集处理系
统户收集全覆盖排查验收工作；加强对
村落管网、村庄支管、截污主管巡查监
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以并网改造、扩
容改造，加快推进污水处理站点建设；
对保留运行的农村污水处理站点运营
管理实行挂钩包保，做到“一站一策”、
责任到人，确保正常运行。要持续推进
初雨防控“八清”工作，加强对湿地改造
建设的督导检查；持续对洱海流域湿地
进行全面调查，尽快完成“一湿一档”建
设工作。

州政府分管领导出席会议并作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坤 阿怀秀）
近年来，洱源县坚持党建引领，按照“稳
存量、调结构、提质量、强培训、破难点、
励返乡、创品牌”工作思路，通过建强组
织想法子、用好政策铺路子、狠抓培训架
梯子、优化服务搭台子等举措，拓宽就业
渠道，带动农村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建强组织想法子。成立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成员包括
县人社局、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21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定期召开调度工
作会议，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的工作格局。同时，整合
驻村工作队、包村工作组、村组干部等乡
（镇）力量，采取上门走访、“敲门行动”等
方式，不定期进村入户开展群众就业情
况摸底调查、就业政策宣传和岗位推送
服务，掌握就业信息和就业需求，做实做
细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截至目前，全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0548人，脱贫劳
动力转移就业14388人。

用好政策铺路子。依托“洱源人社”
等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各类就业创业
奖补政策信息，通过专项招聘活动推荐
一批、重点企业专线输送一批、就业帮扶
车间吸纳一批、创业扶持政策助力一批、
实用技术培训带动一批、乡村公益性岗
位保障一批的“六个一批”措施，今年实

现6.2万人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其中，建
立33个就业帮扶车间，以脱贫劳动力为
重点，带动4486人就近就地就业。

狠抓培训架梯子。结合农村劳动力
就业需求和培训意愿，采取“重点产业配
单、用工企业下单、职工群众点单、职能
部门亮单、培训机构接单、政府统一买
单”的“六单”培训方式，狠抓技能培训、
拓宽就业渠道。推行“培训+转移”模
式，培训期间做好政策宣传、岗位推荐等
就业服务，实现培训与就业的有效衔
接。2023 年以来，开展就业培训 24209
人（次），其中技能培训3559人（次）。

优化服务搭台子。以建好零工“小
市场”、服务就业“大民生”为目标，探索
搭建新型劳务用工平台，推进“15 分钟
就业服务圈”建设，加强与上海、广东、
浙江、福建等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劳务公司、用工企业对接，深化东西
部协作，成立省外劳务工作站，为就业
群体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劳务供需
对接服务。同时，在 9个乡（镇）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成立零工驿站，在 11 个邮
政所加挂就业服务网点，形成以 1个县
零工市场为中心、9个零工驿站和 11个
就业服务网点为辐射的“1+9+11”公共
就业服务体系，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
公里”。

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五次
集体学习暨党纪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

州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指挥部召开
2024 年 初 雨 防 控 工 作 第 三 次 调 度 会 议

洱源县多举措促农村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 记者 杨艳玲 杨桂清

大理市下关街道兴盛社区党总支
以党群服务驿站为阵地，以托稳“一老
一小”幸福生活为目标，从“小切口”“微
服务”入手，经过探索与实践，形成了极
具特色的“红色物业+居家养老”管理服
务模式，用心用情托起“一老一小”稳稳
的幸福。

居民吃饭不发愁

每天中午12点，是兴盛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幸福食堂最忙碌的时候，可
口的饭菜吸引周边居民、附近从业者等
到食堂就餐，工作人员热情的服务让顾
客宾至如归。

“幸福食堂的饭菜做得适合老年人
的口味，清淡、营养全面，大家都很喜

欢，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有了固定的吃
饭去处。”兴盛社区居民李凤云说。

2022年初，兴盛社区打造了 620平
方米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置幸福
食堂、棋牌室、书画室、理发室等 8个功
能服务场所，由第三方综合运营管理。
开 业 至 今 ，已 提 供 服 务 35000 余 人
（次），每日平均接待约200人（次）。

兴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
人王学宁说：“我们食堂的会员有 4000
多人，做的菜式每一餐都不重样，而且
会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调整口味，我们的
目的就是让居民吃得好、吃得放心。”

家门口的“遛娃”宝地

每天上午，兴盛社区“儿童之家”内
都很热闹，小朋友的玩闹声、欢笑声此
起彼伏，3岁以下的幼儿在“儿童之家”

快乐地做游戏、玩玩具、画画。
兴盛社区根据老幼群体的不同需

求和爱好，提供多元服务，解决日常家
中老人无人陪伴、假期孩子无人看管
的问题。同时，定期不定期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艺术节，切实提升“一老一
小”幸福指数，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
温度。

兴盛社区居民杨妙雯说：“社区建
了‘儿童之家’后，我们都会带孩子过来
玩。这里小朋友多、玩具也多，他们玩
得很开心，这里就像一个小乐园一样。”

社区服务党群“一起干”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经常来
看望我，特别是家里有什么困难，无
论大事小事找他们，他们都是很热心
地来帮忙。我们也很亲近，他们都叫我

‘奶奶’，就像家里人一样。”兴盛社区居
民于接芸说。

在兴盛社区，有一支由社区党员志
愿者和小区业主志愿者组成的“俊邻帮
帮团”备受社区居民的好评。“俊邻帮帮
团”成员有 56人，日常组织开展爱心送
餐、物资代购、家政等服务，推动社区服
务实现从“群众看”到党群“一起干”。
截至目前，“俊邻帮帮团”累计开展上门
志愿行动50余次，受益居民达100多人
（次），“俊邻帮帮团”用实际行动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社会的关爱送到每一个需
要帮助的居民身边。

兴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赵晓梅说：“‘俊邻帮帮团’的组建，
让社区老年人、未成年人实现了不
出家门、不出小区就能解决日常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也推动形成了社区

‘邻’聚力。”

改革之风拂白州

做好“一老一小”大文章 绘就“朝夕美好”新画卷
——大理市党建领航解锁互助养老新模式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晓芸）近年来，
永平县瞄准“一地一城”发展定位，依
托“全县有 158.7 万亩核桃树、百年以
上原生核桃树 5000 多株、千年以上原
生核桃树 321株”的经济、绿色、生态优
势，顺应“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坚持生
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并重，多措并
举积极探索古核桃树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探索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
游”“文化+旅游”等模式，着力打造精
品乡村旅游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党建引领，开启“支部主导+党员

先锋”工作模式。围绕古核桃树资源，
以打造生态旅游景区为目标，基层党
组织带头引领、党员率先垂范，组织党
员干部职工、支部党员积极开展义务
植树、古树名木普查等活动，强化群众
对古核桃树资源的保护意识，推动形
成党组织牵头、党员干部引领、群众积
极投入、干部群众共同参与保护的良
好局面。

保护与开发并重，厚植绿色发展
底色。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为主、绿色发展，采取“基地保护+
项目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实

施古树核桃基地“抢救性”保护工程，
采取古树挂牌、复壮救护、病虫害防
治、科学修剪、防雷击等措施，与农户
签订管护责任状，抓实日常管护，让千
年古树再次焕发生机，厚植绿色发展
底色，初步打造出永平生态古树核桃
品牌。

发挥主人翁精神，深入基层，集
思广益。坚持调查研究，以保护古核
桃树为主线，深入群众，主动听取群
众对古核桃树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
意见建议，紧密结合群众意愿，把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与古核桃树资源

开发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积极建言献
策，为古核桃树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
作持续注入力量。

整合资源，统筹乡村振兴和绿美
村庄建设。依托古核桃树和独特地域
文化，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
战略总要求，完善道路、景区、旅游配
套等基础设施建设，展示好古核桃树
自然资源风貌，统筹推进绿美村庄建
设和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全力打造集
生态、休闲、度假、康养、美食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景区，有效促进村民增收。

永平县探索古核桃树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云龙县白石镇双龙村组织党员
到集体经济项目烤烟地里示范套种
高淀粉红薯。（摄于7月4日）

近年来，双龙村紧紧围绕“以烟
稳粮、抓烟促粮”的目标，积极探索

“烤烟+农作物”烟粮轮作模式，通
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农户积极参
与，推进烤烟和烟后产业协同发展，
实现“一地双收”。

［通讯员 崔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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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