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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赵锦龙）
今年以来，我州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种业
振兴行动和市场净化行动部署，聚焦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种源质量水平提升，
强化部门协同和执法上下联动，着力营
造创新主体有动力、市场主体有活力、
种业市场有秩序的良好种业发展环境，
以监督执法促种业振兴。

为进一步规范种业行业管理，州农
业农村局制定《大理州2024年春季农作
物种子市场检查实施方案》，今春以来，
全州种子管理系统组织执法人员在属
地范围内开展春季农作物种子市场检
查工作，检查主要围绕经营主体合法
性、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合规性、销售
行为合法性开展，并抽取部分经营门店
的种子样品。此次检查主要采用县级
自查、州级抽查、州县联动的方式，对种

子交易市场、经营门店及销售的玉米、
水稻、大豆、蔬菜等农作物种子进行检
查。截至 6月底，全州共出动检查人员
1439人（次）、车辆284车（次），检查种子
交易市场180个、经营门店1179个，扦取
种子样品1116份。通过执法检查，进一
步提升了全州种子管理系统执法人员
的执法水平，规范了全州种子市场经营
秩序，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购买到优质、
放心的种子，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为
全州粮食生产安全提供源头保障，促进

“三夏”生产的顺利进行。
同时，我州强化种业信息统计，把

全面掌握全州种子生产经营者和生产
经营品种的基本情况作为农作物种业
监管工作的基础，组织指导全州种子管
理部门认真开展种业信息统计工作，摸
清监管服务对象底数。

我州强化监督执法促种业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王韵雅 郑晓颖）
近年来，漾濞县富恒乡以罗里密村为试
点，积极探索农村党员“五式联动”管理
模式，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切实提升农
村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党员履职更加主
动积极、党组织关爱服务更加温暖及
时、基层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 目 标 式 ”管 理 让 任 职 党 员 有
“责”。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以履职
尽责为重点，采取“承诺+践诺+述诺”管
理机制，充分发挥任职党员作用。年初
围绕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内容，提出
年度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以《任职党
员年度工作承诺书》形式向党员群众公
开作出履职承诺。党员对照承诺事项，
逐项分解、强力推进，每半年对目标责
任落实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考核。年底
任职党员向全体党员进行述职，评议结
果与年度考核挂钩。今年以来，共签订
承诺书5份，完成承诺事项3件。

“ 跟 踪 式 ”管 理 让 流 动 党 员 有
“家”。“党员流动到哪里，组织工作就覆
盖到哪里”，以服务联系为重点，依托新
媒体平台全覆盖建立“云支部”，督促引
导流动党员在线参加组织生活、汇报思
想动态、积极建言献策。动态摸清底数，
不定期对流动党员进行摸排，组织开展

“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摸清底
数，全面推广使用流动党员电子活动
证。动态联系服务，建立“一人一联、一
季一访、一节一问”服务机制，强化联
系；在流动党员较多的地方成立功能型
党小组，组织流动党员参与组织生活。
动态教育管理，依托云岭先锋等学习平
台打造“指尖”课堂，利用春节等外出务
工党员集中返乡时机，组织集中培训。

“激励式”管理让老年党员有“力”。

以鼓励引导为重点，组织引导老党员
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老党员化身村级
事务监督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情
民 意 信 息 员 ，组 织 引 导 其 对 村 级 事
务、“小微权力”运行等进行监督，协
助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深入群众
收集社情民意，协助解决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

“ 帮 扶 式 ”管 理 让 弱 困 党 员 有
“望”。以关怀帮扶为重点，进一步落实
党内关怀帮扶机制，精准“一对一”帮
扶。思想帮扶“有温度”，对存在“等靠
要”思想的弱困党员，采取正面引导、典
型激励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
帮助他们重塑信心。发展帮扶“有精
度”，对缺技术、缺资金、缺信息等困难党
员，采取“技术上扶能、发展上扶业”的办
法，通过开展技能培训、资金扶持等服
务，帮助提高生产和致富能力。生活帮
扶“有力度”，对因老、因残等原因导致困
难的党员，做到大病必访、生活困难必
访、突发事件必访、重大节日必访，积极
提供生活援助、心理疏导和优质服务。

“ 定 岗 式 ”管 理 让 常 住 党 员 有
“位”。以引导干事为重点，结合群众需
求及党员优势，“量体裁衣”设置政策法
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监
督员等岗位，让常住党员带岗履责、主动
服务，推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村
党总支根据本村党员特长和实际情况，
拟出定岗初步方案和岗位职责，再由党
员与党支部沟通认领岗位。目前，常住
党员领岗39件，为民办实事15件。

漾濞县富恒乡“五式联动”管好农村党员

游客在南涧县南涧镇西山村委会母子垦刘家社的果园里采摘水果。（摄于7月6日）
近年来，西山村在清华大学的帮扶下，因地制宜发展葡萄、小枣、冬桃、雪梨等特

色水果种植，农特产品走进北京、浙江、山东等地，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双
增收”。 ［通讯员 李文开 摄］

□ 通讯员 张钰琴 李雪梅
杨锦元 马果清

走进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的
木梨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梨
树郁郁葱葱，许多梨树上已经结满了
诱人的果实，村民正在给品相极佳的
木梨套袋，基地里一派繁忙的场景。
郑家庄木梨基地负责人寸四荣说：“我
承包这个果园，村党支部给了我很大
的帮助，我一定在党支部的关心、支持
下，把果园做好，实现自己有收益、村里
也有分红。”

这是郑家庄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共
建美丽家园的一个缩影。郑家庄有汉、
白、藏、傣、纳西、傈僳、彝 7 个民族 125

户 525人融洽相处。多年来，郑家庄充
分发挥党支部“红色头雁”的引领力，聚
焦促进民族团结和谐、村庄繁荣发展，
坚持支部带头统筹谋划、党员带领示
范、村民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了民族
团结共融、齐步共进、村美民富的良好
局面。

郑家庄村党支部发挥党支部班子
的整体作用，把党员、干部凝聚在一起，
齐心协力抓产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党
支部积极探索适合村庄发展、群众致富
的路子，发展富民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构建村级集体经济与农户利益联结
机制，“红色”支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郑家庄村党支部组织委员王庆荣
介绍：“郑家庄在支部总体规划下，主要

任务就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比
如郑家庄木梨基地，是我们村的集体产
业，也是推动郑家庄乡村旅游发展的一
道风景线；比如位于村内的洱源县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它发
挥很大作用，将进一步带动村内文旅产
业发展，促进老百姓增收。”

郑家庄村党支部还探索建立党员
挂钩帮扶群众机制，党员经常性开展入
户走访，与群众交心谈心，全面掌握群
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对于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党员
上报党支部商量解决办法。

郑家庄村村民郑四标说：“我常年
在外务工，家里有老有小。家里有什么
事，村党支部党员都积极过来帮忙，给

予了我家很多关怀。”
同时，郑家庄村党支部不断完善支

部帮扶群众相关机制，党支部倡议党员
干部群众自愿捐款，将款项用于帮扶村
内每年突发意外事故、遭受自然灾害等
的家庭，并将捐款金额、用途在全村公
示，实现信息透明化。

如今的郑家庄，党支部领航谋发
展、建家园、创未来，统筹发力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并建立党员帮助群众、群众
互助的和谐共处模式，民族团结之花常
开常盛。郑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何国祥
表示，将持续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
政策，引导全村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同心同德、携手前行，共同
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支部带头强村富民 群众共享和谐幸福
——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共建美丽家园纪实

□ 通讯员 陆向荣 张娅芹 文／图

近年来，巍山县巍宝山乡建设村委
会翁家丫口村坚持党建引领，以“红”
带“绿”，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学
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将发展
庭院经济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来
抓，让“院景”变“钱景”，全力打造美丽
宜居乡村。

7 月 8 日，笔者走进翁家丫口村村
民翁存智家的庭院，地方虽然不大，但
各式各样的盆景摆得满满当当。“盆景
种植其实也不难，就是浇水、施肥、做造
型。”今年 62岁的翁存智正在修剪一盆
小石积，据介绍，他家栽种盆景已近 20
年，盆景最畅销的时候，每年收入七八
万元。

翁家丫口村是一个重要的革命老
区，如今已被列为大理州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实践基地。近年来，该村按照“缺
什么就补什么”的原则，积极筹措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引领工程、乡村振兴等项
目资金1000余万元，修建了环村道路并
进行硬化，修通了翁家丫口到封川塔的
800米游道，村口新建集休息、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宣传为一体的立体微景观园。

在全面推进“红色文化+绿美乡
村”深度融合过程中，翁家丫口村高度
重视人居环境提升，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 20盏，在道路两旁栽种了树木花草，
还经常性组织开展环境卫生“三清洁”
活动。同时，根据村民都有栽种盆景
的传统，鼓励大家把绿化美化环境和
发展庭院经济结合起来，各家各户把
房前屋后“方寸地”变为增收“聚宝
盆”，实现盆景产业助农增收，全村 39
户村民中就有 31 户栽培盆景，户均年
收入 2万多元。

“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务工，我们老
两口在家栽栽盆景，品种以清香木、黑
牛津、小石积为主，花盆也是自己制作，
最贵的可以卖到 1万多元一盆，而且都
是客户上门购买，在家里发展经济的同
时还可以接送孙女上学，既照顾了家庭
还增加了收入。”翁存智乐呵呵地说。

如今的翁家丫口村，还将发展盆景
产业和红色旅游、乡村生态游结合起
来，成立了翁家丫口旅游服务公司。“新
建成的翁家丫口革命纪念馆，至今已接
待游客 2.8 万余人（次）。”建设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亚仁介绍，许多
游客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也喜欢到村里
欣赏、购买村民栽种的盆景。

翁家丫口村村民翁存高也从中看
到了商机，在发展盆景产业的同时，开
起了农家乐休闲园，推出系列主题餐
饮服务，深受游客欢迎。

“下一步，翁家丫口村将因地制宜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盆景品牌村、山水
田园乡村旅游示范村，通过提升苗木和
盆景等产业附加值，使红色文化、苗木盆
景文化、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张亚仁说。

巍山县翁家丫口村：庭院经济让“院景”变“钱景”

翁家丫口村村民翁存高的妻子在自家的休闲园里修剪盆景。（摄于7月8日）

今年 7 月 11 日是第 20 个中国航
海日。当天上午 9 时整，州地方海事
局组织全体海事人员开展升旗仪式。
辖区水域的大型船舶同步开展升旗仪
式，并鸣笛1分钟。

［通讯员 梁红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