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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七彩祥云

□ 通讯员 吴华 张鹏

近年来，宾川县乔甸镇党委、政府
从“促一方和谐，保一方平安”的高度出
发，正视问题，主动而为，积极探索多元
化解矛盾纠纷机制。

“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在见义勇
为广场，展板上醒目的一句话吸引了大
家的注意。据介绍，乔甸镇按照“一站
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
作思路，加强调解力量的联调联动，构
建完善司法所、综治服务中心、派出所
联合调处，镇、村、组齐抓共管的纵横
三级调解模式，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做到提前预防、及早介入、及

时化解，提高调解成功率，将矛盾化解
在网格内。2023 年，乔甸镇共受理自
办、上级交办信访及矛盾纠纷共234件，
调解成功 201 件，全年无群体性上访事
件、无亡人交通事故发生。2024年上半
年，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25件，成功调
解113件。

“乔甸镇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打防结合、预防
为主’方针，着力构建‘党建+大防控、
大接待、大调解’维稳长效机制，不断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举措、提升专项治
理水平，扎实开展平安乔甸、法治乔甸
建设，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满意度得到不断提升。”乔甸镇党

委书记徐明燕介绍，全镇大力实施智
慧化治安防控网建设、推广“网格+N”
大调解工作模式、全面推进平安乡村
建设，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介绍，乔甸镇以“枫桥式”集群
创建为依托，将人民调解、法律顾问、
普法宣传、平安建设与社会治理相互
融合，成功打造海稍村“村级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村‘两委’干部、小组长支部
书记、乡贤+若干党员、网格员”的“1+
3+X 大调解”治理模式，大椿树村民主
管理、清工结账模式，新庄村“党支部+
红色旅游+企业+群众+平安建设”基
层社会治理等模式。同时，镇村投入
500 余万元，全覆盖提升改造镇级综治

中心 1 个、村级综治中心 6 个，投资 150
多万元全覆盖实施“雪亮工程”，新建 1
个见义勇为广场，向群众普及法律法
规、国家政策、社会美德，为基层治理
营造良好环境，“有矛盾、找调解”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

日前，乔甸镇被评为大理州“优秀平
安乡镇”；乔甸司法所被评为“省级规范
化司法所”、大理州“枫桥式”司法所；乔甸
派出所被评为“全国公安优秀基层单
位”、全省首批“枫桥式”派出所；海稍村
被评为“云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雄鲁么
村被评为“全州民主法治示范村”。探索
形成“党建引领、网格管理、五治融合”多
元乡村治理新模式，绘出一幅村强、民
富、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宾川县乔甸镇——

多元解纷打造“枫桥经验”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 赵磊 柴艳） 7 月 12

日，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召开主题为“行政
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大理建设”的新
闻发布会。发布会公布了市人民检察院
2022年以来行政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和取
得的成效及下步工作打算，发布会全面、
生动展示了新时代行政检察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做法和成效。

三年来，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共办理
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337 件，发出检察建
议 223 件。其中，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
机制基层基础作用，办理行政生效裁判
监督案件 9 件，行政审判程序监督案件

96 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 19 件，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25件，行政违法
行为监督案件 78 件。办理行刑反向衔
接案件80件，协助解决农民工欠薪监督
案件19件。

发布会上，各级媒体记者就“召开
此次新闻发布会的背景和考虑是什
么？”“什么是新时代行政检察？”“人民
检察院受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途径
有哪些，符合哪些条件才可以向人民检
察院提出申请？”“假如社会公众具备监
督情形，需要向检察机关申请行政监
督，具体方式有哪些？”等问题向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人员提问。

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大理建设”新闻发布会

党纪学习教育强调要坚持把从
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
来，让干部在廉洁上“管得住手脚”、
在事业上“放得开手脚”，想干活又能
干好活。

有人不干，就得别人承担。最
后想干活，能干好活的，越干越多，
根本没时间精力思考筹谋怎么把活
干好，结果越干越迷茫。心里没劲，
手上脱力，身心俱疲。而反观本该担
责的人却悄悄潜到一边“吃瓜凉快”，
清闲度日，没人追责，也没人问凭什
么让别人帮他“擦屁股”。对此，笔者
唏嘘不已。别总拿“能者多劳”当借
口，鞭打快牛，快牛也会力竭。这不
是好现象！

要消除“杂音”。“干不了、干不
好”是消磨士气的“杂音”。很多时
候，能力是练出来的，不是谁都天赋
异禀。“不熟悉”就“去熟悉”，去学、去
问、去练。要深化作风革命和效能革
命，转作风提效能，严格要求履职尽
责，进一步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让干
部心想“躺平”，而“躺不平”，得干。

要让干部想干活。要树立重一

线、重实干、重实绩、重公认的正确用
人导向，要落实好鼓励干事的措施，
切实开展干部担当作为“激励行动”，
激发干部内生动力。深化干部身心
关心关爱措施，保证正常福利，保障
合法权益。让干部心里有盼，手里使
劲，想干。

要让干部敢干活。多做多错，不
做不错。要让干部敢想敢干，还需要
落实好容错纠错、澄清正名等机制，
消除干部的后顾之忧，给他撑好腰，
给足他撸起袖子大展拳脚的安全感，
鼓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让干
部心中有底，脚下用力，敢干。

要让干部干好活。要加强培养
锻炼，丰富学习形式，提升培育质效，
增强能力本领。还要加强干部之间
的工作分配统筹，让其“腾出手来”
干，心有余，力更足。让干部心有所
想，行之有方，干好。

要让干部想干活又能干好活
□ 赵建林

游客在大理弥渡数字农业公
园拍照打卡。（摄于7月13日）

弥渡县寅街镇依托大理春沐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K3号智能温
室，打造了集观光采摘园、露营地、
田园集市、荷塘景观为一体的“大
理弥渡数字农业公园”，定期举行
开放采摘、草坪音乐节、小吃节等
主题活动，实现村民和村级集体经
济“双增收”。

［通讯员 赖晓娴 摄］

□ 通讯员 张敏来 刘雪燕 李世祖

近年来，祥云县按照加强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全口径、全过程”工作要求，不
断增强预算审查“敢审”的定力、“愿审”
的动力、“会审”的能力，持续推动人大预
算审查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强化制度建设，促进预算审查监督
程序规范。通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建
立了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
作、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报告
制度，完善了预算联网监督工作规程、重
大财税政策实施情况监督、优化营商环
境监督、重大项目实施情况“三问一评”
监督等9项监督工作机制。通过不断规
范预算管理和审查监督行为，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逐步形成了程序有机衔接、监
督走深走实的审查机制和工作链条。

依托信息支撑，推进预算审查监督
纵深拓展。搭建“数据赋能、多方融合”
预算审查监督平台，强化预算编制、执
行、调整、决算与绩效评价的监督工

作。利用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查询、预
警、分析、服务等功能，对有疑点的项目
和数据进行分析函询，通过实地调研、
调阅资料等形式开展延伸审查。建立

“发现问题—交办问题—跟踪整改—
落实反馈”的预算联网监督闭环式运行
模式，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项目安
排科学合理。

精准有序发力，加大国有资产管理
监督力度。连续5年审议全县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审议县属企业
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矿产资
源、土地资源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出
30 余条意见建议。全县基本实现了国
有资产报告范围全面覆盖、资产分类标
准明确规范，进一步核清了全县国有“资
产账本”，充分发挥了人大监督在规范资
产配置、提升国有资产质量效益等方面
的作用，有效促进了国有资产优化配置，
保值增值。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监督。积极探索“人大+审计”联动

监督模式，将审计监督的专业性与人大
监督的权威性结合，完善听取审计工作
报告、加强审计整改督办、开展审计整改
满意度测评“全链条”监督工作机制。
2020 至 2023 年，对全县 17 个被审计单
位开展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均达到
满意，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涉及的各被督
办单位 376 个问题平均整改率达到
92%，规范了财政经济秩序，维护了财政
资金安全。

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政府债务管理
审查监督。统筹规划政府债务审查监督
工作。依托预算联网系统监督开展政府
债务数字化动态监督，实时了解政府债
务还本付息情况，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审
计部门对政府债务进行专项审计或延伸
审计，摸清债务存量；通过与财政、国资、
发改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科学测算举债
规模，严格限额管理；紧盯专项债券项目
实施，掌握债券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建设
进度、后期运营及成本回收情况，确保债
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效益性。

□ 通讯员 严雪 虞正启 邹志惠

祥云瓦猫土陶制作技艺 2013 年被
公布为云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建有传习所，有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 2人，州级代表性传承人 1人，县
级代表性传承人6人，民间艺人60人，年
经济收入达 10 多万元。祥云瓦猫曾被
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
大理州非遗博物馆等多个单位收藏。

年近七旬的罗晃照16岁开始制陶，
至今已有50多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土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面盆、
酒缸、汽锅、香炉等器具制作对他来说
信手拈来，唯独瓦猫因无模具复制，在
众多陶器中是较为精细的，也是比较难
制作的。每个瓦猫都是不重样的陶制
品，制作时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临场
发挥。

罗晃照说：“对我来说最难做的就

是这几个牙齿和眼睛，总觉得做出来好
像不好看，要一直调整。”

做瓦猫的陶泥与其他土陶用料一
样。事先选好土块，搬运回来后，暴晒
几天，晒干后敲打研细，再注水发透。
然后进行踩泥，以前，陶艺师傅通常赶
着牛进行踩泥，如果没有牛，就只能人
工踩。陶泥踩出后，还要用铁铲反复敲
打，再搬运到室内发酵七八天后，才开
始制作瓦猫。

罗晃照说：“做瓦猫首先是拉坯做
身子和头，晾干后给它捏上手脚，捏好
手脚才能确定嘴的位置。嘴做好以后
依次给它做上牙齿、鼻子、眼睛、耳朵和
尾巴。”

瓦猫制作完成后，要放在通风阴凉
的地方阴干三天，再进行上釉。上釉以
后，再阴干四天，才可以入窑烧制。

虽然现在有了电窑，但电窑达不到
烧制瓦猫所需要的效果，还得用原始的

土窑。土陶烧制全凭经验，也最难掌
控。点火之后，窑内温度不断上升，在
烧制的四天时间里，要随时添补燃料、
观察温度变化。

经过焦急等待，终于迎来开窑日。
刚出窑的瓦猫还残留着火温，生动逼真
的造型里带着古色古香的味道，非常惹
人喜爱。

罗晃照说：“去年二月份烧了一窑以
后就没烧了，但是一直有人来问瓦猫，我
做好的都卖完了，这次又做了一些烧上，
烧出来比较好，有90%都成功了。”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新业态的不
断融合发展，祥云大营瓦猫在年轻一代
的传承创新下，逐渐走下屋脊，并以卡
通、写实等新文化符号形式呈现，深受
游客喜爱。县级非遗传承人寇福旺说：

“从陶艺传统瓦猫制作到现在新工艺和
新元素的加入，通过不断地改进和创
新，逐渐把瓦猫演变成一种艺术品。”

本报讯（通讯员 董芯朋 洪炜琳）
近日，祥云县公安局组织开展第一波次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行动中，祥云县公安局严格落实“1、
3、5 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和“动中备勤”
制度，及时高效接警处警。重点围绕商
圈、广场、摆摊设点集中区、烧烤店、酒
吧、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场所开展巡逻
防控工作，科学规划部署网格化巡逻路
段，落实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三见”
工作，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精准率，有效
压减街面违法犯罪和提升治安要素的控

制力，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参战民辅警深入辖区网吧、洗浴、

KTV、宾馆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突击
式”“地毯式”集中清查检查，及时消除
治安隐患，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严
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净化社会治
安环境。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
为，严查超员、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车辆

“炸街”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提升路面
整体管控效能。同时，呼吁广大驾驶员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共同
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执勤点位上

“打、防、巡、查、控、清”等各项工作同步
开展，并强化公共安全宣传，以群众通俗
易懂、喜闻乐见形式紧紧围绕电信网络
诈骗、盗窃等犯罪规律特点开展针对性
宣传教育，加强反邪教、防溺水、暑期交
通安全等宣传和警示教育。

下一步，祥云县公安局将持续深入
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夏季突出违法犯罪，主动排查化解影响
城乡安全有序运行的风险隐患，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社
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祥云瓦猫成新“宠”

祥云县公安局——

点亮夏夜“平安灯”守护人间“烟火气”

祥云县组织开展汛期、暑期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摄于7月11日）
近期，祥云县文旅、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税务、消防、交通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暑期文旅市场合法经营、

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营造“安心出行、开心游玩、放心消费”的旅游市场环境，提升游客体验感，提高服务满意度。
［通讯员 张敏来 曹丽仙 摄影报道］

祥云持续推动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