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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雪梅 母红生

近年来，鹤庆县创新工作机制，突破制约瓶
颈，坚定不移做强工业。特别是今年以来，鹤庆
县把“争创云南省工业特色强县”列为创优提质
重点，采取了聚焦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聚集
约、转型升级发展，积极争取用电负荷政策、保
障溢鑫、其亚电解铝生产，加快推进延链补链强
链、加大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加快鹤庆产业园区
提质升级五项措施创优提质工业经济。中铝、
华能、中能建、中核、中广核、其亚、戴卡等大企
业大集团先后落地鹤庆。

建立产业培育机制，提高产业聚集度。对
鹤庆县产业园区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确定了以
绿色低碳水电铝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多金属
循环利用为主导，以特色食品加工和消费品制
造业为补充的省级重点工业园区的发展定位。
突出绿色铝、多金属循环利用、光伏等重点产业
培育，制定出台《鹤庆县打造“绿色铝谷”实施意
见》《鹤庆县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和
水电铝产业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围绕延链、补
链、强链，引进贵州鑫兴贸易有限公司 3万吨铝
棒和3万吨铝型材项目、香港哲美有限公司7万
吨新能源汽车及通讯用铝综合加工项目、四川
其亚 50万吨再生铝及 30万吨铝加工项目等一
批重点项目，积极争取引进山东南山铝业有限
公司 33.6万吨电解铝及 46万吨熔铸项目，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业聚集效益。
建立要素保障机制，提高要素保障能力。

坚持政策向工业聚焦、资金向工业倾斜、要素向
工业汇集，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以项目
化、清单化做好工业发展要素保障，分项目开列
要素保障清单，落实责任领导、责任部门，明确
完成时限，千方百计突破资金、用电、用水、能
耗 、土 地 、林 地 等 要 素 保 障 。 建 成 园 区 内
500KV、220KV、110KV、35KV变电站，完成黄坪
500KV变电站扩容项目；统筹西邑片供水安全
保障能力，实施后场箐引水工程，提高园区供水
能力；强化物流保障，投入 6亿元建成西邑铁路
货运场，实现每年500万吨货运能力。

建立产业招商机制，提高招商成功率。实
施“一把手”招商，成立以书记、县长为组长的
鹤庆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招商
引资政策措施，定期分析全县招商引资工作。
组建了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13个产业招
商工作组，建立按季度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
产业招商工作开展情况，每半年向领导小组述
职制度。县委、县政府“一把手”亲自研究、部
署，带头外出招商，2023 年县委、县政府“一把
手”带队外出招商44次，洽谈项目52个，引进并
签约项目9个，协议总投资7.64亿元。

建立项目推进机制，提高项目落地率。
鹤庆县实行“一家企业、一位县处级领导、一
个责任部门”的重大工业项目领导挂钩联系

制度，全县 26位县处级领导挂钩联系 7大类 30
家企业。印发了《鹤庆县县处级领导挂钩联系
重点企业责任分解表》，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时限清单，做到“谁挂钩、谁联系、谁负
责”。全面实行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个领导
组、一个现场工作组专班抓协调服务的工作机
制，做到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一线破解难题、
在一线推进项目；建立综合督察机制，组成 6
个督察组，每季度对重大工业建设项目进行
集中督察，重点督进度、督问题、督成效、督作
风，对推进缓慢的项目对主责单位发出督办
通知书，限期整改。

建立创新服务机制，提高企业满意度。
鹤庆县推行“双容双承诺”机制，制定出台了企
业向政府承诺、政府向企业承诺，做到对企业容
缺，对政府容错的《鹤庆县产业投资项目“双容
双承诺”直接落地改革方案（试行）》，推行双向
依法承诺制度。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便捷化
和政府监管高效化，促进项目快落地、快建成、
快投产；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建成鹤庆产业
园区企业服务中心，推进西邑企业服务中心建
设，实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一企一策”调研
和每周联审联批联席制度，定期与企业“面对
面”座谈，实行“一对一”服务；推行“一企一警”

“百警联百企”，在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西邑
片区、长坪子片区设立警务室，打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

□ 通讯员 石宗登

春蕾绽放，硕果丰实。自 2002年中国船舶
集团定点帮扶鹤庆县以来，先后投入 1593.72
万元，开办中国船舶春蕾班 86 个，资助家庭困
难初高中学生 4176 人。大量山区孩子通过教
育走出大山，改写命运，中船春蕾班的升学率
在全县名列前茅，初中班学生多次摘取全县中
考状元桂冠。

鹤庆县于 2018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任务依然
艰巨，中船集团把教育帮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首要任务，持续加大帮扶力度，实施了以

“中船春蕾班”为代表的教育帮扶项目。

“中船春蕾班”初中班自开班以来，中船集
团先后共投入资金1086.06万元，救助困难儿童
3466人。目前，在校 12个班、学生 630人，已毕
业57个班2836人。

从 2014 年起，春蕾班项目在鹤庆一中和
鹤庆三中各办一个“中船春蕾班”高中班，每个
班招生50人，一助三年，有750人已高中顺利毕
业进入高校。在十年的时间里，“中船春蕾班”
高中班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不变的是
100%的上线率。

在鹤庆三中已毕业的400名“春蕾生”中，一
本上线84人，一本上线率21%，二本上线183人，
本科上线 267人，本科上线率达 66.75%。其中，
有多位同学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985、211院校。
“中船春蕾班”初中班在历年的中考中也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上线率都高出了全县的平均
水平。2023年4个班210名学生参加中考，中考
上线185名，上线率88.09%，成绩斐然。

二十多年来，已经有152名“中船春蕾生”走
上了教育、卫生、公务员等工作岗位，110名在大
学继续深造，530名就读高中、职业中学，还有许
多“中船春蕾生”结合自身实际就业创业。

二十多年时间里，“中船春蕾班”培养出了
一批批优秀学子，孕育出了无数个闪亮的梦
想。“中船春蕾班”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教育品牌，
在中国船舶集团倾心帮扶下，鹤庆教育正扬帆
远航。

本报讯（通讯员 吴金勇 文／图） 为圆满
完成今年的烤烟生产任务，鹤庆县广大烟农正
按照当前烤烟生产工作的相关要求，全力抓好
烤烟生产中后期管理。

走进各乡镇种烟村田间地头，广大烟农正
忙着对烤烟进行封顶打杈、施肥、打药、除草等
中后期管理。今年，鹤庆县种植烤烟2.77万亩，
计划收购烟叶7.56万担，目前，烤烟已进入中后
期管理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

为圆满完成收购任务，确保农民增收，鹤庆
县牢固树立向管理要产量、向管理要质量、向

管理要效益的思想，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实现保总量、保质量、保烟农增收的目标。指
导督促烟农做好烤烟田间卫生工作，做到墒无
杂草、沟无积水。及时疏通烟田水沟，特别是对
地势较低、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烟田，提前做好
准备。按封顶标准，掐花封顶，采取封花不封叶
的办法，确保烟叶数。紧扣提高质量和烟叶可
用性，把握封顶时机，促进烟株协调生长。根
据气候特点、烟株发病，调查烟株病虫害发病
情况，对症下药，采取防治措施，及时指导烟农
做好统一防治工作，尽可能减少病害损失。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珍）为了宣传展示鹤庆县
草海镇西山特色农产品、弘扬地方文化，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走进草海西山，领略这里的
独特魅力，7月10日至14日，鹤庆县草海镇开展了

“2024年西山洋芋花·松茸宣传周”活动。
活动期间，开展了精彩纷呈的群众歌舞展

演。来自全县各地的舞蹈队齐聚一堂，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表演了《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腾飞之梦》《今天是个好
日子》《新峰是个好地方》《舞动大团结》《祝福祖
国》等精彩节目。此外，现场还有种类繁多的小
商品以及美食展销活动，满足了人们的味蕾需

求，让更多人充分感受到美食与美景所带来的愉
悦。同时，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如当归、西
归、川芎、重楼等，为当地农民开辟了销售途径，
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安乐村晚熟的蓝莓也在此
次活动上首次亮相销售。

近年来，草海镇积极探索发展之路，将生态
旅游与特色农业相结合。每年七月，当数万亩洋
芋花竞相绽放，形成一片绚烂的花海，草海镇以
花为媒开展“西山洋芋花·松茸宣传周”活动。活
动的开展不仅展现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
物产，更推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鹤庆建立“五个机制”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春蕾绽放 硕果丰实
——中船集团帮扶鹤庆教育小记

鹤庆全力抓好烤烟生产中后期管理

草海镇开展
“2024年西山洋芋花·松茸宣传周”活动

松桂镇波萝村的烟农在给烤烟喷施农药。（摄于7月13日）

□ 通讯员 茶治国

近年来，南涧县宝华镇借助上海市
的政策和资金帮扶，依托自身得天独厚
的古茶树资源，融合发展茶产业和乡村
旅游经济。全镇共开发保护古茶树
3000 多株，建设绿色有机茶园 2.16 万
亩，茶叶年产值达 1.69 万吨，走出了一
条“以茶兴旅、以旅助农、茶旅融合”的
乡村振兴之路。

以茶兴旅，让“小茶叶”走出深山。
高山云雾出好茶，北回归线的滋养让宝华
镇的茶叶格外的高香回甘，茶产业一直

是宝华镇的支柱产业。自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实施以来，宝华镇借助沪滇协助资
金，先后整合项目资金 1000余万元，依
托乡村振兴和“一县一业”茶产业项目建
设，在杨梅树—老卜苴—大箐—格止腊
片区实施古茶树挂牌保护、茶山景观步
道、特色茶山民宿和节点风貌打造等项
目，进一步完善片区内的基础设施，将杨
梅树片区打造为一个周边群众和游客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品茶观景的好地方。并
不断讲好茶王“连理茶”故事，打响杨梅
树古树茶品牌，让“小茶叶”走出深山。

以旅助农，让“大茶业”走进乡村。

宝华镇严格按照州委“绿美茶区、农旅
融合发展”的目标定位，以茶为媒，把目
光聚焦于乡村旅游经济，大力发展乡村
文旅产业，以旅助农，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活动，努力建设酒店和民宿经济，成
功引进济南三千茶农茶业有限公司，注
册成立了“无量古树白茶”品牌。并建
设完成老卜苴茶叶初制所和青龙山茶
叶初制所，以村级集体资金入股分红的
模式开始运营，促使杨梅树村村级集体
经济的创收达到历史最高，片区内鲜茶
价格实现翻番，达到 15元一公斤，成为
全县鲜茶单价最高的片区，极大程度提

高了群众的收入。
茶旅融合，让“茶文化”走出乡村振

兴致富路。宝华镇以“农户+合作社+
强村公司”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茶文
化+旅游”发展模式，打造集茶叶种植、
采摘、生产加工、生态观光、文化休闲、
研学体验、文化展示为一体的茶旅融合
体验区，将茶文化、茶旅游、茶产业紧密
结合，推动茶产业链条向茶旅融合深度
延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
动茶产业发展、茶农增收致富，不断提
高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做好“无
量山古茶园”保护与开发这篇文章。

最近，听单位一朋友讲，如今发
文太随意了，不加分析研判，许多文
件动不动就“全覆盖”。普发文的背
后，是一些干部对工作敷衍了事和
习惯性推卸责任的心态在作怪，是
对公文拟发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的思
维定式。

现实中，部分干部认为，第一时
间转发上级文件，是工作抓落实、办
事高效的具体体现。他们认为，文
件一旦发出去，责任也随之转移出
去了，这些想法和做法，违背了发文
的初衷，归根结底是工作态度不端
正，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工作作风出
现了问题。

发文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如果发文没有针对性，不
清楚文件该发给谁，需要研究解决
什么问题，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发文
的真正意义；如果发文者对所发文
件都不思考、不研究，只想当“二传
手”，尽快将责任甩出去，那就没有

发文的必要了。
笔者认为，普发思维要不得，发

文如同医生开处方，要对症下药，不
可随意而为；发文必须具有区域性
和指向性，要“对号入座”，才能体现
发文的价值。做事亦是如此，唯有
方向正确，才能少走弯路，避免多余
的损耗，努力才有其意义。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
深入开展，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
们应当涵养务实、求实、扎实的作
风，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把心思集
中在想事上，把本领体现在干事上，
把目标锁定在成事上，以作风建设
新成效凝聚发展的强大合力，推动
各项工作创优提质争先进位。

弥渡县苴力镇白邑村烟农在给烟叶封顶打杈。（摄于7月10日）
弥渡县牢固树立“三分种、七分管”的意识，持续加强中耕管理，确保烟叶生产提

质增效。今年，全县种植烤烟49400亩，涉及7个乡镇59个行政村6112户烟农，计划
收购烟叶13.43万担。 ［通讯员 马素萍 马翠萍 摄影报道］

莫让“普发文”成“推手”
□ 杨镇雄

南涧县宝华镇——

百年古树茶为群众致富闯出新路子

漾濞县顺濞镇小村村群众在
本村固定收购点售卖野生菌。（摄
于7月11日）

近年来，小村村依托山区自然
资源禀赋，鼓励引导当地群众“拾
菌”增收，并通过党支部引领，有效
拓展野生菌销售渠道，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增收。
［通讯员 叶鑫义 杨丽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