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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有的领导干部对于所负责领域的
专业知识了解不全面、研究不深入，认
为只要注重管理能力的提升即可。然
而，在具体工作中，如果领导干部不加
强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学习，往往导
致工作质效不尽如人意或难以推进，
更谈不上创优提质。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无论是从本
系统本行业内选拔任用，还是“跨界
任职”、多岗锻炼，主要是要抓好管理
和统筹工作，这看似对专业素养要求
不高，但在实际工作中不难发现，有
的领导干部对相关政策、专业知识、业
务规范等摸不着头脑或者一知半解，
想当然地安排工作，让人难以执行。
而且为了在抓落实中不“跑偏”，就必
须不断地去“纠偏”，导致产生一些不
必要的内耗。因此，领导干部不管专
业背景是什么，曾经从事过的工作是
什么，提升专业素养都显得尤为重
要。只有具备了履行相关岗位职责所
必需的专业知识，在把方向、定计划、

作决策、抓落实、抓督促中，才能有效
突破“外行管理内行”的瓶颈，打开工
作新局面，取得工作新成效。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领导干部提
升专业素养，首先是思想上要重视，深
刻理解“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的道
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不学习就会落伍的思想意识，自觉学理
论、学政策、学业务。其次是态度上要
转变，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向同事
学习，虚心请教，不耻下问，不能对学习
满不在乎、浅尝辄止、囫囵吞枣。然后
是方法上要优化，找准结合点，统筹好
工作和学习，有效解决工学矛盾，充分
利用好碎片化时间、抓住集中教育机会
开展学习，同时，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不断提升履职能
力，更好地为推动改革、推动发展服务。

□ 通讯员 卢灿花 洪全映

洱源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
势，树牢“融”的导向，把民族团结进步
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具有人
大特色、富有时代特征、符合洱源实际
的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子，先后荣获

“云南省文明单位”“大理州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党建引领 不断筑牢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精神之基

发挥组织效能，高位推动创建工
作。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创建工
作列入机关重要议事日程，与常委会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
实把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优势转化为
民族事务的治理成效。

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民族工作新格
局。制定印发了创建工作方案、创建工
作考核办法等文件，进一步强化民族工
作责任意识。围绕创建工作建立健全
机关考评工作制度，要求各专工委室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列入日常议
事、责任清单、目标管理、述职评议中，
并经常性开展创建互观互检。与三营
镇 1 个镇级、郑家庄等 2 个村级和 9 个
乡镇人大主席团建立共建联盟，形成
了“主要领导亲自抓、班子成员合力推、
职能委室具体干、干部职工一起上、人

大系统共发力”的创建工作格局和运行
机制。

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民族团结浓厚
氛围。坚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党的民族政策纳入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职工
政治理论学习、“三会一课”和主题党
日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
育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好每年 8 月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月和 11 月
22 日大理州民族团结进步日系列宣
传活动，编发《民族团结进步应知应会
手册》口袋书、精心制作宣传折页和短
视频、打造机关民族文化长廊等，推动
形成常态化的宣传教育机制，使“三个
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思想更
加深入人心。

多措并举 不断增强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内生动力

强化法治保障，提升民族团结进步
推动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坚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对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
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积极回
应各民族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共
听取审议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
县公安局专项工作报告 11 次，持续推
进司法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有机
统一，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充分
发挥州人大在洱源设立的“基层立法
联系点”的作用，在各级人大立法工作
中，积极建言献策。

增强监督实效，增进共同发展凝聚

力。将创建工作与县委、县政府中心工
作、人大监督工作相结合，着眼于改善
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和加快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开
展“三问一评”工作监督，对洱海流域农
业产业转型发展、全县工业发展、文旅
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进行视察，对
梅果、烤烟、乳畜等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听取审议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创建工作情况报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情况报告，组织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政
府 10件惠民实事、重大民生建设项目、
西湖生态搬迁等工作情况进行视察，对
全县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推进情况开展

“三问一评”工作监督，有效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和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落实，推动
洱源高水平源头保护和高质量绿色发
展迈出新步伐。

提高服务水平，汇聚代表团结向心
力。科学统筹好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的
结构比例，拓宽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知情
知政渠道，洱源县选举产生的大理州第
十五届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比例
达 76.67%，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中，少
数民族代表比例达 77.07％。加强和改
进人大协商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坚持代表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制
度，积极将少数民族代表推荐为县人民
法院陪审员、县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和县
纪委阳光监督员，扩大代表对人大常委
会监督工作的参与渠道，支持和保障少
数民族代表平等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
权利。深化“双联系”制度，扎实开展

“七个一”活动，架起党和政府与各民族
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完善代表履职平台
建设，规范化建成 1个人大代表之家、9
个人大代表工作站、90个人大代表联络
室和 2个专业代表工作站，健全代表之
家运行机制，规范代表活动资料台账，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和桥梁纽
带作用。

共创共建 不断开拓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新局面

建立“六个一”创建工作制度。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建立完善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六
个一”创建工作制度，通过开展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主题党日活
动、专题读书活动、专题考察学习、专题
培训、专题测试，推动创建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开展。

成立“民主共融”联盟。成立由9个
乡镇人大主席团组成的洱源县人大系
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主共融”联盟，
整合创建资源，建立协作机制、实现优
势互补，推进创建工作深度融合发展，
共同开创全县人大系统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发展新局面。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
业代表工作站。在三营镇建成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业代表工作站，精
选 9名各级人大代表进站开展工作，根
据各自特长，从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和文化传承 3个方面设岗定责，
凝聚各方实力，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创建展现人大担当、贡献人大力量。

洱源县人大——

发挥人大职能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领导干部应注重提升专业素养
□ 余春华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7 月 18
日，永平县商务局在博南镇曲硐美食街
阿巧孃黄焖鸡餐饮店组织开展永平黄
焖鸡餐饮、预包装食品加工及制作标准
制定的品鉴评比（盲评）活动，现场优选
出 3 家永平黄焖鸡餐饮店参与制定永
平黄焖鸡地方名菜餐饮标准，1 家永平
黄焖鸡加工企业参与制定永平黄焖鸡
预制菜标准，助力永平黄焖鸡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

8家永平黄焖鸡餐饮店和黄焖鸡食
品加工厂应邀参加永平黄焖鸡餐饮制定
标准品鉴评比活动。为保障黄焖鸡餐饮
制定标准品鉴评比活动评选公平公正，
评委采用盲评方式评选。

在专家学者盲评打分前，参评的 8
家永平黄焖鸡餐饮店和加工厂在阿巧

孃黄焖鸡餐饮店严格按照永平黄焖鸡
食品烹饪要求，对宰杀清洗好的每一
只鸡进行砍剁并烹制出色、香、鲜味俱
佳的永平黄焖鸡。评委们则从口感鲜
美、味道浓郁、调味适中；色泽金黄、油
亮诱人；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有所创新，
具有独特之处；现场制作过程规范、卫
生，展示效果好；观众对参评作品的喜
爱程度和满意度 5 方面进行严格量化
打分。

据了解，永平黄焖鸡餐饮制定标准
品鉴评比活动所评选出的标准黄焖鸡味
型企业将提名《永平黄焖鸡制作标准及
营养》编制单位，同时在后续永平黄焖鸡
推广及宣传活动中推出，将获得云南省
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授予的“永平黄焖
鸡推荐示范店”牌证。

永平县开展黄焖鸡餐饮制定标准品鉴评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娅） 7月16日至
18日，2024年度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
遗保护暨“出彩工程”传承人群技能系
列刺绣培训班在祥云县普淜镇黑苴村
举办，培训班邀请云南财经大学传媒
与设计艺术学院教师及省州专家进行
现场授课，全州各县市 60 名绣娘参加
培训。

本次培训包含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开设了《做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的优秀
实践者》《刺绣传承保护与行业发展新
思路》《刺绣针法与色彩搭配》《短视频
运营与直播实战》等课程，60 名绣娘在

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在自学的
基础上充分吸纳新技术、新理念，积极
动手，在绣布上飞针走线，努力完成自
己的绣品。经过 3 天的集中培训，参训
人员收获颇丰，从认知和技术层面对刺
绣技艺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纷纷表
示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精进刺绣水
平，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据悉，本次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
遗保护暨“出彩工程”传承人群技能系
列培训中土陶、银器、刺绣三项培训均
在祥云县举行，全州 120 余名土陶、银
器、刺绣传承人、爱好者参加。

白族布扎州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瑞珍（右）正在向剑川县金华镇妇女传授仙
鹤童帽刺绣技艺。（摄于7月16日）

近期，剑川县举办2024年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白族布扎技艺培训班，来自8个乡镇
的40余名妇女学员参加此次为期10天的培训。通过此次培训，不仅有效促进非遗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更让当地妇女掌握了一项“指尖技艺”，实现家门口就业、指尖上增收。

［通讯员 杨钟燕 罗燕 摄影报道］

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保护暨“出彩工程”传承人群
技能系列刺绣培训班在祥云县举办

▶ 7月19日上午，“绿美大理·巍山县杨善洲纪
念林”暨机关义务植树活动在巍山县巍宝山乡小东
山开展。此次植树活动种下云南松、清香木等树苗
共1380余株，为巍山县城近郊增添了一片新绿。

近年来，巍山县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加速推进
红河源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生态修复工作，为生态安
全、民生福祉和绿色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通讯员 顾正林 摄］

◀ 7月19日，鹤庆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县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到鹤庆县云鹤镇东
山公路道路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据悉，此次义务植树活动共800余人参与，种植
柏树、云南松、清香木共计3000余株。活动现场，大
家干劲十足，三五结队，挥锄挖土、扶苗栽种、提桶
浇水，积极投身到植树护绿行动中。

［通讯员 宝天俊 陈妍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