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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弥渡县通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不
断改善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有效解决
村民出行、农田灌溉以及农副产品运输
等问题，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增添强劲动能。

双白公路是一条连接苴力镇白云
村和白邑村的公路，全长 7.2公里，以前
因为部分路面没有硬化，村民都选择从
老路绕道而行。2023 年，弥渡县结合
苴力镇白邑村农业产业发展以工代赈
项目的实施，对这条公路进行了硬化。
今年2月，双白公路建成通车，路程较原
来通行的老路缩短了近10公里，村民们
的生产生活更加方便了。

“原来从白云村到我们村要28到30
分钟，现在只需15到17分钟了。”白邑村村
民罗铁生说，与原来相比，出行更便捷了。

“原来我们采收的烟叶只能用牲口
驮、用摩托拉，运下来相当费工。路修
通以后，我们可以用车拉到家，节约了

很多劳动力，也降低了成本。”白邑村村
民普师华每年都种植烟叶10多亩，现在
路通到了烟田旁边，他发展生产的信心
更足了。

据了解，苴力镇白邑村农业产业发
展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 740多万元，除
了完成双白公路的硬化，还同步实施了
提水工程，将水从位于白云村的小村箐
水库提到白邑村，改善了白邑村的农田
灌溉条件。

“提水工程把水提到了海拔2000米
左右的地方，覆盖了800多亩的良田，为
我们村种植经济作物，提升产业效益带
来了希望。”白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段春福说。

“十四五”以来，弥渡县累计投资
3600多万元，聚焦农村地区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实施以工代赈项目6个，重
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配套
设施建设进行提质增效，不断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为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奠定坚实基础。

□ 通讯员 许忠建 罗晓凤

“如果你发现村里的干部不按政策
办事，存在吃拿卡要、故意刁难群众的
行为，或者他们不积极帮忙解决你的合
理诉求，总是今天推明天，那么请及时
和我们联系。”这段充满地方特色的广
播，近日在弥渡县牛街乡的集市上通过
小喇叭反复播放，将巡察组进驻牛街乡
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位群众。

县委第一巡察组在集市上设置了
巡察宣传点，吸引了众多前来赶集的村
民。他们纷纷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向巡
察干部咨询，表示以前不太了解巡察组

与老百姓的关系，现在听了介绍，知道
巡察组是来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实
际问题的。

针对以往对村巡察宣传不够接地
气、新媒体宣传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弥
渡县委巡察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既充分运用新媒体的传播优
势，又迈开“大脚板”开展具有“泥土味”的
巡察工作，不断拓展群众参与对村巡察的
路径，推动巡察宣传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
盖转变，着力发现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事。

在宣传方式上，县委巡察组根据不
同的场景和对象选择了多样化的方

式。线下，在各个村委会的醒目位置张
贴巡察公告，发放印有巡察组办公地
点、举报电话、巡察组微信和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二维码等信息的宣传单，
通过大喇叭循环播报巡察公告，让巡
察之声传入千家万户。线上，借助互
联网的优势，在“微弥渡”“弥渡清风”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巡察公告和短视频

《县委巡察组来啦》，并要求乡镇干部
职工和村干部转发朋友圈、村民群，用
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广大群
众知晓巡察组的工作内容和反映问题
的方式。同时，县委巡察办还向乡镇常
驻人员精准推送了 15329条短信，进一

步扩大宣传覆盖面。
对于矛盾突出、村情民意较为复杂

的村，巡察组采取登门入户访、田间地
头访、村头夜话访、视频通话访等形式多
样、接地气的“群众工作法”。他们进村召
开“户主会”，与群众拉家常、话农事，在
闲聊中让巡察工作深入人心，同时倾
听群众心声，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

“通过群众‘看得见、听得懂、记得
住’的方式宣传，有效提高了群众的知
晓率和参与度。不仅让群众成为了发
现问题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进一步推
动了巡察工作向深拓展、向下延伸。”县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

□ 通讯员 李铭 李克钊

近年来，弥渡县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精准谋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不断完
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全力
助推乡村振兴。

在密祉镇兴隆村两冢坟至梨园机
耕路施工现场，挖掘机、运土车等工程
车辆来回穿梭，道路土方回填、碾压、夯
实等作业有序进行。兴隆村村民李本兴、
王云忠和其他村民都成为了项目施工
队伍的成员。在项目建设中，项目理事
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建议，他们提出的合
理意愿诉求被采纳列入建设方案。

据了解，该项目是2024年密祉镇以
工代赈项目，也是全州首个采用村民自建
模式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中村民们
提出的合理意愿诉求得到了落实。

据密祉镇兴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克芳介绍，项目前期，村里成
立了理事会，并召开村组干部会议和群
众会议，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最终
明确项目实施的最优方案。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29 万元，对机

耕路、灌溉沟渠进行改扩建和提升改
造，新建 2个取水坝。可改善 3000亩农
田灌溉条件；吸纳100名群众就近就地务
工，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设置公益性
岗位5个，每人每年工资9600元。截至目
前，已经完成机耕路提升改造1300多米、
沟渠改建1800多米，占总工程量的65%。

“十四五”以来，弥渡县充分发挥项
目赈济带动作用，紧盯政策要求、严格
工作标准、规范项目程序、突出工作重
点，加强发改、财政、农业农村、审计等
部门联动协作，摸排建立项目村群众务
工需求信息台账。同时组织群众积极
参与谋划项目，结合群众意愿、诉求，做
到“方案民选、内容民晓、项目民建”，不
断充实健全以工代赈项目储备库，确保
项目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

截至目前，弥渡县共谋划以工代赈
项目 15个，总投资 8100万元；实施以工
代赈项目 6 个，总投资 3643 万元，吸纳
劳动力580人，发放劳务报酬1030万元，
有效拓宽农村低收入群众和城乡就业
困难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弥渡县精准谋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弥渡县——

“以工代赈”夯基础 乡村振兴添动能

弥渡县——

搭建“小平台”迈开“大脚板”提升村级巡察群众参与度

□ 通讯员 王玺涵 鞠强 文／图

随着弥渡文旅产业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弥渡观光。瞅准这一商机的云南橙
美国际旅行社，推出了一条融合自然风
光、历史文化、美食享受与康养休闲的

“小河淌水·弥渡康养”3日游精品线路，
把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带到弥渡泡温
泉、品美食、赏花灯。

日前，笔者来到弥渡马帮寅街玫瑰
园，云南橙美国际旅行社旅游团队的游
客正三五成群地在拍照打卡留念。据
导游张玉婷介绍，这次公司从昆明带过
来3个团队共90多名游客。

云南橙美国际旅行社导游张玉婷说：
“弥渡的绿化很好，空气清新，拥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可以泡温泉、逛白崖古城和密祉
景区等，这里的美食也让人流连忘返。”

来自昆明的游客刘先生和妻子刘女
士来弥渡游玩两天了。他说，去了密祉
景区游玩，觉得那里的风景很美，花灯民
歌很好听，豆腐宴也很好吃。

刘先生说：“弥渡花灯很好听，底蕴
很好。住得舒适，吃得也可以，工作人
员、服务人员态度是真的好，以后有时
间肯定还会再来的。”

据了解，“小河淌水·弥渡康养”3日
游精品线路于 6月中旬开通，线路包括

月亮湾温泉、白崖村、谷女寺、天生桥、
马帮寅街玫瑰园、密祉文盛街古驿道、
珍珠泉、民国第五区区公所遗址、小河

淌水音乐主题公园、花灯文化传习馆、
云南弥渡产业园区11个景区景点。

张玉婷介绍，她从六月份开始跑这

条线，大概来了十多趟了，七八月份也将
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弥渡旅游推介中，
希望把弥渡的这条线路推广出去。

“小河淌水·弥渡康养”3日游精品线路受欢迎

7月10日，游客在弥渡马帮玫瑰园赏花游玩、打卡留念。

□ 通讯员 杨莉 杜钦

近年来，祥云县祥城镇立足自身
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
烤烟、蚕桑、制种玉米等特色产业“多
点开花”，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几天，正是祥城镇下村 5 组烤
烟下蓬烟叶的采烤时节，作为烤烟
互助小组组长的杨国洪，指挥村民
有条不 紊 地 编 烟 、入 烤 房 ，烤 烟 收
入 在 他 们的年收入中，占有很大的
比重。杨国洪说：“去年我家栽了 9

亩烤烟，烟钱连补助一起，收入近 7.6
万元。今年又栽了 9 亩，希望收入比
去年好。”

下村5组的村民75户，和杨国洪家
一样，种植的都是烤烟。去年种植烤
烟 880 亩，收入 500 多万元。今年种
植面积增加到 970 亩，并在大理烟草
祥云县公司的帮助下，新建电烤房 19
座，改建 14 座，目的就是提高烟叶品
质，力争收入突破 600 万元。

祥城镇于官村村民走的又是蚕
桑种植的路子，全村用好丘陵地，种
植蚕桑 2000 余亩，通过村民近 20 年

的努力，在祥云县皇正公司技术人员
的悉心指导下，桑园种植水平逐年提
高，蚕茧质优价高，2023 年收入 1600
多万元。以村民朱丕立家为例，夫妻
二人养蚕，每年养殖四季，能有 7 万多
元的收入。今年，时间过半，收入也
能过半，老朱很是开心。朱丕立说：

“今年养蚕，春蚕养了 5、6 张，卖得 1
万多元钱。夏蚕养了 12 张，预计要卖
3 万多元，这些年养蚕的收入不错。”

以旱作种植出名的新邑村，则选
择了玉米制种项目，采取“党支部+
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

过与大理佳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云南
骆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签
订种植合同，由公司向农户提供种
子、化肥、技术等生产要素，农户负责
种植管理，成熟后由企业按保底价收
购。同时，作物生长期间实行产前、
产中、产后全程跟踪服务，保证了稳
产稳收。2023 年，全村种植制种玉米
1450 亩，亩产值 4800 元。今年种植面
积扩大到 1600 亩，目前已经全面转入
中耕管理，长势喜人。新邑村党总支
书记李敏中高兴地说：“按照今年这个
长势，收成不会低于5000元一亩。”

漾濞县太平乡乡村组成员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排查工作，向隐患点周边群众
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摄于7月20日）

近日，太平乡乡村组成员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等方式，对每个地质灾害隐患
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有无滑坡、裂缝、位移等现象，同
时向隐患点周边群众宣传地质灾害防治、逃生方法等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和
自救意识。据悉，全乡地质灾害隐患点35个，临时监测点3个，配备监测员76人。

［通讯员 赵燕飞 王显灿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开） 暑假伊
始，首期“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探索无量
山自然保护区——天空森林自然研学
营”于 7月 18日在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南涧段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
30名营员如期相约无量山，开启探索自
然之旅。

开营仪式上，南涧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周国祥宣布开营,并为南涧县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和美与共·绿色领军”专
家颁发聘书。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南涧管护局局长段建伟介绍了无量
山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工作开展情况。

南涧县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天然氧
吧，境内的无量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孕育了种类繁多
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成为珍稀动植物的
荟萃地。保护区有蕨类以上高等植物
209科1039属2574种，其中：国家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38种；哺乳类动物123种，国

家珍稀濒危保护动物 50多种；鸟类 547
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动物 37种；两栖
爬行类 104种，其中两爬类44种，两栖类
60种。昆虫类据不完全调查有600多种。

近年来，南涧县按照“文旅引领、三
产融合、绿色发展”的思路，通过“和美与
共”人才引进，立足县域实际，利用好保
护区人才、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依托独特的大山风景、大
江风光、大地色彩，大力推进绿色生态文
旅产业发展，不断擦亮生态底色，闯出了
一条生态引领绿色发展新路子。“跟随科
学家的脚步探索无量山自然保护区——
天空森林自然研学营”在南涧无量山开
营，是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资源及保护
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南涧县生态资源、
生态产品、生态保护工作的展示搭建了
平台，提供了机遇。

据悉，此次天空森林自然研学营 30
名营员将在 4位导师的带领下，开展为
期4天的研学活动。

祥云县祥城镇——

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永平县监督检查组在龙门乡了
解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摄于7
月22日）

永平县纪委监委协同县委巡察
机构、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组成
5 个监督检查组，对十三届县委巡
察以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开展“回
头看”，同步对清廉永平建设各项工
作推进情况开展专项监督，进一步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巡察整改
和清廉建设同监督、共促进。

［通讯员 赵群 摄］

南涧无量山天空森林自然研学营首期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