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关友芳 终校／杨磊

本报讯（通讯员 杨凤雄）近年来，
宾川县注重强化改革创新精神，从小处
切口、点上发力，通过“微创新”“微改
革”，以突破之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以“小规范”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细化标准规范客事办理。完善红白理
事会章程，建立理事包村组机制，充分
发挥红白理事会组织作用，强化村规民
约激励约束功能；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大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客事精
简，破除农村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人情
攀比等陈规陋习，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走
深走实。金牛镇罗官村传承勤俭节约
美德，强化党员示范，制定《移风易俗客
事办理从简规定》，只准办红白事，明确
每场客事具体桌数、9个菜以下、每桌酒
席 300元以下，有效降低农村人情礼俗
负担，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首批“乡
风文明建设21个优秀案例”。创新规范

“清工结账”。乔甸镇大椿树村制定《清

工结账制度》，对村集体组织的各种会
议和公益事业，建立工时记录，每户 1
册，每年10月30日召开村民大会，通过
一事一议对全年“清工结账”进行商议、
找补，既解决了村民自身发展和村里公
益事业发展的矛盾，也让村组管理更加
民主，进一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干群
关系更加和谐。

以“微创新”规范“三资”管理，助力
村级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制定《宾川县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自查整改工
作方案》和《宾川县农村集体资金资产
资源管理办法》，加强对“三资”政策业
务培训、指导和监督检查，明确专人负
责“三资”平台管理，切实对集体资产、
资源出租、发包、处置及资金使用等事
前、事中和事后 3 个环节开展全程监
督。同时，对“三资”领域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严查严处，深入剖析典型案例，
完善制度措施，实现农村“三资”安全
运行、高效运转。坚持先行先试，探索

创新，先后制定《宾川县用活农村集
体“三资”试点工作方案》《宾川县关于
进一步用活农村集体“三资”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的意见》，全面推进用活农村
集体“三资”，为乡村振兴赋能。2023
年，该县 10 个乡（镇）92 个村（居）委会
村集体代管资金 29162.82万元，盘活资
金 15166.03万元，盘活资产 12266.67万
元，盘活资源 258386亩，全年实现收入
2536.9万元。

以“小举措”助力基层“大治理”。
进一步健全县、乡（镇）、村（社区）三级
党组织统一领导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
制，完善预警评估、多元化解调处、案件
回访工作等机制，全力推进“以案定补”

“以奖代补”，常态化开展“周排查、月汇
总、月研判”，“一事一策、一人一策”落
实包保稳控措施，定期对已经化解的矛
盾纠纷进行跟踪、回访和评估，基层治
理效能持续提升。2023年，该县兑现矛
盾纠纷调处“以案定补”资金20.2万元。

以“微改革”规范提升农民合作
社，助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针对农
民合作社存在“空壳社”“僵尸社”“家
庭社”等问题，宾川县抓住被列为全国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的
机遇，按照“清理整顿一批、规范提升
一批、扶持壮大一批”的思路，创新机
制、点面联动，重规范提升、强示范引
领，力促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
展。截至 2023 年底，该县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 2314个，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 2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8家、外贸进出口企业 61户、农民合作
社 750 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4 万余
人、“果业新农人”7 万余人，带动就业
20 万人；全县农业总产值达 150.22 亿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2810
元，高于全国 1000多元，高于全省 6000
多元，“企业联产业带农民”增收发展
模式成效凸显，入列国家乡村振兴示
范县创建名单。

改革之风拂白州

宾川县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左希义）
7月 24 日下午，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
书记杨经德到巍山县调研指导火把节文
化活动周安保维稳工作。

杨经德指出，近年来，巍山县委、县
政府积极推进文旅与节庆深度融合发
展，巍山小吃节、火把节等节庆文化活动
办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善，重大节庆
文化活动安保维稳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杨经德强调，火把节是巍山和全州
各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安全
问题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群防群治机

制作用，确保节庆期间全州社会安全稳
定；要做好社会秩序维护保障工作，确保
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要做好消防安
全工作，深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
所开展巡逻巡查，全面排除风险隐患，确
保辖区消防安全；要高度重视食品卫生
安全工作，认真开展市场监管及事前检
查，营造良好的节日消费环境；要强化旅
游市场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做到处处
有人管、事事有人抓，全力营造安全有序
的旅游环境。

州政府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杨坤
参加调研。

□ 通讯员 赵丽霞 文／图

7月 22日，笔者走进云龙县检槽乡
佛子坡千亩新烟区，看到烟农正在烟田
间利用新添置的单轨运输车运送烤烟。
千亩烟田用上单轨运输车，吸引了周边
众多烟农前来围观。

佛子坡千亩新烟区位于检槽乡
炼登村委会和师井村委会两地，由于交
通不方便，烟叶只能靠人工运输，需要投
入大量人力，费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发
展瓶颈，炼登村及时引进了一条单轨运
输车线路。“今天，这条单轨运输车线路
正式投入使用。该线路总投资 9 万余
元，总长 450 米，载重限额 500 公斤，一
车一趟相当于 10个人的工作量。”炼登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金良介
绍，单轨运输车线路的安装使用，将在
抢抓农时稳步推进烤烟生产上发挥很

大优势。
据了解，山地单轨运输车是一种适

用于丘陵、山地的机械式单轨运输机，
运输占地少，操作方便，建造和运行成
本低，运输单轨可以向任意方向延伸，
爬坡力大，前进、后退、转弯、停车操作自
如，稳定可靠，能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
提高运输效率。村民只需按下开关，就
能轻松完成物资运输，方便快捷、省时
省力。“今年我家种了 130亩烤烟，现在
有了这条单轨运输车线路，运输一趟只
需要十几分钟，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
成本，能省下一大笔费用。”烤烟种植大
户杨发根说。

微风拂过，一片片翠绿的烟叶迎风
摇曳，烟农们穿梭在烟田间忙着采摘、捆
扎、运送，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呈现在眼
前。一袋袋烟叶乘坐着“专列”徐徐而
来，烤烟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云龙县检槽乡——

千亩新烟区用上单轨运输车 省时省力又省心

烟农利用新添置的单轨运输车运送烤烟。（摄于7月22日）

杨经德到巍山县调研指导
火把节文化活动周安保维稳工作

大理州纪委监委、洱源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到洱源锦泰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相关工作情
况。（摄于7月18日）

今年以来，州、县（市）纪委监
委在全面振兴产业园区经济中主
动作为，聚焦关键环节，以开展政
治监督“护航行动”为抓手，强化监
督检查，督促各涉企职能部门及园
区所在地党委、政府落实主体责
任，提升服务效能，护航园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左万泽 摄］

清廉大理建设

□ 记者 张洲 高正达

在第 8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8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南博会）上，我州生物医药和大健
康领域参展企业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展
品，增加了医疗器械的展示，全面反映
出我州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成果。

云南大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云南
度雅洲科技有限公司、大理君奇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是我州招商引资企业。本
届南博会，各家企业带来了医用外科手
套、深睡机等主要产品。

大理君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在医
用 X 射线应用领域具备强大的技术沉
淀和创新能力，此次展会上，该公司展
出了普及型兽医诊断DR等展品。公司
外贸专员史月春告诉记者：“此次我们
带来的主要产品普及型兽医诊断 DR，
主要是用于宠物全身的 X 射线影像拍
照，能够更好地辅助宠物医生诊断宠物
疾病。”

除器械设备类展品外，一系列品

质优良的中药饮片、特色民族药等产
品丰富了展区的产品类型。云南滇本
草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中药
材、农副产品种植、加工、购销的综合
型药业公司，该公司出品当归、木香、
附子 、滇 重 楼 等 产 品 。 公 司 负 责 人
李信娟说：“我们公司位于大理州剑川
县，通过公司带动当地农户一起种植
中药材，农户种植出中药材后，由公司
统一收购进行加工生产，实现了对中
药材品质的全过程把控。此次展会，
我们展示的主要也是来自剑川当地的
中药材。”

当前，我州在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
方面，正按照“一中心三园区”思路推进
集中建园，引导特色医疗、健康养老、医
疗器械、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集聚。

州科技局副局长董文煌说：“今年，
我们把医疗器械作为一个重点赛道来
推进，借助本届南博会，把招商引资企
业的产品做一次集中推介，进一步助
推医疗器械产业培育壮大，为我州生物
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新
优势。”

本届南博会
我州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展区展品丰富

□ 通讯员 汪建花 陈名旭

盛夏时节，位于祥云县青海湖畔的
沙龙镇沙龙社区水涨地自然村一片绿
意盎然，一株株荷花亭亭玉立、竞相开
放，引来众多游客打卡拍照。

近年来，沙龙镇紧紧围绕建设“城
市农业生态园、农文旅融合花园镇、社
会治理样板区”发展定位，坚持“以农为
基、以文促旅、以旅兴农”总体思路，发挥
区位优势，做精观光农业，结合“小炉匠”
文化，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沙龙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培育特色，打造“小而优”的农业板
块。依托花卉特色产业优势，充分释放
652 亩申洱花卉产业基地“美丽效应”，
深化“沙龙生花”特色花卉品牌，加快草
莓、辣椒、玉米制种等特色产业提质扩
量。今年，在省农业科学院的指导下，
沙龙镇在花园社区种植彩色稻田40亩，
打造彩色水稻种植示范点，将创意农业
与观光旅游相结合，进一步延伸农业产
业链，在增加群众收入的同时，盘活耕
地资源，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挖掘内涵，打造“小而精”的文化品
牌。以“小炉匠”文化传习所为圆心，在

水涨地自然村建设完成对外研学区、技
艺传承区、文创商品交流区，引进非遗
传承人、青年创业者进驻，形成集保护
传承、设计开发、交流展演于一体的“小
炉匠”非遗传承体验基地。深入挖掘
沙龙传统美食文化、民俗技艺文化，打
造水上集市、观光荷塘等乡土景观，以
活态化的方式呈现沙龙民间技艺和地
方特色。

提升品质，打造“小而美”的旅游业
态。持续拓展旅游产业发展，着力在

“吃、住、行、娱、购、游”等方面下功夫，
“玫瑰庄园”等特色餐饮投入运营，“情
人堤”完成改造提升，青海湖婚姻登记
点建设完成，星空营地、主题餐厅、青海湖
乐溪谷水上乐园完成招商。彩色稻田
周边布局“观景台+咖啡”、热气球等业
态，目前已完成招商引资、土地平整等
前期工作，旅游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
旅游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据悉，下步工作中，沙龙镇将加快乡
村观光游、文化体验游、乡村节庆游等多
业态发展，打造推广青海湖农文旅 IP，积
极引导群众融入农文旅产业发展格局，
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创优提
质，让群众生活有盼头、有奔头、有甜头。

祥云县沙龙镇——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