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调生到南涧县拥翠乡者别烈
村学习万寿菊种植技术并帮助花农
采摘。（摄于8月26日）

近年来，南涧县坚持以“育”字
打底，加强选调生培养，把选调生选
派到基层一线实践历练，提升政治、
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改革攻坚、应
急处突、群众工作和抓落实“七种能
力”，促其努力向下扎根、办好民生
实事。

［通讯员 彭廷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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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张晓玲

近年来，漾濞县龙潭乡依托优越的
生态资源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坚持以

“党建+”模式引领发展，在巩固提升核
桃、烤烟、养殖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积
极引进并大力发展高辣度辣椒种植等
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发展的
新路子。

“党建+龙头企业”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龙潭乡党委、政府经过多方考察，
于 2019 年引进了大理健宇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今年又引进了云南聿道
食安商务有限公司，通过“保底收购+
技术指导”的模式，在全乡范围内大力
推广种植高辣度辣椒和万寿菊。公司
不仅为群众提供优质的种苗，还从种

植到收购各环节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促进了龙潭乡的高辣度辣椒产
业和万寿菊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截至
目前，该乡共种植高辣度辣椒 1600 余
亩、万寿菊 700余亩，预计实现产值 760
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7.6 万元，户
均增收近两万元，形成群众有增收、村
级集体经济有收益、企业发展有前景
的共赢局面。

“党建+土地盘活”
种植模式不断创新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
效益，龙潭乡充分发挥辖区内河岸土壤
肥沃、光热充足的优势，积极探索创新
种植模式，在吐噜河沿岸实施了土地整
治和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整治土地
面积228亩，沿河岸种植水稻500余亩，
并发动 16 户农户种植了 100 余亩反季

高辣度辣椒，通过“水稻—高辣度辣椒
轮种”模式，不仅有效利用了土地资源，
还实现了农作物的错季种植和丰收。
同时，乡党委还利用富厂村的光山坡闲
置资源，建成了富厂村联村电站光伏发
电项目，村级集体经济从中每年创收23
万元，并为附近群众开发部分公益性岗
位，解决了部分群众就业问题，真正让
土地“盘”出活力。

“党建+利益联结”
确保农户持续增收

为确保各项产业稳定发展、农户持
续增收，龙潭乡积极发展“企农契约型”
合作模式，高辣度辣椒产业、万寿菊产
业已实现农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签订订单。同时，还建立了企业绑定村
党总支、村党总支绑定合作社、合作社
绑定种植户的“三绑”利益联结机制，让

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群众多力齐
发、多方受益，保障了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目前，在高辣度辣椒、万寿菊等产
业发展上推广利益分红模式，通过“订
单收购+分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红”等方
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据悉，龙潭乡将继续依托龙头企
业，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推动高辣度辣
椒产业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同时，还将积极探索其他新兴产业的
发展路径，努力构建多元化、特色化的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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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鹿鸣乡抓实生态建设共建绿美乡村

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流动儿童群体的专门性关爱保护政策文件出台

蓝续：发韧于爱 续写白族扎染的独特美学

□ 通讯员 杨建梅

今年以来，云龙县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拓展灵活就业人员公
共就业服务渠道，加快零工市场（驿站）建设步伐，为灵活就
业人员“建好家、搭好桥、撑好伞”，大力帮助支持灵活就业
人员实现就业增收。

云龙县全面发挥乡（镇）党委统筹协调职能与村（社区）
党组织引领服务效能，着力构建“党建引领+就业服务”深度
融合的一体化工作格局，依托乡（镇）、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及工会阵地，精心打造“贴近群众、服务到家”的劳动就
业幸福驿站，建立“1+11+N”模式，即以县级零工市场为核
心、辐射11个乡（镇）、设立N个村（社区）幸福小站的零工市
场服务体系；深入摸排辖区内零工基本情况和聚集揽活的
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结合现有商贸街区、市场、易地搬迁
点、行业产业集聚区域，选择交通便利、人员求职集中的地
点作为零工市场（驿站）选址地点。目前，已建成1个县级零
工市场、3个“贤龙劳务驿站”、1个“大青树”劳动幸福小站和
多个村级服务点。

据悉，云龙县零工市场总占地面积 300多平方米，充分
利用闲置的房屋资产，与社区共建共享共服务，配套完善了
候工休息、技能培训、劳动维权、创业服务、权益维护、政策
咨询、招聘服务、求职服务、信息发布等功能区，配齐配强了
一支专业服务团队，为零工群体提供全方位服务，也为灵活
就业人员打造了一个能安心就业的“新家”。

云龙县零工市场（驿站）的建设，旨在为灵活就业人员
和用工主体提供服务，搭建信息交流和沟通对接的“供需桥
梁”。零工市场恪守“统筹兼顾、双轨运行、集约高效”的发
展原则，坚持“党建引领、部门协同、市场运作”的管理方式，
推进“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满足劳动者多元化就业需
求，畅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云龙县依托零工市场已成功举办 26场现场
招聘会、2场线上招聘会、1场直播带岗和2场就业创业指导
培训；通过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向上海转移就业1569名务工
人员；组织开展“采摘蓝莓”专项劳务输出活动，向西双版纳、
芒市、保山、丽江等地输送务工人员 6360余人（次），向西藏
林芝输送务工人员 80 余人（次），为群众带来 600 多万元的
务工收入。同时，云龙县零工市场还致力于推广“诺邓火腿
巧匠”“采茶工”等本地劳务特色品牌，目前，已登记4家火腿
产业用人单位、吸纳了 416 名火腿产业工人，以及 6 家茶叶
企业、吸纳了501名季节性采茶工。

零工“小”市场，就业“大”民生。云龙县把零工市场（驿
站）作为“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抓手，不断强化用工主体和
零工群体间的“供需桥梁”作用，持续拓展零工市场服务范
围，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拓展、全链条供给、全要素
保障等就业服务，向就业形态更为松散、更加灵活的服务业
行业和新就业形态延伸，营造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良好
氛围，将人社公共服务、社区服务汇聚在一起，合成一盘棋、
拧成一股绳，将岗位信息归集的触角延伸到各乡（镇）、社区、
村组，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务模式，优化零工快速对接流
程手续，设立零工信息快速发布通道，促进供需匹配对接；
健全培训项目和培训政策推介服务，提供符合市场需求、易
学易用的培训信息，引导零工人员参加急需紧缺职业技能
培训和新职业技能培训，组织有创业意愿的群众参加创业
培训，帮助零工群体从“好就业”向“就好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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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龙潭乡——

“党建+”引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不久前，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开办
“一束欢喜花店”的弥渡青年朱亮了解
到创业扶持政策后，前往服务窗口申请
创业补贴。得益于近年来弥渡县就业
创业服务流程的优化，原本繁琐复杂、
需多次往返才能办成的事项，现在申请
资料和审批手续都得到精简，在朱亮提
交申请资料后不久，他便顺利获得了
2.5 万元的创业补贴，为他的事业发展

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近年来，弥渡县始终坚持便民、利

民、为民原则，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动
个人就业创业“一件事”高效办理，让群
众少跑腿、多省心，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关于办理的流程，工作人员列好
一个材料清单给我们，我们一眼就能看
明白，然后就可以回去准备相关材料
了，这是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地方。”高效
便捷的办事效率让朱亮很满意。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提高就业创业
的办事效率和质量，弥渡县对一次性求
职补贴申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一次性
创业补贴申领等业务进行梳理，删减繁
琐环节，合并重复材料，推行“一站式”办
理，实现“办事流程最大化、办事材料最简
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推行“线上”“线
下”融合服务，让办事群众可以根据自身
需求选择便捷的办事方式，尽快享受到
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目前，一
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均已实现网上办理。今年以来，全县网
上办理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等事项共计385件，共发放一次性求职补
贴4.7万元、创业担保贷款4575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启动一次性
创业补贴网上办理工作，同时持续收集
群众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提
高服务的精准性和人性化程度，为广大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就业创业服
务。”弥渡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创业股股长王丽萍介绍道。

弥渡县推动个人就业创业“一件事”高效办理——

让 群 众 少 跑 腿 多 省 心

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一果园中，果农在采摘红梨。（摄于8月30日）
近年来，刘厂镇依托“党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种植红梨1.75

万亩，年产梨果5万余吨，形成了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带
动了当地农民持续增收，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陈真永在大理州中医医院调研时强调

全面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

本报讯（记者 张洲 田野） 9月4日
下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以“编
外院长”身份到大理州中医医院调研
中医药综合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
论述，全面深化中医药综合改革，着力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力推进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健康需要。

调研中，陈真永实地察看了大理州
中医医院优势特色科室和门诊，详细了

解了医院在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医康
养、辅助医疗、民族特色医药传承创新
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陈真永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机制”，对中医药全面深化改革提出
明确要求。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充
分认识中医药综合改革对于提升全州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
重大意义。

陈真永强调，要增强改革定力，对

照新时代中医药发展的使命任务，对标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工作要求，加强资
源整合，补齐管理体制机制、中医药服
务、中西医协作、人才短缺、科技创新、
产业规模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医
防融合等领域的积极作用。要提升改
革动力，坚持“全州一个中医医院”的理
念，以州中医医院为龙头、县（市）中医
医院为基础，健全完善融预防保健、疾
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全力发展中医药产业，推进生物医

药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中
医药与文旅康养、非遗文创、保健食品
等业态的深度融合，丰富“中医药+”新
业态，探索推出“中医夜市”，为城市生
活注入“烟火气”“草木香”，让人们享受
健康养生带来的愉悦感。要汇聚改革
合力，全力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统筹协同联动，加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
和基层实用型人才等队伍建设，健全师
承教育制度，传承中医药精髓，形成推
动中医药发展的工作合力。

州政府秘书长周武军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