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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旷宏飞 字梅霞

“我们合作社第一批给 6户养殖户
发放母牛 18 头，第二批给 13 户养殖户
发放母牛 40 头，这些母牛多数都已进
入繁殖期。目前，合作社社员对‘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联农带农肉牛产业
发展新模式反馈普遍较好，村民参与
的积极性也高。只要有养殖意愿和养
殖能力的村民，我们合作社也将分期
分批给他们发放母牛。”近日，在云龙
县六六养殖专业合作社能繁母牛集中
发放现场，合作社负责人杨泓一边组
织给村民发放母牛，一边向笔者介绍
情况。

近年来，苗尾乡紧扣“乡村振兴增
长极、农旅融合经济带”发展定位，立足

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和初具成效的肉
牛养殖基础，按照“龙头企业引领、专业
合作社带动、广大农户参与”的发展思
路，严格落实《云龙县肉牛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部署要求，积极探索推行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联农带农肉牛
产业发展新模式，引导广大群众因地制
宜发展肉牛养殖。

据了解，在“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联农带农肉牛产业发展新模式下，
由合作社肉牛养殖场统一采购能繁母
牛，对于有饲养条件的农户，合作社把
母牛发放给农户饲养，对于没有饲养条
件的，就由养殖场以集中规模化养殖的
方式进行代养，等牛出售后年底一次性
分红给农户。在 3年饲养合作期内，养
殖户养殖的母牛所产小牛犊1头由合作

社收回，其余小牛犊归养殖户自有。同
时，合作社还免费向养殖户提供疾病防
治和饲养管理等指导。

“我们苗尾乡饲草饲料丰富，非常
适合肉牛养殖，但这几年养牛风险高，
很多村民既想养牛，又害怕承担风险。
而在这种肉牛产业发展新模式下，风险
由合作社承担，我们村民只需要把牛养
好，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参与“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联农带农肉牛产业发展
新模式养殖肉牛的村民王明英乐呵呵
地说。

苗尾乡自推行实施“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联农带农肉牛产业发展新模
式以来，有效破解了肉牛养殖群众缺
资金、缺技术和养殖风险高等一系列
困扰肉牛产业发展的问题，一定程度

上盘活了群众的闲置牛舍、闲置土地
等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沉睡资产”变

“增收活水”，让群众实现了出租土地
增收一笔、就近就便务工增收一笔、养
殖增收一笔。同时，集体资金入股合
作社也带动了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壮大，走出一条具有苗尾特色的“企业
有利润、集体有收益、农民有钱赚”的
致富“牛”路子。截至目前，苗尾乡共
有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3 家，养殖户
1634 户，其中百头养殖户 3 户，肉牛存
栏 9500 多头；带动苗尾乡鲁羌社区每
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9.87 万元；带动
群众出租土地增收 25 万余元、就近就
便务工增收 6万余元、养殖增收约 2600
万元，一幅产业兴旺、村民增收的美好
画卷正在澜沧江畔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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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推行“村集体+合作社+农户”联农带农肉牛产业发展新模式

云龙县苗尾乡走出致富“牛”路子

本报讯（通讯员 唐亚玲）近年来，
祥云县鹿鸣乡把生态建设作为乡村振
兴的基础工作，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生
态振兴，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提升乡村“生态颜值”，共建共享
生态宜居的绿美乡村。

见缝插绿，口袋公园成为群众的幸
福乐园。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
在 3个自然村建设“增绿·增收”口袋公
园，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发动
党员群众利用村内各种空闲地、废弃地
等种绿补绿增绿，打造小花园、小果园、
小菜园。群众在难以种植作物的斜坡、
房前屋后、沿河沿路种植多年生牧草、

杂交构树、双荚决明等，不断提升乡村
绿化美化水平。2023年以来，该乡打造
了绿美乡村示范点 8个，村容村貌大为
改观。

全民植绿护绿，久久为功增加乡村
绿量。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
合，打造双荚决明种植示范基地、多年
生牧草种植示范点、野生橄榄人工种植
示范园、冰粉种植示范点。大力推进植
树造林行动，通过“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小手牵大手”“双拥共建”等植树活
动，打造“机关样板林”“双拥林”。今年
以来，鹿鸣乡持续种绿补绿增绿，党员、
退役军人、中小学生等合力在水源地、

公路旁、河道边新植大青树、小叶榕、滇
朴、大叶女贞、牧草、双荚决明等 1万余
株，着力增加绿量。同时，加大对森林
资源的保护力度，81名护林员常态化开
展巡山护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林地、
毁林开荒、盗伐林木等破坏森林资源的
违法行为，提高土地复垦复绿水平，不
断提升鹿鸣绿水青山“生态颜值”。

兴修水网，全力保障种一片绿一
片。立足长期缺水实际，整合项目资金
新建土工膜水池 19个，设计储水量达 5
万多立方米。以“团结实干破瓶颈”专
项行动为统领，发动党员干部群众清理
沟渠9680米、加装水库和坝塘防护围栏

34处。开展“五小水利”工程建管用工
作，完成对32个小坝塘维修清淤。配合
上级部门做好磨刀箐水库、鹿窝河鹿鸣
乡段治理工程项目和祥云县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鹿鸣乡段等重点项目推进，通
过把水资源输往缺水区域，解决空间分
布不均的问题。目前，祥云县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鹿鸣乡段项目已完成建设，磨
刀箐水库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此外，在
全乡范围内加大宣传，让群众逐步形成
节水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的生产生活习
惯。目前，在烤烟种植方面推广滴灌技
术1174亩，贡菜种植方面滴灌技术正逐
步铺开。

祥云县鹿鸣乡抓实生态建设共建绿美乡村

永平县杉阳镇纪检监察干部
到田间地头走访群众，详细了解秋
收秋种情况。（摄于8月29日）

永平县纪委监委紧盯损害群
众利益、干部作风不实、“三资”管
理不力等问题，组织纪检监察干部
到基层一线，加强对惠民富民政策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以有力监督
护航乡村振兴。

［通讯员 毕李艳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迪 王光保）9月3日，
州河（湖）长制副总督察、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剑萍率队对洱海流域开展河
（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进行督察。

张剑萍一行采取实地走访查看，边
走边看边议的方式，先后到大理市凤仪
镇波罗江芝华大沟、上关镇罗时江湿
地、湾桥镇古生村科技小院、银桥镇
灵泉溪和大理市森林和草原资源监测
管理中心等地，对大理市、大理经济技
术开发区贯彻实施涉湖法律法规情况，
河（湖）长制有关水资源保护、岸线管理
保护、水污染防治等任务完成情况，林
长制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及保障措施细化实化等工作
情况进行督察。

张剑萍强调，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林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河（湖）长
制、林长制工作的落实对于更好地推进
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面对成绩要保持清醒，面对困
难要坚定信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主动转变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抓住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战略机遇，用足用好政策红利，
积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工作思路和
工作方法，不断推动河（湖）长制、林长
制工作走深走实。州人大常委会要充
分发挥好职能作用，认真研究督察中发
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跟踪监督，督促
问题整改，推动难题破解，以更加严实
的工作作风，为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
型发展贡献力量。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靳汝柏、王正林、
字云飞、李郁华、彭云宁，秘书长李绍唐
参加督察。

统筹推进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统筹推进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

张剑萍率队督察洱海流域
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情况

本报讯（记者 俞少行 杨福寿）9月
4日，我州举办大理干部讲坛（第33讲），
邀请楚雄州牟定县县委书记李明峰
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用心
用情让每一个村庄都美丽宜居起来》专
题讲座。

据介绍，近年来，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楚雄
州牟定县对标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成
果，立足县情实际，按照“一带、多点、全
域”工作思路，净化、亮化、绿化、美化、
文化“五化”并举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用不到两年时间，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美丽成绩单”，探索形成了
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牟定模式”。

讲座中，李明峰详细讲解了牟定县
在农村饮水、改厕、垃圾处理、污水治
理、绿美乡村建设、服务群众及基层治
理七个方面的具体做法，介绍了牟定县
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村长、河（湖）长、
路长、林长、街长“五长治县”等工作经
验，分享了自己对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更好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思考。
讲座理论联系实际，观点结合案例，思
考切入问题，语言通俗易懂，对于做好
我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讲坛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县（市）、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各乡（镇）设分
会场。在关州级领导、州级各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讲坛。

我州举办大理干部讲坛（第33讲）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金线丹
分布：西双版纳澜沧江水系。
自背鳍开始有一条蓝黑色带沿体侧中线，向后伸达尾鳍基，从线上方有一

黄金闪亮的纵条。喜栖居于山间溪流清泉中。

玫瑰丹
分布：西双版纳。
身体较小，上层

鱼类，身体呈橘红色。

绿美大理

清廉大理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