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何丽

近年来，永平县紧紧围绕“一地一
城”发展定位，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环境整治、民生福祉和人才队伍建
设，转作风、提效能、破困局，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稳中向好，全县发展基础不断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不断绘就。
1 至 6 月，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8.37
亿元，同比增长 6.2%；规模以上固定资
产 投 资 完 成 31.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2.81
亿元，同比增长14.3%。

聚焦产业升级抓发展

农业产业优化升级。稳步推进核
桃、高山生态茶、山地鸡、永平白鹅等八
大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建设。核桃外贸
出口取得新突破，新增出口资质企业 3
户、全县累计达 21 户，完成线下出口
3696万元、同比增长136.4%。大力发展
食用菌、林下中药材等林下产业，实现
产值1.3亿元。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以“大物流带
动大贸易、大贸易带动大产业”思路为
指导，修编博南工业（物流）园区控制性
规划，完善园区水电路网气等基础设

施，实现交通主干道闭环；建设完成沪
滇产业园一期项目，新能源电池先进电
极材料建设项目即将投产；加快推进冷
链物流中心、青羊厂铜矿采选等建设项
目，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文旅产业加速融合。曲硐村成功
创建为云南省最美乡愁旅游地、云南省
金牌旅游村，千年古核桃园梦里原乡·
龙街十字口景区被命名为云南省绿美景
区标杆典型；引进上海山隐、大理本境等
文旅企业，建成民宿、书屋、特色餐饮等
一批文旅业态。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 109.98 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15.79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7.86%、9.11%。

聚焦项目建设夯基础

加快项目建设基础工作，强化土
地、环保、林业等项目建设前期要素保
障，促使项目多开工、快推进、早建成。
加快项目申报与建设，永昌高速、岔河
水库等 122 个重大项目有序推进，成功
申报中央预算内项目15个，获得资金支
持2.9亿元。

规划实施美丽城市攻坚行动项目
14 个、35.75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2 亿
元。曲硐新河至火车站道路、标准化综
合集贸市场等 8个项目加快推进，建成

“四好公路”18.43 公里。大力开展“一
把手”带队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签订白鹅精深加工等项目14个。

聚焦环境提质强整治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县
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7.5%，全县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00%达标。
大力推行绿色节能行动，成功入选水利
部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明显，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稳步实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88.4%。

河（湖）长制、林长制纵深推进，省
控监测断面年度综合水质达Ⅱ类以上，
国控监测断面年度综合水质达Ⅲ类以
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加强，金光寺
省级自然保护区入选“全国首批陆生野
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聚焦民生福祉促和谐

巩固拓展“双减”成果，进一步改善办
学条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加速向优质均
衡转变；普通高中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2024年被评定为“全省教育工作优秀县”。

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县人

民医院挂牌20个专家工作站，永平县胸
痛中心（国家级基层版）通过省级认证，
医保打包付费工作加快推进，乡村医疗
人才建设提档加速。

扎实推进稳岗就业工作，今年以
来，城镇新增就业 1679 人，培训农村劳
动力 20341 人次，实现期末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 85082人次；扶持创业 220户，
发放创业贷款4400万元。

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机制措施细
化实化，“爱的守护·乐享夕阳”“爱与陪
伴·守护成长”等关爱服务活动得到群
众广泛认可。

聚焦队伍建设聚合力

强化党纪教育，始终坚持县委常委
班子走在前、作表率，全县基层党组织
紧随跟进，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
讲，将党纪学习教育与创优提质、“清廉
永平”建设等紧密结合。

强化人才培养，将干部、人才、公务
员、编制工作一体谋划，为机构改革和
2026 年换届做好人选培养储备。持续
抓好“博南青苗”培养，采取县委书记

“引路护航”、建库设岗储备、差异化培
养等举措蓄力赋能，常态化推动干部能
上能下，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 通讯员 周志 马素萍

初秋时节，弥渡县苴力镇敬老院里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整洁温馨、设施齐
全的居所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宽敞明
亮的“幸福食堂”掩映在绿荫之中，三三
两两的老人聚在亭子里闲谈，医务人员
在医务室里例行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处
处洋溢着温馨、幸福的气息。

“供吃、供穿、供住、供医，一日三餐按
时提供，每餐四个炒菜一个汤，荤素搭配
很合理，住在这里我觉得很幸福、很开
心。”今年72岁的苴力镇苴力村委会雾本
村村民白象从是特困供养人员，已入住敬
老院12年，她对敬老院的生活十分满意。

“工作人员对我们照顾得很好，哪
里不舒服他们都会及时过问，房间的卫
生也打扫得很好。”80 岁的苴力镇先锋
村委会抱云村村民自兰芳从去年开始
入住颐养院，虽然每月要交纳1400元的
费用，但这里贴心的服务让她觉得很温
暖、很满足。

据苴力镇敬老院党支部书记、常务
副院长普国华介绍，苴力镇敬老院实行
一院两制，由敬老院为特困供养人员提
供托底保障，颐养院提供社会化集中养
老有偿服务。敬老院共有 116 个床位，
现已入住75人。

作为弥渡县首家医养结合的示范
机构，苴力镇敬老院与苴力镇卫生院紧

密合作，在敬老院设置医务室，每个星
期安排医务人员为老人开展一次健康
监测，并不定期向老年人宣讲健康知
识。敬老院还根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和兴趣爱好，让他们参加自己喜欢又力
所能及的活动，真正做到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近年来，弥渡县按照“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工作思
路，累计投资 5600 多万元，先后在德苴
乡、弥城镇、新街镇、密祉镇、苴力镇、
牛街乡建成6所乡镇敬老院。2020年以
来，又投入560余万元，对6个乡镇敬老
院进行提升改造，加装电梯，配置护理
床、残疾人辅助器材，配建医务室等，进

一步完善养老机构“硬环境”，打造设施
完备、功能齐全、康养结合的花园式敬老
院。目前，全县 6所乡镇敬老院共有床
位592个，其中护理型床位占73.98％；在
院老人365人，入住率达61.66%；50名养
老服务工作人员全部持证上岗。

据弥渡县民政局副局长杨建芳介
绍，下一步，将持续在提升养老机构服
务质量上下功夫，在加大养老机构硬件
设施提升改造的同时，构建普惠养老与
特困失能照护托底相结合的养老模式，
积极探索智慧敬老院建设，提升敬老院
服务质量，让有入住意愿的老人“住得
了”“住得好”“能长住”，让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更有尊严、更有温度。

弥渡县着力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敬老院成为老年人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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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坤 杜洁素
董鉴） 近年来，洱源县坚持把党建引领
深度融入招商引资工作各环节、全过
程，着力在系统研究谋划上做文章、在
加大引资力度上想办法、在提供精细服
务上下功夫，持续创新招商思路、转变
招商方式、强化招商服务措施，激发项
目招引强劲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筑牢“压舱石”。

锻造招商引资“主力军”。坚持把干
部队伍专业能力建设作为推动和提升招
商引资工作实效的重要抓手，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现
场教学+专题研讨”等方式，分层次、分
领域对招商引资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全
面提升干部队伍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
同时，联合县发改局、县文旅局等部门，
深入9个乡镇和产业主管部门开展招商
引资项目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调研、召开
项目和企业座谈会的方式，全面了解企
业推进、生产经营等情况，着力破解招商
引资改革发展中的短板和弱项。

按下招商引资“快进键”。立足当地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对现有可招商地
块、风景名胜古迹、老院落、闲置厂房、拟
以商招商企业等资源进行全面摸底盘
查，摸清招商资源底数，形成招商资源

“一张图”、招商信息“一套表”。按照“壮
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
业”理念，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港澳等发达地区
重点企业，甄选出符合当地发展定位的
目标企业，建立招商目标企业库和项目
储备库，谋划储备项目48个，实现165家
目标企业、33 个重点招商项目精准匹
配。今年1至8月，共接待赴洱源县考察
的外地企业和客商67家，促成云南大理
风华国际康养小镇项目、洱源县邓川镇
沙坝街大牲畜交易市场项目等一批重点
项目签约，洱源县溪灯坪金矿采选工程
建设项目、归旅野奢帐篷酒店项目等一
批重点项目落地。

提升招商引资“软实力”。深入践行
一线工作法，通过实地分析研判企业的
发展需要，从涉企部门、县级机关中精准
选派驻企服务员，组成7支驻企服务队，
通过一对一联系指导、协同作战的方式，
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难题55个，全力
打通政府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同
时，深入开展“招商服务进万企”行动，建
立县级领导挂钩联系项目及企业机制，
实行项目全链条闭环服务管理，全面梳
理项目落户过程中所涉及的供地、立项、
环评、施工许可等事项，建立工作台账，
对制约项目落地的土地、审批、金融、用
工等相关问题，连同有关职能部门协力
精准破解，确保项目招得进、落得下、发
展好。今年以来，全县共引进州外产业
招商到位资金 7.48 亿元，新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7个，其中省外项目6个。

洱源县打好“组合拳”
激发招商引资新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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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青华乡：柠檬有点酸 日子却越来越甜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保持增长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永平：多维度发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游客在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石龙水库旁休闲。（摄于9月10日）
近年来，沙溪镇立足丰富的资源优势，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聚焦“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景、一村一游”产业布局，做活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

游业，撑开村民增收“致富伞”，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通讯员 罗燕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吉 郭军） 近年
来，漾濞县坚持以“清廉云南”建设“十
大行动”之重大项目审批监管“阳光行
动”为引领，加强项目审批监管，积极打
造公平、公正、公开、清廉的项目审批环
境，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优化县
域营商环境。

漾濞牢固树立“抓发展必须抓项
目”的理念，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审批监
管，通过阳光化操作，减少权力寻租空
间，防范腐败问题发生。坚持制度为
先，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按照“责任单位
主办、工作小组领办、领导小组会办”的
模式，优化审批监管服务，强化要素保
障。坚持政府投资项目先评估、后决
策，严格执行“三重一大”相关规定，细
化重点任务措施清单，将任务目标具
体化、项目化、清单化，让每一个行业
部门都清晰了解自己的“责任田”，切
实将项目审批监管责任扛在肩上、落实
在行动上。

在项目立项审批过程中，漾濞县把
严格用地预审、环评、节能等作为项目
审批前置条件审核，建立项目动态梳理
排查机制，在评估项目技术经济可行
性、社会效益以及项目资金等主要建设
条件落实情况基础上，持续加强项目实

时监管，及时更新资金到位情况及建设
进度，确保项目审批公开透明、阳光运
行。与此同时，积极落实政府投资项目

“黑白灰”三张清单制度，一律不新建、
不审批“黑名单”项目，严格“白名单”项
目前期审核，按规提级论证“灰名单”项
目，确保项目审批科学、合理、高效。截
至目前，全县共审批项目13个，有9个项
目通过两个批次提级论证。

持续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加大投资领域制度规范“立改废”力度，
提供优质备案服务，及时解读更新政策
信息，加快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持续
完善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规
范项目审批，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优化
涉企审批服务。截至目前，通过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项目29个。

同时，漾濞县紧盯“新形象工程”8个
纠治工作重点，对审批的民生项目、文
旅项目、基建工程等情况进行全面排
查，严格项目审批和监管实施项目，高
标准严要求高质量抓好项目谋划、资金
申请和项目建设，着力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

“新形象工程”，把更多精力集中到推动
发展、服务群众上，抓好工作落实，提升
工作质效。

漾濞县推进项目审批监管
“阳光行动”提升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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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祥云经开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肉鸡养殖基地自动化饲料输送带上装卸饲
料。（摄于9月10日）

近年来，祥云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着力提升畜牧业竞争力，全县畜禽养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示范带动作用进
一步增强。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奋勇争先 创优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