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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罗燕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热播，让
剑川县沙溪镇迅速火爆出圈，旅游热度
持续升温，承载着“诗与远方”的旅游民
宿行业更是炙手可热。

为更好借助“有风”流量形成民宿
“留量”，让民宿变“名宿”，沙溪镇制定
出台《酒店与民宿规范发展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旅游民宿规范管理暨品质提
升方案》，按照服务规范一批、示范引领
一批、清理处置一批的思路，坚持党建
赋能服务化提速、部门联动标准化提
质、特色打造品质化提升，助力旅游民
宿行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党建赋能服务化提速
沙溪镇建立旅游民宿行业党建挂

联机制，形成镇党委牵头抓总，各班子
成员分工负责，公安、市管、卫健、消防
等部门共同参与，各村党总支部兜底管
理的联动工作体系，积极打造“沙溪游
客服务中心+14个为民服务站”的旅游
服务矩阵，编制“酒店与民宿开办集成
服务综合受理流程图”，办事指南及获
取码公示于服务窗口，切实推动旅游服
务窗口前移。

此外，组建 19 支党员先锋队，常态
化深入酒店、民宿摸底调查，全覆盖标
识“民宿行业党员户”和“党员民宿”，主
动上门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文明旅
游宣讲、诚信经营宣传、“纳税人学堂”
等暖心志愿服务；收集民宿主体困难诉
求，全力破解民宿发展痛点，为民宿行
业提供优质化服务。截至目前，党员先
锋队累计开展上门服务 390人（次），开
展政策宣传 152 次，指导住宿行业纳税
人更正申报 31 户（次），为游客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124个。

沙溪镇还注重民宿管理人才培育，
先后组织在寺登村、石龙村对民宿客栈
经营户开展旅游服务培训 3期、民宿规
范管理培训 2 期、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2
期，多维度提升民宿行业整体素质和从
业人员整体水平。

部门联动标准化提质
“在沙溪开办民宿的这两年，感受

最深的是全镇旅游民宿行业正朝着规
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特别
是针对辖区内民宿的证照办理、消防安
全、餐饮卫生等方面，相关部门每月都
会抽派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检查，既让我
们业主安心，也让游客住得舒心。”沙溪

镇今生有你精品民宿负责人赵福华说。
沙溪镇聚焦民宿规范化建设和诚

信经营管理，建立健全酒店与民宿规范
管理体制机制，会同公安、市管、卫健、
消防等行业部门组成联合监管服务小
组，对镇内正常营业的酒店民宿开展集
中排查 2 轮、联合巡查执法 98 次，发放
工作提醒函 208 份，督促证照不齐、证
照过期的酒店民宿及时补全、更新证
照。经专项整治后，沙溪镇实际经营酒
店民宿由 2023 年的 200 家增加至 242
家。为帮助民宿管家解决“后顾之忧”，
优化民宿证照办理流程，为经营户办理
特种行业许可证 44 家，受理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证和消防安全检查备案 50
家，办理（更新）卫生许可证 122 家，办
理（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 38 家，办理
健康证 307 人，实现一站式受理、集成
式服务。

特色打造品质化提升
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和

入住需求，沙溪镇依托古镇田园风光、
民俗节庆展演、非遗文化传承等丰富
资源，延伸与先锋书店、欧阳大院、半
山咖啡等休闲业态的产业链条，创新
推动民宿行业与观光休闲、红色研学、

非遗体验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一
宿一品”新业态，做足“民宿+”赋能民
宿新内涵，全力做强民宿品牌，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

值得一提的是，沙溪镇制定《沙溪
镇“最美旅游民宿”奖补办法》，官推一
批具有沙溪本土特色的精品优质旅游
民宿，持续释放辐射效应。分三批（次）
对 26 家“最美旅游民宿”进行奖补授
牌，涌现出云南省第一批半山酒店喜林
苑·沙溪夯土酒店、2023 年度国家丙级
民宿树下客栈、沙溪镇标杆民宿紫藤花
园等一批风格独特、品质优良的酒店民
宿典型代表。

“以往单体民宿运营方式已无法满
足不同游客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只有通
过打造民宿集群，推广区域民宿品牌，
才能增强民宿‘留量’，激活民宿发展活
力。”剑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寸振华
表示。据悉，计划到今年底，沙溪镇将
全力打造以“今生有你”“十二客栈”为
代表的民宿集聚发展示范点；到2025年
底，通过现有品牌示范户，以寺登村周
边村落为重点，形成民宿集聚发展示范
带；到 2026 年底，在沙溪镇实现旅游民
宿集聚发展示范区创建，打造出游客心
目中的“诗与远方”。

剑川县沙溪镇：高标准打造民宿集群 变流量为“留量”

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

□ 记者 吴开睿 刘泉
通讯员 欧阳贵鸿 张开星

10 月 14 日，南涧县罗么村光伏电
站并网发电。该电站是继母麦地光伏
电站提前半年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之
后南涧县投运的第二座电站，项目的建
成投产，充分彰显了南涧县在我州打造
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赛道中跑出的

“加速度”。
据华能澜沧江（南涧）新能源有限

公司罗么村光伏电站项目负责人宋驳昊
介绍，罗么村光伏电站装机5.5万千瓦，
于今年4月15日开工建设，投产后预计
25年运行期内上网电量总计为24.23亿
千瓦时，年产值3000多万元。

南涧县境内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
积的 99.3%，大部分山区海拔在 1600 米

以上，日照丰富，太阳辐射能量和空气
透明度较高，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300小
时以上，年平均水平面太阳能总辐射值
在每平方米6000兆焦以上，光照资源较
为丰富，是云南省12个太阳能资源最佳
开发区域之一。

近年来，南涧县立足县情实际，将
新能源产业纳入全县产业发展重要规
划，积极主动融入省、州新能源发展战
略规划，坚持一线服务、主动服务，成
立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的项
目建设领导组，开通“指挥长直通车”，
确保“项目到哪里，要素保障工作就跟
进到哪里”，全力开辟光伏产业发展新
赛道。

据悉，目前，南涧县共列入省级建
设清单电站10座，装机46万千瓦，总投
资 23 亿元。除已并网发电的 2 座外，

新民光伏电站、瓦折光伏电站、信白光
伏电站预计分别于今年 10 月底、11 月
底和12月实现并网发电，其余5座电站
也将在今年内全部开工建设。

南涧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何崇玉
告诉记者，列入省级建设清单的10座电
站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产生清洁电力
6.5亿度，年产值 2.3亿元，年税收 0.3亿
元，可为项目区群众带来0.75亿元的租
地资金收益。

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在盘活土地
资源的同时，也给项目所在村镇的群众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罗么村光伏
电站项目租用了南涧镇团山村700亩土
地，项目方在开工前一次性支付了 5年
的土地租用金，后续每 5 年支付一次，
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 10%。除租地
收益外，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还

积极吸纳当地村民就近务工，从事一些
技术要求不高的基础性工作。

“光伏电站项目为我们团山村带来
的实惠相当多，我们村一年的租地收益
有 17 万余元，农户最多的分到 6 万多
元，最少的也分到几千元，很多村民还
到项目建设工地务工，增加了收入。”说
起光伏电站建设带来的好处，团山村村
民委员会主任罗森高兴得合不拢嘴，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种养、顾
家‘三不误’。”

记者从南涧县发展和改革局了解
到，46 万千瓦装机建成后，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1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45万吨、
二氧化硫 193 吨、氮氧化合物 1290 吨、
烟尘 58 吨左右，节约淡水约 79 万立方
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
的实现贡献南涧力量。

南涧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全力开辟光伏产业发展新赛道
本报讯（记者 赵霞 高正达 实习生

张馨丹） 10月15日，由云南省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牵头主办的“心联通 云南行”
2024 云南国际友城青少年交流周活动
在昆明启动。16 日至 17 日，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代表团一行 50 人先
后到我州祥云县、大理市进行访问，沉浸
式体验大理绿色发展、生态宜居、民族团
结、多元包容的独特魅力。

16日，代表团师生先后到祥云二中、
马帮文化博物馆和二战中印缅战区交
通史纪念馆参观访问。在飞虎队友谊学
校——祥云二中，到访的美国师生代表
与祥云二中师生围绕学习生活、兴趣爱
好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交
流。在马帮文化博物馆和二战中印缅战
区交通史纪念馆，代表团师生们认真听
讲解、看实物展品，全面了解云南马帮文
化和历史、西南屏障的抗战岁月。

17日，代表团师生先后乘坐洱海游
轮、徒步洱海生态廊道，领略大理苍洱旖
旎的自然风光。随后，到大理大学古城
校区参观生物科学馆和民族艺术馆，代
表团师生与大理大学学生及留学生代表
进行现场互动，展示各自的才艺。代表

团师生还来到喜洲古镇匠志集甲马版画
艺术馆，体验非遗项目甲马和扎染的制
作工艺。

此次云南国际友城青少年交流周活
动不仅让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代表了
解真实、立体的中国，深入了解发展的
云南和大理，也为增进各国青少年的友
谊创造了机会，在他们心中播种下友好
的种子。

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训练营学
校领队教师乔纳森·斯帕克曼表示，这次
活动为中美学生之间架起了互学互鉴、
相知相亲的桥梁。在未来，将继续做好
增进友好的使者、文化互鉴的传播者和
人文交流的践行者。

美国丹佛市学生青年代表达妮埃
拉·米卡拉·阿雷亚诺表示，苍山洱海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让人感到十分震撼，增
长了很多见识。

美国丹佛市学生领队萨沙·弗朗索
瓦·戴明·赫佩尔表示，大理太美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创造和平
与友谊。回国后将会向朋友和家人极力
推荐这个美丽的地方，并已计划好下一
次旅行再来大理。

“心联通 云南行”2024云南国际友城
青少年代表团到我州参观访问

本报讯（记者 赵子忠） 10月18日，
州少工委组织大理州少先队张炳晶名
师工作室开展调研活动，进一步了解我
州少先队组织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
工作室成员所在学校的少先队工作找
特色亮点、找路径方法，助推我州少先
队工作品牌打造。

调研组先后到大理市下关八小、
下关六中和大理州实验小学进行调研，
共同研讨如何依托少先队名师工作室

促进全州少先队工作提升，持续推进全
州少先队工作的交流与发展，夯实少先
队工作室阵地建设。

此次调研活动，参与调研的工作
室成员互观互学、稳扎稳打、活学活用，
确保学到干货、求得实效。大家纷纷表
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时
代少先队工作中，准确把稳方向、不断
创新思路，推动全州少先队事业高质
量发展。

大理州少先队名师工作室开展调研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俊 左琳） 10月18
日下午，大理州平安、法治建设创优提
质工作推进会召开。

会议强调，全州各级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全州平
安、法治建设创优提质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围绕工作目标和工作职责，同
向发力、共同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在争
先创优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对标对表

狠抓落实，精准、务实、高效推进平安、
法治建设创优提质工作目标；要紧盯省
对州平安、法治建设成效考核指标短板
弱项，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措施，着力
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执法工作规范
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惩治等各项工作
的能力水平，努力实现争先进位，不断
推动全州平安、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州政府分管领导出席会议。

大理州平安法治建设
创优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

青海
百里巡护，为了永葆碧波荡漾

发源于祁连山的布哈河是直接汇入青海湖的最
大河流，注入青海湖的水量占总注水量的67%以上。

布哈河滋养了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青海湖养育
着环湖群众。如今，越来越多的环湖群众成为生态
管护员，在生态保护的最基层，发挥着“前哨”作用。

祁连山国家公园龙门管护站管护区内有河流、
雪山、草原、湿地，面积达7.3万公顷，布哈河也包含
其中。管护站规定，每名生态管护员每月至少要完
成 300 公里路程的巡护，每月至少开展巡护 10 次。

“每个月都能轻松完成巡护任务，还会多巡护一
些。”对今年 31 岁的生态管护员华木公而言，每天
放牧的过程就是一次巡护，上山下河，捡拾垃圾，河
道巡护是关键。

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石乃亥镇铁卜加村的多
杰措毛，是青海湖泉湾保护站唯一的女性生态管护
员。每次巡护时，她都会通过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动
静，并详细记录在巡护日志里。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态管护工作中来，
在扩充生态管护力量的同时，也扩大了管护范围，发
挥了很大作用。”泉湾保护站站长余晓巍感慨道。

近年来，青海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不断强化湿地保护与修复，持续探索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系统治理标准化模式等，
共同守护好青海湖自然和生态资源、维护好青海湖
生物多样性、构建好青海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
续提升青海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
性，永葆碧波荡漾青海湖。

湖北
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引擎”

“1992 年我刚来到三峡时，那还是一片杂草丛
生、荒无人烟的地方。”曾任三峡实业公司党群工作
部主任的谭世彩告诉记者。当时专用公路还没修
完，他就带着人在路两旁栽雪松。如今，31公里的
路边，这些雪松已郁郁葱葱。

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黄桂云
20多年踏遍库区 5.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三峡珍稀
植物的“保护神”。目前，其科研团队迁地保护三峡
濒危珍稀特有资源性保护植物达 1000 余种共 2.4
万余株，受三峡工程建设影响的560种植物全部得
到有效保护。

岸上绿意盎然，水中也生机勃勃。自 2011 年
以来，三峡工程开展生态调度试验，通过科学调度
创造适合鱼类繁殖所需的洪水过程。监测结果显
示，宜都断面的总产卵规模已从2011年的不足1亿
颗，提高到去年的50亿颗。

如今，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已掌握了中华鲟

全人工繁殖等物种保护核心技术，建立了覆盖亲鱼
培育、苗种培育、洄游监测等全周期的保护体系。

三峡工程是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引擎”。去年，
三峡电站累计生产 1118 亿千瓦时电能，创世界单
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纪录。这些清洁电能可替代
标准煤约343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402万吨，支
撑约1.5万亿元的GDP。

三峡水库蓄水后，彻底改善了库区和长江中游
宜昌至武汉的航道条件，长江货运量快速增长，成
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截至去年底，三峡船闸连
续 18 年保持安全、高效、畅通运行，累计通过货运
量15.38亿吨，其中2019年过闸货运量达1.46亿吨，
创历史纪录，是三峡工程蓄水前该河段最大年货运
量的7倍多。

来源：云南日报-云新闻客户端
策划：谢炜
统筹：张海燕 黄佳伦
云南日报-云新闻记者：郭星余 潘彬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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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西洱河。（摄于2018年11月12日） ［记者 赵子忠 摄］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