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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杨代芳 杨会琼

2023 年以来，永平县推出“亲清茶
叙”工作机制，以“茶叙会”的形式，有针
对性地组织职能部门倾听企业意见建
议，回应企业关切，在一线听诉、一线解
难、一线帮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
现新突破。

一张桌零距离交流，把问
题和建议“收上来”

永平县聚焦“1533”发展战略，围绕
全县“乡村振兴、产业增效、园区增值、
生态增色、城市增质”五大工程，选取访
企问需、激活民间投资、茶产业发展、核
桃产业发展、黄焖鸡产业发展等代表性
较强的内容作为“茶叙会”的会议主
题。茶叙会分别由县委书记、县长、县
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主持，县四班子
相关分管领导参加，并根据会议主题确

定相关参与部门。会谈中，部门和企业
负责人围绕主题面对面交流，当面答疑
解惑，对于现场难以解决的问题，县领
导亲自向部门布置“作业”，争取创造条
件解决。

截至目前，永平县共组织开展了6场
“亲清茶叙”活动，收集意见建议 90条，
已分别交由相关职能部门研究解决。

一杯茶道尽心里话，助力
企业纾困增效

永平县依托“亲清茶叙”活动，打通
政企定期交流“最后一米”，在“喝一杯
茶间”互道心里话，做到“企业有所呼，
政府必有应”。在访企问需主题“亲清
茶叙”活动上，县委书记与受邀参会的
22名企业家座谈交流，听取企业经营发
展情况、面临的困难问题和相关意见建
议，并适时回应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帮助企业剖析未来发展壮大的思

路。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主题“亲清茶
叙”活动上，县长与 12名企业家围绕招
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民间投资
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与参会的部门
负责人一同根据企业所提出的实际困
难问题、意见建议，进行现场沟通交流、
协商解决。

近年来，永平县持续聚焦辖区企
业难点、堵点、痛点问题，重点关注对
标先进找差距、补齐短板促提升，在
提 升 服 务 质 效 、要 素 资 源 保障、企
业创新发展、纾困解难等方面下功夫，
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

一条线贯穿全过程，筑牢
政企沟通“连心桥”

“亲清茶叙”活动紧紧围绕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企业发展情
况、困难问题及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农

产品产能、融资担保等方面进行互动对
话，面对面恳谈问策、共商出路、同促发
展。通过整理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根据企业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组织
主题专场茶叙活动，邀请相关职能部门
共商解决之道，对于部分疑难杂症问题，
逐级上报协调解决，形成“职能部门—
县分管领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三级协调解决问题服务机制，层层精准
发力、综合施策，做到“件件有回应，事
事有回复”，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阻力，增
添产业发展动力。

“亲清茶叙”活动这项用心用情用
力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创新、务实举措，
得到了永平县民营企业家的高度认
可。通过活动，搭建起政府和企业沟通
的“连心桥”，进一步拉近政府与企业的
距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惠企政策
更到位、企业解困更高效、营商环境更
优化。

永平县以务实有效举措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亲清茶叙”搭建政企沟通“连心桥”

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跨越发展

□ 通讯员 石莹

今年以来，巍山县纪委监委在清廉
大理建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引
领行动”中，以健全完善廉政档案为抓
手，积极探索全链条、立体化的有效监
督途径，将廉政档案动态管理贯穿于

“一把手”“选、育、管、用”全过程，通过
用数据说话、用实绩支撑的方式，有效
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为了让廉政档案更好发挥政治
‘画像’作用，我们将监督探头前移，坚
持将‘八小时以内’监督和‘八小时以外’
监督相结合，多渠道挖掘客观真实的细
节，全面掌握‘一把手’的综合表现，确
保廉政档案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巍

山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该县通过
干部履历、个人事项报告、日常监督、信
访举报、述责述廉、巡察反馈、审计反
馈、年度考核等方式广泛收集材料，使廉
政档案真正做到精准完善，给“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画最写实的政治“画像”，实
现廉政档案和监督执纪紧密结合，让廉
政档案成为找准问题症结的“体检表”。

在做细做实廉政档案的同时，巍山
县纪委监委还将廉政档案作为分析地
区和部门政治生态的重要依据。该县
将廉政档案作为精准评估干部廉政工
作实绩、领导干部人选考察任用、廉政
意见回复的重要参考条件。围绕履职
轨迹、廉政风险点等内容，深挖背后存
在的思想、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深层次问

题，对问题干部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
处置，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为避免廉政档案从‘活材料’变
成‘死档案’，促使廉政档案发挥更大
效用，我们及时将党纪政务处分结果
放入廉政档案，对违纪‘一把手’重点
关注，定期开展回访教育，做好监督执
纪‘后半篇文章’。”巍山县纪委监委第
一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介绍。在开展
回访教育过程中，该县纪委监委采取

“室组地”联动，纵向考量人员岗位特
点、工作经历、违纪事实，找准回访落
脚点，横向联动人员所在单位了解思
想转变、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找准回
访切入点，制定个性化回访方案，传递
组织关心关爱，帮助其解开思想包袱，

重拾干事创业的信心。
据悉，今年以来，巍山县动态更新

1150 名县管干部廉政档案，其中“一把
手”80名，共出具干部提拔、转任廉政鉴
定意见 225人（次），提出否定或暂缓意
见 1人（次），廉政档案动态监督作用不
断彰显。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紧紧围绕廉
政档案建设工作，织密日常监督体系，
推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正确行权用
权。”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巍山县以廉政档案动态管理促“一把手”精准监督

清廉大理建设

祥云县祥城镇周家村种植户在
葡萄套种贡菜的果蔬种植基地里采
摘葡萄。（摄于10月24日）

近年来，祥云县因地制宜推广
“葡萄+蔬菜”套种模式，广泛发动葡
萄种植户利用葡萄休眠季节，套种生
长期短、经济效益好的蔬菜作物，增
加群众收入。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 通讯员 范文 钱红梅

眼下正值荷兰豆采收时节，在剑川
县象图乡丰登村荷兰豆种植地里，村民
们穿梭于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荷
兰豆，不一会儿，背篓里就堆满了豆角。

村民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欢
声笑语在田野间回荡。“今年荷兰豆长得
好，价格也不错。我们加入合作社后，不
仅有了技术保障，还不用担心销路，收入
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丰登村村民李育成
高兴地说。

据介绍，象图乡荷兰豆种植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合作
公司向种植户提供种子、肥料及种植管
理技术等，待荷兰豆成熟后，以市场价为
标准收购农户所种的荷兰豆；村级合作社
有序组织农户种植，并负责解决种植过程
中的困难问题。今年，象图乡种植的
100 多亩荷兰豆已进入收获季节，预计

产量约80吨，产值有望突破60余万元。
荷兰豆丰收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收入，还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在种植、采摘、分拣等环
节，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村民在家门口
实现了务工就业、稳定增收。

近年来，象图乡充分利用独特的自
然地理环境，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
为支撑、以稳粮扩经为保障、以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为目标的发展思路，牢牢抓
住“产业—增收—致富”核心，突出“一村
一品”，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
大力发展荷兰豆、羊肚菌、金耳菌、茶叶、
辣椒等新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据悉，下一步，象图乡将继续完善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进一
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大产业发展扶
持力度，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引导、鼓
励农户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增
收致富渠道。

剑川县象图乡——

荷兰豆种植为群众增收添新路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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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嘴翘。

本报讯（通讯员 杨凤雄） 近年来，
宾川县坚持问题导向，抓统筹、明职责、
优考核、强激励，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打好

“组合拳”，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阔步前
行，力促基层减负赋能、提质增效。

抓统筹，重源头管控。出台《关于深
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
具体措施》，强化上下联动、同题共答，一
体推进任务落实。制定县委文件制定计
划、全县会议活动召开计划，实行计划限
额清单管理，在量的管控和质的提升上
双向发力，推动发文开会提质增效、文风
会风清新务实。今年上半年，县级层面
发文 191 件、召开会议 78 次，同比减少
20.4%、2.5%。强化调研活动统筹，拟定

《宾川县 2024 年度重点课题调研方案》
《关于切实提升调查研究实效巩固拓展
减负成效的函》，落实“深、实、细、准、效”
要求，避免扎堆调研、重复调研、多头调
研，调研实效明显提升。

明职责，重减负赋能。建立基层赋
权事项动态调整机制，开展乡（镇）权责
事项实地调研、履行情况摸底评估，按照

“一乡一清单”，动态调整权责清单，乡
（镇）承接县级行政职权事项从114项减
少至 53 项。统筹推进全县 92 个村（社
区）规范挂牌工作，共规范牌子546块，清
理拆除室外牌子982块。新招聘基层治
理专干 32 名，下沉乡（镇）事业编制 27
名，有效破解“小马拉大车”困境。规范
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管理，持续整治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截至今年6月底，该

县关停微信公众号3个、微博号1个，解散
141个、整合42个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
强、功能相近、重复交叉的工作群组。

优考核，重减量提质。下发《关于进
一步强化督查检查考核统筹规范的通
知》，严格执行年度计划和备案管理，严
控总量频次。制定《2024年度综合绩效
考评工作方案》，突出考准考精考实，优
化考评指标体系，精简考评类别和指标
数量，精简考评环节和程序，乡（镇）考评
指标从47项整合为26项，县级机关单位
考评指标从14项整合为10项，加分项从
7项整合为4项，扣分项从20项整合为7
项，考核体系精简精准行动扎实推进，切
实为干部松绑减负，有效减少考核负担。

强激励，重减压提气。强化结果运
用，重点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分类
实行差异化考评，安排资金 120 万元专
项用于奖励优秀等次的乡（镇）、县级机
关单位。强化激励引导，出台《宾川县激
励干部奋力拼经济七条措施》，制定县处
级领导挂钩 GDP 基础指标、重点项目、
联系企业三张清单。2023年，该县果蔬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3.28亿元，占全州总
额的 56%，出口额连续 5 年居全州首
位。突出从经济工作、重点项目等一线
识别优秀干部，2023年从一线提拔使用
干部 41 名。强化容错纠错，坚持把“三
个区分开来”要求具体化，严格落实

《宾川县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办法（试
行）》，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激
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

宾川县打好“组合拳”促基层减负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