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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吴剑熔

沪滇情深，山海一家。自上海浦东
新区帮扶剑川县以来，采用艺术助力乡
村振兴的方式，将上海浦东新区先进的
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教育理念和教学模
式引入剑川，有力促进了双方在文化艺
术方面的交流交往交融，剑川的文艺之
花在双方的携手共促下绚丽绽放。

文艺搭台，剑川美誉闪亮入沪。今
年10月，剑川县组团到上海浦东新区开
展“山海深情 洱剑回声”东西部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活动优选剑川、洱源两地
优秀民族歌舞节目共同组成一台演出，
到帮扶结对的高东镇、书院镇、航头镇
开展了 4场专场演出。剑川白曲《东山
放羊调》受邀参加航头镇音乐节开幕式

演出，充分展现剑川民族文化的特色与
内涵。在陆家嘴中心绿地，借助专场演
出活动开展农特产品和文旅康养资源
推介演出，以剑川木雕入驻“有风小院”
为契机，将优质的高原农特产品、非遗
产品推广到浦东新区、推广到上海。自
沪滇协作以来，剑川县每年都受邀到
上海浦东新区组织开展文化艺术作品
展览、民族歌舞展演、传统工艺展示展
销、文旅推荐和农特产品展示展销等活
动，以文艺为载体，走进浦东民众生活，
进一步提升剑川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艺做媒，剑川绣娘增技增财。
上海浦东新区和剑川县根据上海绒绣
与剑川白族刺绣、白族布扎各自特点，
扩大推进上海绒绣与剑川的合作发
展。2022年，在剑川举办上海绒绣培训

班，共培训剑川绣娘 100 多人。2023
年，在剑川挂牌成立上海绒绣传承培训
基地。以基地为平台，定期不定期开展
培训、传承、研发等活动。2023年 7月，
受上海浦东新区绒绣协会邀请，组织剑
川绣娘12人，到浦东新区开展绒绣参观
交流学习活动，同时，邀请国家级非遗
项目上海绒绣的传承人到剑川县开展
手工艺培训。学习浦东非遗技艺，共同
研发文创产品，为剑川农村妇女提供增
收致富渠道，共同推动两地传统工艺、
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文艺争鸣，交流活动百花齐放。
以在剑川县桑岭村成立的浦东新区文
联创作交流服务（剑川）基地、书院诗
社创作服务基地和上海恩三民族文化
传播中心文化传承助乡村振兴白族社

工站（剑川）为平台，沪滇协作积极开
展采风创作、交流培训、文化服务与帮
扶活动。2022 年以来，沪滇协作共同
组织举办了 5次展示展览活动；双方深
入剑川县 8个乡镇及边远村寨、乡村学
校，开展了 14次文艺志愿服务；剑川县
每年都邀请浦东新区相关美术家、书
法家、摄影艺术家、作家和演艺人才到
剑川授课，共开展了 4 次培训活动。
2023 年，剑川县邀请浦东新区的艺术
家到剑川、祥云、宾川，与当地本土艺
术家共同开展为期 7 天的采风创作活
动，创作了一批反映浦东新区帮扶三
县取得成效、三县的青山绿水、独特的
民俗风情和人民幸福生活等为题材的
优秀文艺作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
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沪滇帮扶促进文化艺术交流交往交融

剑川县文艺之花绚丽绽放 □ 通讯员 杨润

宾川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深入推进
“清廉机关”建设，紧紧围绕“集中、精
简、高效、便捷”服务宗旨，着力在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等方面取得实效。

筑牢思想之基，凝聚发展动力。把
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作为“清廉
机关”建设的基础工作，从政治理论必
修课、廉洁教育法纪课、警示教育主题
课入手，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今年以来，以党纪学习教育为重要
抓手，共组织例会集中学习 20 余次、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7次、党员大会 5次、
读书班1期，参观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
育片等形式开展警示教育 3 场次，切实
增强了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
拒腐防变能力。

夯实务实之风，涵养队伍正气。把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
同部署、同落实。今年以来，签订责任
书、承诺书18份，对干部职工开展廉政提
醒谈话 17 人次，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
任。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清廉机关”建
设关键要素，落实民主集中制、廉政谈
话、“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科学完善并落实好开评标区域管理、政
务大厅管理、机关内部管理等制度，实现
管人管事有章可循、公开公平公正。

做强服务之本，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政务服务质效，设置分领域综合办事

窗口和无差别综合办事窗口，全力推进
“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目前，事
项 发 布 率 达 100% ，网 上 可 办 率 达
99.59%，全程网办率达 88.94%，最多跑
一次事项比例达 90.36%，“一窗受理”事
项和权力清单关联准确率均达 100%。
提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整合共享
水平，巩固场地标准化成果，不断强化
评标评审秩序，全流程电子化率达 95％
以上。认真执行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
证金减免政策，着力降低交易制度性成
本，1—9 月，全县交易金额 107497.84 万
元，交易项目 44个，节约资金 1441.84万
元，减免保证金项目 31 个，减免金额
590.09万元，减免率78.49%。推广“民意
速办”综合服务体系，1—9 月，“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共接件2881件，办结
率 97.74%，省营商环境投诉平台投诉件
15件，办结销号率达100%。全面推行政
府权责清单管理，已完成 26 个部门 241
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编制公布工
作，完成乡镇赋权事项动态调整。动态
管理“互联网+监管”系统，常态化录入
监管行为、监管对象，动态调整执法人
员。全县 31 个部门共认领监管事项
1031条，已录入检查实施清单999条，实
施清单整体完成率达100%。

清廉大理建设

宾川县政务局——

营造廉洁高效政务环境

漾濞县县级刺绣非遗传承
人、“彝艺花开”妇委会成员常晓菊
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彝绣文创产
品。（摄于10月30日）

近日，漾濞县富恒乡“彝艺
花开”妇委会成立，选举产生了
妇委会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
员 2 名。“彝艺花开”妇委会成立
后，将带领着绣娘们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大家提供平台，创
作出更多文创产品，带领绣娘们
实现增收。

［通讯员 冯杨丽
字胜美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张波

近年来，永平县博南镇在社会治理
中创新建立“一二三四”工作机制，实现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邻里
和睦、群众满意”五个目标。

坚持一个中心。坚持党建引领，采
取“党建+社会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各
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班
子成员任副组长，镇级各部门和各村
（社区）为成员的社会治理工作领导组，
实行领导班子包村责任制，细化工作任
务、强化工作措施、严格责任落实。镇
党委、镇政府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采取“每月一研判”的形式，
推进重难点问题联动解决，形成“党建
引领、党员带头、人人参与”的平安创建
工作格局。

搭建两个平台。坚持智治支撑，充
分发挥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是搭建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在上级
部门的帮助下，建成镇、村综治服务中
心（网格化综合服务中心），安装大理州
市域社会治理智慧系统。二是搭建智
能监控平台。投入资金60余万元，安装
智慧化大屏，发动商户和群众安装监控
摄像头，在入村道路、人员密集场所、重
要巷道等重点部位安装监控摄像头，实
现镇内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以科
技赋能社会治安环境和道路交通安全。

建好三支队伍。坚持自治强基，注
重加强基层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着力打
造“拉得出、用得上，能打硬仗”的群防
群治队伍。一是抓好调解员队伍建
设。实行治安包片区责任制、党员包保
责任制、邻里治安防范联动制管理，织
密防控网络。各村成立由党总支牵头，

支委班子、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德高望
重的乡贤参与的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
民间调解优势，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二
是抓好网格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进“综
治中心+网格化管理”，将全镇划分为
279个网格，设立网格员 388名，专职推
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三是抓
好平安志愿者队伍建设。各村成立由
党员为主体的博南平安志愿服务队，平
安志愿者开展重点部位治安巡逻、矛盾
纠纷化解、防火防盗宣传等工作，督促
各联防小组开展户户联防工作。

抓实四项工作。在统筹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中，博南镇突出服务功能，扎
实开展法治宣传、文明创建、矛盾调解、
重点人员管理等工作，推动平安建设深
入开展。一是法治宣传提素质。依托
网格员队伍和人民调解员队伍，深入田
间地头和庭院开展专项普法，采取送法

下乡、普法讲座、巡回法庭审判等形式，
向群众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村民
法治意识，营造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二是移风易俗树新风。结合
文明城市创建，各村（社区）制定完善村
规民约，将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文明
新风纳入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引导村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有效遏
制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三
是警民联防保平安。强化对流动人口
的管理，对出租屋、自建房进行摸排登
记，做到外来人员底数清、情况明，以动
态管理方式，确保数据实时更新。四是
用心服务促和谐。将家庭困难人员、刑
释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留守儿童等特
殊群体作为关爱重点，做到思想上关
爱、工作上关心、生活中关注，对特殊群
体采取“一对一”的帮扶措施，消除不稳
定因素，有效推动社会和谐。

永平县博南镇：“一二三四”工作机制抓实基层社会治理

祥云县沙龙镇水涨地村新建的健身休闲步道。（摄于11月3日）
近日，水涨地村积极推进民生服务项目建设，对荷塘周边的道路设施进行改造，

建设了集观光、运动于一体的健身步道，满足群众健身休闲的需求，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工人们在鹤庆东草海环湖道路上清理垃圾，拔除绿化带上的杂草。（摄于10月26日）
鹤庆县东草海湿地公园改造后，风景更加优美，成为大家游玩休闲的打卡地。

［通讯员 韩海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