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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高正达 左琳） 11月
5 日下午，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九次集体学习。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剑萍
主持学习并讲话。

张剑萍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理论根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更加
准确把握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
必然和显著政治优势，更加准确把握坚
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大原则。要深刻认识人大的使命任
务和职能作用，在“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
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中体
现新作为，在“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

主导作用”中实现新突破，在“充分发挥
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
作用”中取得新成效，在“充分发挥人大
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
中得到新提升，在“坚持按照‘四个机关’
要求加强各级人大自身建设”中展现新
气象，丰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理
人大实践，为全州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人大
新的贡献。

张剑萍要求，要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准确把握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将其贯彻落实到人大具
体工作中。

王正林、李郁华、彭云宁等参加学
习。李绍唐作交流发言。

□ 记者 龚秋燕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民群众正常生
活的保障。今年以来，大理州各地持续
纵深推进清廉大理建设“小切口”整治
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惠民行动”，积极探
索实践方法路径，从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急切的问题出发，精准施策，以“小切
口”推动解决饮水难问题，让群众用水
安心、喝水放心。

祥云县沙龙镇白石岩村八组塘房
自然村水资源缺乏，日常饮水问题一直
让当地村民苦不堪言。祥云县纪委监
委在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后，立即成立由
县委领导领衔、“室地”配合的调查核实
组，及时跟进调查处置，推动解决农村
饮用水问题。

通过深入村组走访调查，核实组发
现组内群众饮水困难的原因在于时任
白石岩村八组组长漠视群众利益，对组
内自来水管理责任心不强、履职不到

位，对群众饮水困难问题有能力解决而
不解决，致使组内三口机井闲置，并且
未及时修复破裂管道，导致部分自来水
白白流失。

2024年 7月，祥云县纪委监委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党纪立案审查，向白石岩
村党总支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压实工
作责任，督促村组主要负责人尽快修复
破裂管道，并对机井进行全面清洗、消
毒，由监测机构对水质进行监测。7 月
17日，白石岩村八组损毁的自来水管道
重新铺设完毕，全组正常供水，饮水难
问题全面解决。解决了心头的烦心事，
村民们笑意满满地说：“盼了这么久，现
在终于可以在家里面随时接到自来水，
感谢党委政府听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声，
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除了祥云县，南涧县纪委监委也针
对群众反映的饮水难问题，深入基层一
线走访了解，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
变成专项治理的“任务清单”。

针对南涧镇团山村、西山村供水水
源水量不足，无量山镇光明村供水管网
问题影响正常供水的情况，南涧县纪委
监委高度重视供水问题，强化责任落
实，督促推动南涧县水务局、南涧镇和
无量山镇对反映的突出问题靶向施治，
着力解决群众饮水难问题。

南涧县纪检监察干部积极回应群
众期盼，对村组供水水源水量不足、供
水管网老化影响正常供水导致村民饮
水困难等问题进行督办，下发问题整改
督办工作提醒2份，深入实地调研2次，
并及时与南涧县水务局沟通协商，压实
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的主体责任，扎实
推进南涧县 2024 年农村供水保障专项
行动项目。

通过督办，南涧县水务局和南涧
镇、无量山镇将饮水困难的村组列入农
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加快推进项
目实施进度。现无量山镇光明村委会
大夺坡饮水管道更换工程、南涧镇团山

村委会新龙平地饮水工程和西山村委
会特色产业引水工程已于今年 6 月底
完工并投入正常使用，团山村委会新
龙村等 4 个村民小组饮水难问题已经
得到解决。同时，南涧县无量山镇光
明村、南涧镇团山村饮水项目和西山村
委会特色产业引水工程也竣工实现供
水，长期以来困扰 190 户 734 人饮水困
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村民
家中，也像暖流一般流进了村民的心
里。未来，大理州各地纪委监委将不断
延伸集中整治触角，持续加大农村饮水
问题监督检查力度，督促责任部门履职
尽责，以强有力的监督全力保障农村群
众用水不愁、用水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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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聚力监督保障农村群众用水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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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马登镇新民村苹果园
里，志愿者帮助农户采摘、搬运苹
果。（摄于10月29日）

目前，马登镇苹果种植面积达
1600余亩，年产值760余万元，苹果
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
产业。
［通讯员 高文 施寿昌 摄影报道］

弥渡县密祉镇莲峰村石缸箐村
民在果园里分装、打包红雪梨。（摄于
10月30日）

密祉镇采取“村党总支+专业合
作社+企业+梨农”模式发展红雪梨
种植，2024 年，1000 余农户种植红雪
梨 1 万亩，亩产值 2500 元，预计实现
收入1250万元。红雪梨种植产业为
密祉镇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助力农民
增收致富。
［通讯员 海文婷 欧阳梦霞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陈蕾 陈依婷 刘辉 庞清

深秋，祥云县云南驿镇果城村，今年
最后一季蚕茧收获时节，当地蚕农正忙
着摘茧、卖茧。

果城村五组农户刘本明家中，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蚕房里一排排方格簇
整齐排列，一颗颗蚕茧形状饱满，工人们
各司其职，不一会儿，蚕房里就摆满了一
筐筐雪白的蚕茧。

刘本明家算得上是果城村的养蚕
大户，他连续 10 年养蚕，积累了不少养
蚕技术和经验，养蚕给家里带来了可观
的收入。“晚秋蚕养了 40 张，一张蚕能
出茧40多公斤，每公斤价格50多元，今年
晚秋蚕收入预计 8 万元左右。”刘本明
说，晚秋蚕是今年的第四季蚕，晚秋蚕

摘茧结束，也就宣告今年养蚕产业告一
段落。

刘本明简单算了一笔账，他家今年
四季一共养了 120 多张蚕，总收入在 30
万元左右，除去各种开支，纯收入接近
15万元。

据果城村监委主任周世华介绍，蚕
桑产业是绿色产业，栽桑养蚕生产周期
短、风险小，可实现当年栽桑、当年养蚕、
当年获益，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果城村种桑养蚕的历史比较悠
久，全村有300多户种桑养蚕户，桑树面
积有 3000 多亩，依靠种桑养蚕产业，全
村总产值能达到2400多万元。

近年来，云南驿镇大力支持农户结
合自身实际种桑养蚕，加强桑园管理，提高
养蚕技术，切实增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祥云县果城村——

秋蚕结硕茧 农户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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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