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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我州全域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大理市：向“新”求职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有风小院”里的年轻人

□ 记 者 吴开睿 刘泉
通讯员 欧阳贵鸿 张钰涵

近年来，南涧县立足资源禀赋，不
断夯实文旅发展基础，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着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区域化、特
色化、市场化、品牌化融合发展。

栽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走进位于碧溪乡的云水姑娘凤凰山
有机茶庄园，晨雾笼罩的山间茶园中，清
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手碟音乐人郭大为
正和着鸟鸣进行手碟演奏，各种元素共
同绘就出一幅“云霭幽谷、百鸟和鸣、茶
香轻旋、丝竹悠扬”的和美画卷。

“手碟演奏的音乐空灵、悠扬、纯
净，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能够与凤凰山
的自然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每
天都到茶园不同的地方创作演奏，周围
缭绕的云雾和虫鸣鸟叫声都源源不断
地为我提供创作灵感，每次都感觉自己
已经完全融入了身边的一草一木中，手
碟演奏出的音乐俨然成了大自然的完
美伴奏。”第一次来到凤凰山，郭大为就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上的震
撼，让他决定驻留此处。

凤凰云水好 古树焕新生

“碧溪乡充分挖掘凤凰山的山、水、
茶等资源禀赋优势发展资源经济，以茶
旅融合赋能旅居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倾
力打造品味乡愁‘旅居+’艺术家第二居
所，在凤凰山解锁诗意旅居的又一种生
活方式。”碧溪乡党委书记张本才向记
者介绍了该乡做活高山生态茶资源文
章、全力推进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助
力打造“一村一品”示范乡的茶文旅融
合发展“金点子”。

“我们的初衷是结合当地的自然环
境和在地文化，让茶叶的生产加工及体
验环节更丰富、更具人文性，通过艺术、
人文和美赋能产业发展，呈现人与茶、
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提供沉
浸式的茶旅融合产品。”和郭大为一样，
云水姑娘凤凰山有机茶庄园主理人刘欣
也对凤凰山一见倾心，并决定在此打造
自己的心灵栖所。

2023年，大理云水姑娘茶业有限公

司在碧溪乡成立，着力打造凤凰山茶庄
园项目，以茶为媒，将艺术与生产深度
结合，以深度开发茶系列产品为基础，
孵化出集采茶制茶体验、茶树认养、自
然研学、鸟类科普、艺术家第二居所、户
外运动、戏剧演出等于一体的茶山文旅
社群集合体。茶文旅的有效融合，带动
了乡村集体资源资产焕发新机，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非遗传承好 乡愁味更足

南涧镇西山村委会窝节河村民小
组距离县城 2公里，是当地民居特色保
留比较完整的传统村落。南涧县属国
有企业云南省南涧跳菜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通过改造民居，充分利用农
村老宅基地等闲置资源建设南涧县乡
村旅游产业创意园，着力打造非遗传承
体验区、户外主题休闲区、创意稻田区
三大功能板块，力争将园区建设成乡村
振兴示范园、农耕文化体验园、非遗文
化传承园、特色产品展示园和绿美南涧
3A景区的重要节点。

据云南省南涧跳菜数字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贵兴介绍，南涧县乡
村旅游产业创意园建成后，将主要进行
南涧跳菜的展演、展示、体验、传承和培
训，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独具特色的南涧
风情和乡愁味道。

多方齐发力 文旅业更兴

“南涧县紧紧围绕‘绿美茶区、农旅
融合示范县’建设目标定位，构建了县
委领导、政府统筹、县乡联动、社会参
与、市场主体为主的文旅产业发展格
局，每年县级统筹9000多万元资金用于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及其配套设施建
设。”南涧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伟告
诉记者，该县坚持多方发力，逐步形成
了以无量山、澜沧江和南涧跳菜为核心
资源的大理南部特色旅居产品旅游线
路，着力打造大理南部旅居目的地，区
域农文旅融合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据悉，今年 1 至 10 月，南涧县共接
待海内外游客196.06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3%；实现旅游总花费 28.87亿元，同
比增长10.80%，文旅产业呈现快速增长
的良好态势。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南涧县以茶为媒——

绘就文旅融合新画卷

□ 通讯员 尹铭菊

为不断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
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
事”、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获
得感，大理市从企业和群众视角出发，
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
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加强制
度保障，建立“苍洱先锋快捷键”工作机
制，注重宣传扩面，提供全流程温馨服
务，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
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
化，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以守正创新促重点工作开展。大理
市结合相关工作要求，以“苍洱先锋快
捷键”工作机制推动全市“高效办成一
件事”工作。通过成立“苍洱先锋快捷
键”服务机制工作专班，推出“党员先
锋快捷键、窗口办事快捷键、志愿服务
快捷键、帮办代办快捷键、局长监督快
捷键、兜底服务快捷键、服务监督快捷
键”等方式，将“苍洱先锋快捷键”工作
机制与党纪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推动
大理市“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走在全
州前列。

以宣传扩面促重点工作开局。通

过制作《致大理市广大市场经营主体的
一封信》和图文并茂的宣传彩页、督促
牵头单位深入企业宣传等方式，靶向施
策，对办事群体进行精准宣传，不断提
高社会知晓度和公众参与率。

以温馨服务促重点工作见效。通
过加大培训提高窗口人员业务水平、
定期调度增强业务办理部门紧迫感等
方式督促 27 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
点事项落地见效；通过窗口人员全流
程帮办代办、事项集成办理、推进容
缺事项承诺办及异地事项跨域办等方
式提供全流程温馨服务。今年 8 月以

来，共接件 10876 件，实现群众一次申
请、一网通办，极大地提升了群众满
意度。

以制度保障促重点工作长效开
展。大理市成立以市长为组长、分管副
市长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主要领导为成
员的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全市“高
效办成一件事”工作。27个“一件事”牵
头部门均成立工作专班，负责宣传、接
件、物料流转及出件等工作。健全常态
化推进机制，以制度保障推动线上线下
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实现高频、面广、问
题多的“一件事”高效办理。

大理市建立“苍洱先锋快捷键”工作机制——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周志 马素萍）11月
12日上午，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十堰市举行，现场
发布了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弥渡县红岩镇班局村委会小山头村村民
茶应明、李玉华入选“敬业奉献”榜单。

据悉，茶应明、李玉华是一对热衷

于电影放映的夫妻。40多年来，夫妻俩
穿梭于红岩镇的 108个村庄之间，累计
为当地群众免费放映电影 4000 多场，
观众达 100多万人次。在丈夫去世后，
李玉华依然没有停下免费为群众放电
影的步伐，一直用光影守护着村民的

“精神家园”，用实际行动为村民带来了
无数欢乐和感动。

弥渡县两人入选2024年
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巍山县永建镇永瑞村委会禾谷村村民在编织草墩。（摄于11月10日）
近年来，巍山县通过加大传统手艺保护开发力度、加强传统手艺人才培养和品牌建设等方式，让草墩编织、手工核桃糖制作等一批巍山传统老手艺焕发出“新活

力”，有效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工人在祥云县城和谐大道人行道上安装双孔信号灯。（摄于11月11日）
近年来，祥云县以县城扩容提质、功能优化、承载能力提升为目标，加快城

镇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步伐，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镇对县域经济跨越发
展的辐射带动能力。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子忠 杜伟） 11月13日，全州耕
地流出问题整改现场调度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严
格落实好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护好大理良田沃土。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情况汇报和

相关州级部门、县（市）发言，认真分析我州耕地保护
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当前工作任务和措施，推
动耕地保护工作落实落细。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州上下把加强耕地保护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严
格执行各项政策法规，积极推进耕地复耕复垦，牢
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分
肯定。

会议强调，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安全
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念兹
在兹。各级党政部门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要充分认
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以真正

“长牙齿”的硬措施，全力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
安全底线；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实事求是，
立行立改、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强化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切实扛起责任，敢于动
真碰硬，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专班研究推动，真正把
耕地保护抓好、抓实、抓出成效。时至岁末年尾，各
级各部门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坚
定发展信心、坚持统筹兼顾，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前，陈真永先后到宾川县金牛镇彩凤村委会
小河底万亩柑橘示范园和鸡足山镇大坝子村小河底
现场点进行现场调度，深入了解问题图斑整改情况。

杨泽亮、刘占华、周武军出席会议。州级有关部
门和单位主要领导，各县（市）党委领导和政府分管
领导参加会议。

全
州
耕
地
流
出
问
题
整
改
现
场
调
度
会
强
调

严
格
落
实
好
耕
地
保
护
制
度

坚
决
守
护
好
大
理
良
田
沃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