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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何成强

我州认真实施清明行风、清净校
风、清正教风、清新学风“四位一体”清
风建设工程，全域推进“清廉学校”建
设，为清廉大理建设注入新动能。

组织聚力，弘扬清明行风。抓实中
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扩面
提质工作，将“清廉学校”建设纳入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形成年初安排部
署、年中督促推动、年末对标考核工作
闭环。强化对下级党组织及“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以严实作风促进行
业清风，推动工作落细落实。今年 1至
10月，以专题会、调度会、现场推进会等
形式研究部署“清廉学校”建设工作 21
次，开展综合督导检查 16次，检查学校

150多所。
思想铸魂，弘扬清净校风。纵深推

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强基行动”，协同开
展“行走的思政课”“行走的廉政课”活
动，培育选树了“清风廉韵润初心·同心
向党共成长”等一批校园廉洁文化品
牌；开设“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民族团
结·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
6 个主题 18 条精品线路，将“学校小课
堂”拓展为“社会大课堂”，传播以“清”
为美、以“廉”为荣，让思政课、廉政课

“动”起来、“活”起来，成为学生喜欢的
“热门金课”，全州参与学生达 115万余
人（次）。今年 2月，由州教育体育局申
报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被认定为全
省首批“云岭思政教育品牌”。

监督护航，弘扬清正教风。深入

实施“苍洱师馨”工程，严禁党员干部
和教师违规操办和参与“升学宴”“谢
师宴”，下发《师德师风工作提醒》，常
态化开展师德师风整治。聚焦学校食
堂经营管理、校服采购、教辅材料征
订使用、教育收费等整治重点，“小切
口”专项整治教育领域突出问题，认
真践行“惠民行动”。扎实开展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截
至 10月，国家整治项目方面，全州发现
问题 1305 个，已完成整改 1273 个，移
送 问 题 线 索 27 条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1136.33万元用于学校食堂提升改造和
设施设备购置；省级整治项目方面，全
州发现问题 67个，均已完成整改，累计
清欠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 2.08 亿
元，42 所城市学校、41 所农村义务教

育县城学校从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
中移出。

立德树人，弘扬清新学风。坚持德
育为先，将党史学习教育、爱国教育、法
纪廉洁教育等主题教育与课堂教学相
融合，采取“浸润式”“互动式”教学方
式，引导学生学廉、悟廉、践廉、倡廉。
健全家校社共育机制，开展“廉洁小故
事”“廉洁家书”诵读、传唱廉洁歌曲、表
演廉洁小品等系列活动，推动廉洁文化
植根校园、走入家庭、浸润社会，推动形
成“人人尚廉、共同传廉”的良好氛围。

清廉大理建设

清风拂校园 廉洁种心田

我州全域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 通讯员 马瑞霄

近年来，洱源县三营镇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民
族团结进步+中药材产业发展”为导向，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
收致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产业发展
同频共振。

以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民
族团结进步根基。三营镇坚持把发展
中药材产业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实，建
立“双绑”利益联结机制和联农带农机
制，健全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体系，
以“党建引领、政府搭台，以强带弱、抱
团发展”的发展思路，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联营共建。充分发挥中草药材特色
品种种植区优势，搭建中药材产销平
台，整合全镇10个行政村资源，采取“村
集体+运营商+农户”的模式，建成中药
材及农产品加工销售中心，委托三营村
进行管理、公开租赁，年收益达 40 余万
元，经营收益以资产量化的方式覆盖 10
个村，收入最高的村可达 15 万元以上。
今年3月，三营镇成功举办一年一度“二
月十五”物资交流会，来自各地各民族
的中药材经营者和采购者汇聚三营，进
行药材交易、讨论市场行情、交流种植
经验，促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郑家庄村增收致富经验汇聚
民族团结进步向心力。今年 9 月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的三营镇郑家庄村是该镇中药材产业
发展的典型村。郑家庄村始终把各
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作为首
要目标，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各族群
众积极参与到中药材行业，每年仅中
药材营销收入就达近千万元。同时，
郑家庄村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培
育乡村旅游、研学研讨、特色餐饮等文
旅融合的乡村发展新业态，2023 年，
该村经济总收入达 2120 万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 1.9 万余元。在郑家庄村
的带动下，周边各村近千余人参与中草
药材种植、销售，药材销往北京、上海、
新疆等地。

以和谐健康的市场环境走稳民族
团结进步幸福路。三营镇坚持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相关原则，着力
维护中药材市场流通秩序，印发《三营
镇关于打击生产销售假劣药品违法犯
罪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对中药材经营
者开展风险排查和监督检查，并与相关
部门联动配合，对中药材经营户开展 3
次联合执法检查。制作发放关于打击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行为的《致全镇广
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致全镇药材经
营者的一封信》，并通过微信、短信、电
话以及赶集日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中药材经营户宣传相关法律法规，鼓励
群众主动参与到打击生产销售假药、劣
药的行动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洱源县三营镇——

党建引领中药材产业发展
铺就民族团结进步幸福路

□ 通讯员 杨春梅 吴斌

巍山县永建镇小围埂村创新推出
“民族团结进步 + ”双融双促工作机
制 ，把 民 族 团结进步融入小围埂村
发展的各个方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走出一条民族团结进步幸
福路。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学”双融
双促，坚持民族团结进步从青少年抓
起，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校园文化和教书育人全过程。该村于
2007 年成立助学委员会，对村内各民
族贫困大学生进行助学帮扶，共计发
放资助金 60 多万元，资助大学生 500
多名。助学委员会助学资金来源于党
员带头捐款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资
助，在助力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促进
了各民族之间互帮互助。

“民族团结进步+产业发展”双融
双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产业发展促就业、增收入、聚民
心。村民马通杰曾受助学委员会资
助，目前是巍山县南诏七杰商贸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小围埂村返乡

致富的“领头羊”，他收购十里八乡的
核桃，通过电商平台售往全国各地，带
动村里的核桃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
收致富。据了解，目前，该村有约 200
户村民承包厂家核桃剥皮的工作，实
现足不出户就能赚到钱。除核桃产业
外，该村还有榨油户 13 户，年加工菜
籽 6000 多吨；有饵丝加工户 2 户、规模
较大的“烧粑粑”加工户 5 户、糕点加
工户 5 户、蜜饯加工户 3 户、乳扇加工
户 7 户，在各地经营餐馆的有 100 多
户；从事交通运输业的有 198 户，车辆
200 多辆，全村从事交通运输业的村民
年收入共计 450 多万元。

“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双融双促，
紧紧围绕村庄治理有效工作目标，建
设法治主题公园，在建设过程中，村民
们纷纷主动让出自家土地，为建设法
治主题公园“添砖加瓦”。法治主题公
园共投入项目资金 20 万元，购置垃圾
箱 32 个，建设民族团结法治文化广场
1 个，沿村间主干道建设法治文化墙
210 平方米。同时，将环境整治、绿美
乡村建设纳入村规民约，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打造各族群
众共建共享的良好环境。

巍山县小围埂村——

创新“民族团结进步+”机制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大理华运通达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采用“超薄沥青”新工艺对祥云县
城清红路进行“白改黑”路面改造施
工。（摄于11月2日）

据了解，此次采用的“超薄沥青”
新工艺由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
学院虞将苗教授科研团队研发，路面
铺设的沥青厚度最薄只有 0.8 厘米，
具备优异的抗裂、抗渗、抗滑和降噪
性能，路面施工后30分钟即可开放交
通，预期使用寿命为8至10年，后期维
修量小。
［通讯员 李树华 张翔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徐城标 杨文林

近年来，云龙县民建乡只嘎村依托
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工业辣椒种
植，通过党建引领服务、党员示范带动、
合作社联农带农等举措，带领群众走出
一条工业辣椒产业发展致富之路。

党建引领，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源”。只嘎村党总支高度重视乡村产
业发展，立足地方实际，深入调研探索
产业发展路径。在引进工业辣椒种植
过程中，党总支班子成员积极发挥带
头引领作用，先行试种，在确定能种出
高品质工业辣椒后逐步在全村推广种
植，并积极对接联系外销收购合作企

业，确保种植户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注重强化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
施建设，在挂钩单位的积极协调支持
下，实施只嘎村产业发展灌溉水管网
建设项目，解决工业辣椒种植用水保
障问题。同时，村党总支积极统筹协
调工业辣椒“产、销、服”全过程服务保
障工作，充分发挥“动力源”驱动作用，
有效推动只嘎村工业辣椒发展模式孵
化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经过4年的
培育发展，今年，只嘎村工业辣椒种植
规模达280余亩，年产值近170万元，群
众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党员示范，共同书写“致富经”。
在推动只嘎村工业辣椒种植产业成为

富民产业的过程中，上只嘎村党支部
书记何杨彪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从工业辣椒的科学化、标准化种
植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何杨彪积极
探索并掌握每一环节的种植要领，不
断丰富和积累种植经验，逐渐成为只
嘎村工业辣椒种植的“专家”，并毫不
吝啬与群众分享交流种植经验。据介
绍，何杨彪能种出超过成年人身高的
工业辣椒，且一棵工业辣椒的采摘量
就超过了 5 公斤，他种植的工业辣椒
亩产值稳定在 6000 至 8000 元，为只
嘎村群众发展工业辣椒种植提供了可
学习可复制的样板。

合作社带动，为联农带农设置“路

由器”。为更好地推动只嘎村工业辣
椒产业发展，有效带动更多群众实现
增收致富，在只嘎村党总支的积极推
动下，云龙县只嘎村众合种植专业合
作社成立，形成“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工业辣椒产业发展路径。合作
社成立以来，持续在联农带农、促农增
收致富方面发力，不断加强与合作企
业的对接洽谈，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为种植户争取了更多的利益。在
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下，更多群众加入
到工业辣椒种植发展行列，在有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有效推
动只嘎村工业辣椒实现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

云龙县只嘎村群众增收致富有新路——

全村工业辣椒年产值近1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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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