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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坠落深井
宾川消防成功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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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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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登牌水泥
云南省名牌产品
云南省著名商标

通过ISO系列标准认证

本报讯（通讯员 陶云）
面对 3年连旱，州委、州政府
高度重视，按照“抗大旱、保
民生、保稳定”的要求，采取
六项措施切实解决人畜饮水
困难。

一是继续实行“五包一
公示”责任制。全州111支新
农村建设工作队、1997 名新
农村建设指导员积极投入到
抗大旱保民生抓春耕工作
中。二是祥云、宾川、弥渡、
巍山、大理、洱源、剑川、永平
8个县市的 12件抗旱应急增
蓄项目主体工程已相继完工
并投入使用，累计完成投资
4257.04 万元。三是千方百
计抓好库塘、池窖增蓄工
作。全州库塘共增蓄 12926
万立方米，小水池、窖共增蓄
255.6万立方米，增强了群众
生产自救能力。四是挖掘潜
力加强地下找水打井工作。
我州争取到全省第四批抗旱
救灾地下找水深井指标 16
口，分别安排在旱情较为严
重的宾川、祥云等 6 个县市
实施，目前已全部完工并移
交使用，可解决3.5万人的饮
水困难；列入省第六批的 32
口井已经全部施工，已竣工
19口，建成后可解决2.5万人
的饮水困难。五是宾川、祥
云、南涧、弥渡、巍山、永平 6
县筹集 1200 万元采购抗旱
设备物资，目前大部分设备
已经投入使用。六是切实
加大抗旱资金投入力度。
州级在安排了 12 件抗旱应
急增蓄项目配套 730万元的
基础上，专项安排了 1500万
元作为各县市的抗旱应急
资金。

截至5月14日，全州已累
计投入抗旱人数72.142万人，
投入抗旱资金 24542.8万元，
抗旱浇灌面积 878239 亩，临
时解决 54.275 万人、36.6707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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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艳玲

在大理市、祥云县、弥渡县等地采访时记
者看到，一根根黄瓜细长均匀,一叶叶扁豆肥
硕饱满，一棵棵大白菜鲜嫩挺拔，令人垂涎。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州的蔬菜产业实现了从
小菜园到大产业的华丽转身，部分蔬菜专业
县市形成了“万人种蔬菜、千人搞运销、百人
跑市场”的蔬菜产销大格局。

【农民增收】“2011年，我全年复种蔬菜
3.5亩，总产蔬菜13.2吨，总产值46182.5元，扣
除生产成本后，我的纯收入是 37432.5 元，靠
种蔬菜，我家在 2009 年盖起了 480 平方米的
花园洋房。”弥渡县弥城镇新城村委会吴家村
农户孙振兴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着他种菜以
来的收获。

孙振兴种植蔬菜已有 30 年，2005 年以

来，他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的
号召，严格执行国家农药、化肥安全施用准
则，按照弥渡县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生
产。每年弥渡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多
批次抽查和定时监测他生产的蔬菜产品，合
格率均达100%。

【农业增效】 蔬菜是全州种植业中具有
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已成为种植业中的
支柱产业，在全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州主要出口农产
品。2011年，全州种植蔬菜48.5万亩，认证无
公害生产基地 30万亩，无公害产品 12个、地
理标志产品 1个。现有 20个龙头企业，年产
值 25.5亿元，出口创汇 8000多万美元。祥云
县刘厂镇有“中国野生食用菌集散地”之称，
野生食用菌收购遍及全国，年加工产能3.5万
多吨，产品远销欧美及东亚韩国、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年出口创汇 2000多万美元。到“十
二五”末，全州可发展蔬菜70万亩，培育27户
龙头企业，蔬菜总产量可提高到 160万吨，农
业产值可提高到 25亿元，加工产值可提高到
10亿元，实现综合产值60亿元。

【政策扶持】 2012至2015年，我州每年将
扶持蔬菜产业资金 800万元。以“桥头堡”建
设为契机，以发展绿色无公害蔬菜、外销蔬
菜、出口加工蔬菜为重点，到“十二五”末扶持
发展农超对接企业、出口外销龙头企业、加工
龙头企业、配送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农业龙头企业共 27个，其中国家级农业龙
头企业1个、省级8个、州级18个；扶持建设蔬
菜科技支撑体系；扶持建设蔬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和可追溯体系；扶持蔬菜企业和
协会申报蔬菜质量安全标准认证、登记。带
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将

扶持蔬菜基地安装无公害绿色防控设施设备
每年 100万元；扶持发展蔬菜加工、流通龙头
企业每年400万元；扶持蔬菜科技推广体系建
设每年100万元；扶持建设蔬菜质量安全监管
体系每年200万元。

【专家点评】 州园艺工作站副站长、推广
研究员段杰珠：淡季不淡，是大理州蔬菜生产
的主要特点。大理州无公害蔬菜产业以高原
紫皮独头大蒜、四季胡萝卜、四季莴笋、四季
马铃薯、荷包豆、扁豆、白芸豆、鲜食蚕豆闻名
中外，以其在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产出
的产品，具有较高的营养品质，受到世人的广
泛关注。推广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运用绿
色防控技术防治蔬菜虫害，利用大理州蔬菜
产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优势发展冬
春早菜和夏秋淡季蔬菜，是实现大理高原特
色生态蔬菜产业跨越发展的基础。

从小菜园到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辛向东） 近年来，大理市把村落污水收
集处理作为洱海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重点工程，引进日本
环保人工配合土方专利新技术，分别采用土壤净化槽、一体
化净化槽、碎石床人工湿地、塔式复合蚯蚓滤池等工艺，进
行村落污水收集系统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建成 51座村落
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日处理生活污水总计 4243立方米；推
广建设了8257座农户庭院式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生活污
水量达到1850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张杨） 5 月 25 日上午，
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访局
副局长王耀东应邀到我州就做好新形势
下信访工作进行专题讲座。

讲座采用视频方式，在大理州设主会
场，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杜涛主持
讲座；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岳黎松，州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如旺，州政协副主席
孙珍玲，以及各相关单位副科以上干部和
我州 2012 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在
主会场参加讲座。全省各州（市）、各县
（市、区）设分会场，16 个州（市）共 5400 多
位专、兼职信访工作干部参加讲座。

王耀东同志长期从事党建工作，有丰
富的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

先后在《求是》、《党建研究》等中央主要
刊物上发表多篇理论文章。讲座中，王耀
东 围 绕“ 怎 样 做 好 新 形 势 下 的 信 访 工
作”，从当前我国的信访形势、非正常上
访问题、网上信访发展的态势、今年信访
工作的主要任务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精彩
讲授。

王耀东指出，今年信访工作主要要
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化解；二
是着力抓好信访事项的及时就地解决，切
实做到问题不积累、矛盾不上交；三是狠
抓信访化解，力求在党的十八大前见成
效；四是加强综合分析，打好主动仗；五
是强化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王耀东到我州作信访形势讲座

抗大旱 保民生

5月25日，南涧县南涧镇团山村委大平地村，
村民皇忠财家的庭院里热闹非凡，几个村民热议着
村里抗旱保生产情况：多亏了饮水工程帮了我们大
忙，这水就是流进我们山区群众心田的“幸福水”。

“村里还缺水吗，田地播种完了吗？”
“不缺了！现在天天有水，我们还可以用来浇

烤烟灌水窖呢，秧田里也用上了自来水。”皇忠财
告诉笔者。

“哪儿引来的水啊？”笔者又问。
“以前我们村是缺水村，邻近 8个村民小组也

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全村230户930余人和牲畜
饮水长期受干旱缺水的困扰，村里人吃水要到山
下肩挑畜驮，‘吃水难’一直是乡亲们的一块‘心病
’。自实施了饮水工程，架通了自来水，大平地村
村民用水有了保障。”

近年来，该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整合抗旱资金、一事一议和群众自筹，筹措资
金88万元，在3公里多的水源地修建取水设施，新
打机井1眼、配置抽水机1台、建盖机房一间，并架
设变压器、铺设输配水管道 2.4公里，将自来水通
到了农户家里。

村管水员常文国告诉
笔者：“现在的大平地村不
仅家家户户用上了甘甜的

‘幸福水’，而且还实现了
24 小时畅通，饮水难的问
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山乡流进“幸福水”
□ 白家伟

本报讯（记者 张杨 通讯员 杨翠
微） 云南省第二届本土歌曲与演唱大赛
经过 4天的激烈角逐，于 5月 25日晚在大
理电视台举行颁奖晚会，至此，大赛圆满
落幕。

本届大赛由省文联、省音乐家协会主
办，于 5月 22日至 25日在大理学院举行，
共有 16个州市 20多个代表队近 400人参
加了比赛。大赛邀请了省内著名的歌唱
家、作曲家及香港专业人员担任评委，设
演唱奖、创作奖、组织奖、指导老师奖四个
大类。演唱奖分别按专业组和业余组的

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九个组别
的 120 个奖项评审。对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反映云南各民族美好生活追求，歌颂
云南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成果等新创作的优秀曲目给予不同等次
的创作奖。同时，鉴于新人的崭露头角、
新作的脱颖而出都蕴含着无数老师的悉
心教导，本届大赛还特别设置了优秀指导
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奖。

演唱比赛中，来自全省的专业、业余
选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民族、美
声、流行唱法的 12 名金奖、22 名银奖、43

名铜奖；比赛过程中，有 12件优秀词曲作
品突出重围获创作奖，其中金奖 2 件，银
奖 4件，铜奖 6件。颁奖晚会上分别对获
奖选手、指导教师和组织单位进行了颁
奖。据了解，本届比赛极大地推动了本土
音乐新人、新作的产生，同时也为大理的
文化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省文联主席郑明，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陈勇，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岳黎松，以及
大理学院、州文联、州教育局、州文化局等
有关单位和部门领导出席颁奖晚会并为
获奖选手和组织单位颁奖。

云南省第二届本土歌曲创作与演唱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张杨）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众多

学子又将奔赴考场，为了让考生们安全、快捷地抵达考点，5
月26日上午，第七届爱心送考活动在五洲国际广场正式启
动，开始报名等工作。

今年爱心送考活动的主题是“幸福大理，与爱同行”，活
动得到了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等二十多家爱心
单位的大力支持，并为爱心师傅们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在
前六年的爱心送考活动中，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累计为
17640名考生送去关爱，送考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
故事。爱心师傅与爱心单位，给大理市的广大考生营造了
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和充满爱心的温馨氛围。

出租车师傅张荣昌今年已经是第七年参加爱心送考
了，张师傅告诉记者，高考这几天，每天接送考生对他们来
说只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可对考生来说却很有意义。今
年张师傅特意把妻子和儿子都带来参加启动仪式，想让 7
岁的儿子也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让爱心能够延续下去。
张荣昌的妻子表示，这几年来，家人都很支持张荣昌的爱心
送考行动，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奉献自己的爱心。

再过几天，上千辆爱心送考车将载着对考生的拳拳爱
心上路了。据了解，活动正式启动后，市民可以拨打热线电
话2171777或2191777报名参与爱心送考活动，并到大理人
民广播电台领取爱心送考车标。

第七届爱心送考
活 动 正 式 启 动

大理市引进国际
环保污水净化系统

连日来，驻滇空军某部在深化“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活动中，以“四群”工作为抓手，抽调党员、干部组成党员突击
队，大力支援祥云县旱情最严重的龙洞村十组的抗旱保苗工作。截至目前，他们共为龙洞村送水480余吨、清理水窖2个。
据龙洞村十组小组长张玉介绍，该组共有600多亩烟苗，如不进行及时灌溉，直接损失可达100多万元，目前抗旱保苗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中。

［通讯员 陈 刚 记者 李娇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