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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近期，大理消防支队始终保持对火
灾隐患严查、严改、严处的高压态势，着
力开展辖区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支队机关及各县级大队采取分片包
干、“拉网式”的排查方式，对辖区内学
校、医院、商场、市场、宾馆、酒店、KTV和
高层建筑等公共场所的用火、用电、消防
通道、灭火疏散预案的制定、消防器材配
置等方面，逐条街道、逐个单位集中进行
整治排查，尤其是加大对易燃易爆场所、
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建筑工地等场所
的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整改一起，确保火灾
隐患百分之百排查和有效整改。

同时，针对秋季易发火灾的特点，各
地消防部门重点加强对宾馆、酒店、车

站、旅游景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宣传，采
取发放消防宣传资料、悬挂布幅，放置消
防温馨提示卡等方式，进一步提高群众
消防安全意识；扎实开展消防监督人员
和公安派出所民警消防监督业务技能集
中培训，并结合工作实际，全面推进《社
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大纲》相关要求的
落实；积极组织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及单
位员工进行社会化消防安全教育系统培
训，重点提高各单位自主消防管理、火灾
防范和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李振国）

因国家重点项目中缅油气管道建设工程
需要，祥云县普淜镇过境地段有 11座坟需要
搬迁（其中：西山村委会境内天峰山公路旁杨
家 小 组 与 杨 花 冲 交 界 杨 家 坟 ，桩 号
QAK208-QAK209 处有 5 座；杨花冲村委会
境内朱家海西南面杨花冲组与宋家山交界，
桩号 QAK216-QAK217 处有 6 座，扬花冲大
滩子 4 座、宋家山小白坟 2 座），目前无人认
取，请知情者和坟主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
及时与祥云县普淜镇人民政府、普淜镇西山
村委会、杨花冲村委会取得联系办理迁坟补
偿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将按无主坟处理。

联系单位和联系人：
祥云县普淜镇人民政府 罗如富 陈有旺
普淜镇西山村委会 董德宝
普淜镇杨花冲村委会 朱旺昌
联系电话：0872-3350015 33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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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至 16 日，
大理市将开展不适用烟
叶（上部）集中清除行
动。今年，大理市共种
植烤烟2.8万亩，计划收
购烟叶 7.5 万担。在优
化烟叶结构中，大理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管
理考核、政策宣传、明确
任务、真抓实干。共清
除不适用烟叶 3767.86
吨，发放烟农补助资金
210 万元。图为市烟草
专卖局行政执法人员在
凤仪镇监督销毁不适用
烟叶。

［程峰 杨建益 摄］

大理消防支队扎实推进“平安消防”专项行动开展 迁坟公告

苍洱金叶

□ 通讯员 杨镇雄

近年来，漾濞县因地制宜，立足资源优
势，坚持走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路子，在重
点抓好核桃产业的同时，通过扶强龙头、做
大基地、强化试验示范和科技推广等措施，
努力培植壮大苹果、梨等高原特色产业，探
索出“集体私人优势互补、公私双轨共同发
展”的经济模式，初步呈现出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发
展格局，既为当地群众开辟出了一条增收致
富新渠道，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苹果园里笑声浓

李家庄苹果园（场）地处苍山西镇美翕
村民委员会的李家庄和牛峰堆村民小组及石
钟村民委员会邵家地村民小组，始建于
1993 年，由李家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
管理，3个村民小组入社农户106户636人。

进入秋季，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李
家庄苹果陆续成熟开始销售，果园里到处欢
歌笑语，一派繁忙景象。在村民刘兴有的果
园里，上门来的水果商贩送走一批又来一
批。“今年苹果挂果情况好于往年，100 多
亩地产量可达 10万余斤，收入 50万元不在

话下。”刘兴有乐呵呵地说道。
“没有支柱产业支撑，发展就缺乏底

气。”合作社社长任国富深有感触地说。在
与任国富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了李家庄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个发展过程：1993 年，
任国富组织乡亲们成立了李家庄农民专业
合作社，并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以

“荒山入股”、“劳力入股”的形式，拉开了
李家庄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联合体的始建
序幕，股东们以投工投劳、土地、农家
肥、核桃树、山林为股份，开始了艰苦的
创业之路。在 6 年时间里，建成了千亩苹
果园、千亩核桃基地，修通了 20公里的村
路，完善了引水配套工程，从高寒、贫
困、偏僻的小山村闯出了李家庄苹果的品
牌。李家庄现有苹果面积 1000 亩，果园集
中连片，目前基本进入盛果期，商品果率
达 95%以上，优质果率达 80％以上，符合
无公害质量标准，平均亩产 2000 公斤。整
个果园 （场） 分 8 个管护区，由 11 户农户
承包管理，产品有统一标识，在大理市和
县内设有多个专卖店，由于苹果品质好，
产品销路畅通，远销昆明、深圳等地，产品
供不应求，效益逐年增加。

目前，李家庄单轨制发展的农户收入少

的也有1万到4万元，多的农户达到10多万
元；集体轨制的资产现在已达 5000 万元，
年收入累计100多万元。如今的李家庄山村
呈现出“山上花果飘香，树下牛羊成群，地
里庄稼丰茂”的动人场景，“千亩苹果、千
亩核桃、千头牲畜、千亩水浇地”的“四个
一千”发展目标已经实现，以核桃、苹果为
主的林果产业链已见成效。

为推动全县高原特色产业优质、高效发
展，该县计划在 2012 年将李家庄苹果园
（场） 建设为苹果标准园，预计项目总投资
111.98万元，项目实施后果园亩产可达2500
公斤，每亩增加优质果品500公斤，总产增
加50万公斤，年增加销售收入100万元，经
济效益显著。

秀岭梨园谱新篇

秀岭玉香梨场位于苍山西镇秀岭村，距
县城十多公里，地处海拔 2000至 2400米的
高寒山区，这里过去有民谣“有囡莫嫁秀岭
铺，不砍柴就卖萝卜”，村民生活十分贫困。

秀岭玉香梨场从 1998 年由国营改为个
人经营后，由于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科学
的管理方式，2000 年以来梨果产量和收入
连年大幅度递增，水果产业越来越大，产品

远销楚雄、昆明、四川等地。随着市场的逐
步拓展，林场周边农户发展起了林果业，如
今的秀岭村家家种梨，总面积达 3000 多
亩，人均 4亩，林果收入近 160万元，仅此
一项人均收入达 2000元。2011年全村经济
总收入 1068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3108 元，
林果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 60％以上。目
前，全县2500亩梨产量可达325万公斤，可
实现产值813万元，带动农户1200多户，受
益群众达 6000 余人，秀岭梨场已成为全县
梨商品生产的龙头产业。

“我来梨场已经有8年多了，主要负责
修剪、疏果，还有除草、施肥等技术，平均
每一天工资基本在 50元左右，比起家里的
收入高一些，与出去外地打工相比可是强多
了，在梨场干活真是实惠。”梨场员工李全
兴奋地说。

据悉，为让秀岭梨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漾濞县将在秀岭
村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将投入资金 10
万余元，在2013年完成200亩玉香梨高技多
头技术改造，改造品种有早、中熟的优质品
种红酥脆、美人酥、满天红、云香梨、红梨
5个，以弥补玉香梨晚期的不足，推动全县
水果产业蓬勃发展。

双轨发展添活力 盘活资源富农家
——漾濞县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 李群峰 杨建乐）近年来，永平县积极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切实为民办实事，一件件看似琐碎的

“小事”成为各级各部门努力解决的“大事”，涌现出一个个
服务群众、温暖人心的生动画面。

“今年收成不错，估计一亩可收入 5000多元，这一茬
收入可达4万多元”龙门乡大坪坦村村民杨赵军脸上写满喜
悦。以前的大坪坦村以种苦荞、包谷和萝卜为主，年收入才
几百元，针对大坪坦村高寒、林多地少的特点，村“两委”
与村民代表经多次商议后决定在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
下，走无污染、无公害、生态环保的路子，积极发展生态茶
产业。为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村党支部的号召下，村里50
多名党员率先在自家地里种上了茶叶。在村“两委”带动
下，村里还成立了生态茶生产经营协会，逐步探索出了一条

“协会+基地+公司+农户+扶持政策”的生态茶生产经营模
式。如今，全村 259户中就有 180多户种上了生态茶，茶园
面积达11327亩，进入丰产期的有3500多亩，年产鲜茶叶30
万公斤，年实现茶农收入500多万元，全村仅茶叶一项收入
人均就达1100多元。

远在河北的永平县杉阳镇永和村李志张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只需用QQ传回照片，就可以把二代身份证办妥。前来
领二代身份证的龙门乡石家村杨春梅一脸的高兴：“短信通
知的方法太好了，我们老百姓可以少走许多冤枉路，还能第
一时间及时领取到身份证，太方便了……”这看似平常却给
群众带来极大便利的一幕幕就发生在永平县各基层派出所
中。永平县公安局通过抓党建促发展，主动改变服务群众方
式，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和称赞。

博南镇七屯村通过“四议两公开”的方式，按照受益田
地面积大小决定出资额等办法，成功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

“四沟两坝”修缮及管护工作问题，保证了沟通水畅，让200
多亩庄稼即便遭遇大旱也能丰产丰收；及时协调资金，为许
家箐56户居民解决了电网改造，保证了200多人的生产生活
用电，移走了拦路电杆……一件件看似琐碎的“小事”，成
为了村“两委”努力解决的“大事”。正是因为将群众所需放
在心上，该村才能通过抓实规划治村、基础强村、产业富
村、党建带村等一件又一件实事，使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今
天的富强村、文明村。

永平县加强基层党建服务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李鹤玉 赵庆昌）今年以来，为使精神
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展示剑川文明进步新形
象，剑川县结合实际，积极采取措施，以“九个着力”扎实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着力开展好文明单位（村）创建活动，命名表彰了
75个文明单位、21个文明村。同时，认真做好省州级文明
单位（村、社区、文明风景旅游区、文明小城镇）的创建指
导、推荐考评工作。二是着力开展好剑川县第二届道德模范
评选活动，命名表彰了 20位道德模范和 20位道德模范提名
奖。三是着力开展好“三下乡”慰问活动，组织 16个单位
组成 80余人的慰问团，深入乡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三下
乡”慰问活动。四是着力开展好“剑川精神”征集提炼活
动，确定“景贤崇文、重教明理、能工善艺、追求卓越”为
剑川精神的通用表述语。五是着力抓好文明卫生县城创建。
强势实施“城镇活县”战略，加快推进县城“一开发、两改
造、三片区”和“五纵五横”路网建设步伐，县城保护、开发
和提升改造驶入快车道；制定下发剑川县卫生县城创建实施方
案和考核评比办法，将职责任务进行层层分解；继续推进文明
交通行动计划，在古城大力开展诚信文明经营示范街创建活
动，县城综合执法管理、美化绿化亮化和卫生保洁实现新突
破。六是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纳
入县对乡镇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综合考核，列入新农村建设
工作任务体系，签订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重点打造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示范品牌。七是着力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制定下发学
雷锋活动实施意见，在全县大力开展“学雷锋讲文明树新
风”、“弘扬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切实加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的教育管理，深入推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的节
日”等主题活动。八是着力推进沙溪、羊岑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九是着力做好2012年“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和宏
志班招生相关工作，首次发放大学生扶贫助学金20万元。

剑川县精神文明建设初显成效

松桂烟叶站工作人
员正在对烟农交售的烟
叶进行检验定级。鹤庆
县各烟叶收购站点从8
月 20 日 开 始 相 继 开
秤，目前，虽然部分地
区烤烟生产受到风暴等
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全
县烤烟生产形势总体较
好，烟叶收购秩序平
稳，可按计划完成生产
任务。至8月23日，全县
累 计 收 购 烟 叶 968.34
担，收购均价每公斤
14.97元。

［通讯员 洪 峰 摄］

7月9日 星期一 晴
今天白云村委会开展党员培训，早到的

党员静静的坐在大会议室观看电教片，路程
较远的党员还陆陆续续的到达。白云村党总
支下设7个党支部，有99名党员，今天在家
的 67名党员、9名预备党员和各村民小组
长、妇代小组长都参加了党员培训。

在培训中，有县委宣传部领导给党员讲
党课，重温历史提高人格魅力，并有白云村
主任、白云六苴村养殖致富能手李应芳现身
说法的经验介绍；全体参训党员还进村入户
体验“彝族生态旅游村”建设成果。走在
青青的石板路上，只见家家户户整齐的青
石板屋顶，雪白墙体统一彩绘图案，碧绿的
核桃树、桃树、梨树掩映着村庄，家家用上

太阳能和沼气，村中建了垃圾池，大家的生
活习惯改变了，邻里之间和睦了。“白云村
能变得这么美，过去想都不敢想”营盘村
党员徐文军、徐丕斌等聚在一起，感慨最
多的是村庄变美了，群众的思想观念也与
时俱进了。

“共产党来帮助，家家门前水泥路，
自来水引进户；有广场能散步，山腰铺上
柏油路，路两旁栽上树；烤烟核桃做支
柱，农家乐带头来致富，全村走上小康
路。”这是白云村如今的真实写照，也是全
体参训党员在参观白云村新农村建设成果
后的真实感受。

□ 黄丽燕
南涧县委宣传部派驻南涧镇白云村指导员

本报讯（记者 孔云秀 通讯员 杨立英） 为全面提高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科技水平，适应高原特
色农业发展的需要。近日，州农业局在关举办了为期 5 天
的大理州高原特色农业技术培训班，对全州 12县 （市） 农
业局长、副局长，110个乡镇的农科站长以及州级农业部门
站所校中心的 160名农业技术骨干进行业务培训。

结合大理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实际，此次培训以进一步
提高农业队伍服务“三农”工作的水平为宗旨，专题讲授了
大理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规划、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科技发展新趋势和现代农业新技
术、农作物转基因生物安全、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农机装备和设施农业技术等专题内容。在使全体学员
掌握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提高推广服务能力的同时，进
一步明确了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我州培训农业科技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 龚朝发） 在弥渡
县，过去名不见经传的 800余座小坝塘如
今成为群众致富的“聚宝盆”，全县近千
户“渔民”通过发展养殖业，过上了小康
生活。县渔业协会会长廖文彬兴奋地说：

“家里有个养鱼塘，好比开个小银行。”
弥渡县是全省渔业养殖大县，全县

总水面积 15255 亩，其中，有坝塘 828 座
5090亩，可养殖的库塘面积 11937亩。全
县 668户农户充分利用小坝塘水源丰富的
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全县渔业
发展初步形成了产业，呈现出国营、集
体、个体一起上的发展态势。全县年生
产无公害商品鱼 8000 多吨，苗种 1.5 亿
尾，实现产值 8000 多万元，解决就业人
员 2700 多人，水产品除满足本县城乡居
民消费外，还远销云贵川三省10余个地州
30余个县市。同时，渔业发展还带动弥渡
县饲料、运输、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渔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新
途径。

为培育壮大渔业产业，弥渡县水务、
农业等部门采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一是
实施体制改革进行扶持。2009年弥渡县率
先在全省开展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以承包、租赁、拍卖等方式对
全县 828件小坝塘进行确权登记，让塘有
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调动了群众
管护渔塘发展养殖的积极性。二是争取项
目进行扶持。县水务局抓住连续三年干旱
库塘蓄水不足甚至干涸的时机，争取项目
资金 878 万元对 107 座小坝塘进行清淤维
修，投资 79.35 万元改造鱼塘 219 亩，让
100余户群众直接共享项目建设成果，昔
日干涸见底的 107 座小坝塘如今碧波荡
漾，鱼翔浅底，充满生机。三是科技引导
进行扶持。水产部门坚持开展养殖技术培
训，采取发放宣传资料、集市咨询、上门
服务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防治鱼病的知
识，指导帮助群众购买先进渔机渔具，全
县重点养殖库塘基本实现投食捕捞和管理
自动化。四是引进优良品种进行扶持。该
县先后多次从东南沿海和江苏、浙江等
海产品大省引进优良品种，先在国营水库
进行培育孵化试验后再向全县进行推广，
改变了过去“青、鲤、鲢、鳙”四大土著
鱼类垄断市场的历史，经济效益显著提
升。五是出台惠民政策进行扶持。该县对
群众购买渔机渔具按农机补助政策给予补
助，渔业生产燃油费用由相关职能部门及
时按政策下拨到位。为保证库塘在汛期蓄
好水，县财政每年下拨一定的蓄水经费帮
助库塘清沟引水。一系列扶持措施的实
施，使全县的水产养殖走上了良性循环的
发展轨道。

弥渡县800多“小坝塘”
成为群众致富“聚宝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源江） 洱源县炼铁
乡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建设、实施马铃薯标准
化生产、强化产业项目的开发，着力培植经
济增长点，努力把马铃薯产业培育成为该乡
山区支柱产业。

近年来，洱源县炼铁乡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以居住在高寒山区的纸厂、牛桂丹
彝族村为突破口，从加快马铃薯种植上入
手，扩大原种生产、新品种选育、种薯标准

化示范规模，引进脱毒、耗子、薄皮等 10
种新品种马铃薯进行试种取得成功。同时，
建成高规格、高标准种薯基地，所产的马铃
薯个大、圆滑、品质优，深受消费者欢迎。

为实现马铃薯标准化种植生产，炼铁乡
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不断加大科技的运用
力度，全乡共组织两个村开展马铃薯技术培
训 58期，参训村民达 6200人次，发放技术
宣传资料 7000 多份，参与标准化马铃薯种

植生产的农户达到450户，实现了户均有一
人牢固掌握技术资料、每个村民小组拥有一
名科技明白人。该乡共完成马铃薯种植
3600亩，其中示范样板达 1200亩，生产脱
毒种薯 324 万斤，不仅能供应洱源县的凤
羽、乔后、西山及本地，而且还远销漾濞、
剑川、云龙和大理等地，成为了消费者的抢
手货，经济效益可观，农户直接经济收入达
290万元。

洱源炼铁乡培育马铃薯产业拓宽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