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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春兰） 我州连年干旱，
旱情不仅牵动着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
心，也牵动着香港同胞的心。在大理州扶贫基
金会的组织协调下，3月 29日至 4月 3日，香
港云港青年文化交流促进会与香港网上青年协
会组织40名香港大学生到我州开展了“翻山背
水”水利工程考察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州
的抗旱工作，并奉献他们的爱心。

活动期间，40名香港大学生每人都从香港
背来了一桶水，他们深入我州鹤庆县六合乡和
乐村、大甸村走访慰问农户，向农户送上自己
背来的水和慰问品，了解山区缺水情况，并向
大家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重要性。期
间，还对我州“两保护、两开发”情况进行了
考察，与大理学院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此前，云港青年促进会于 2003 年捐资 60
多万元在我州鹤庆县西邑镇建立了一个村卫
生所，后又于 2009 年向卫生所捐赠了一辆救
护车。在 2010年资助我州 20多名学生赴上海
参加世博会后，2012 年又邀请和资助我州 50
名大学生到香港参加生态环保和饮水工程建
设考察活动，促进了两地大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

香港云港青年促进会
情 牵 我 州 旱 情

本报讯（通讯员 旷宏飞） 近年来，云
龙县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生态优势，
坚持基地带动、龙头引领、科技保障，大力
发展以重楼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并逐步向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加快山区群
众创收致富的路子。

坚持基地带动，点面发展。云龙县境
内共分布有中药材 225 种，长期以来，该
县在建基地前，就花大力气做好市场调查
和科技开发论证等工作，切实做到以市场
定产品，以产品定原料，以原料定基地。
同时，把以药材为重点的林下产业开发列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资金扶
持力度，狠抓种植基地建设，积极引导群
众规范化种植，逐步走出一条“基地带

动、点面发展”的产业培植之路，全县中药
材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目前，全县人工驯化
种植面积达 99173.3 亩，其中重楼 2419.6
亩，续断36536.7亩，红豆杉4.5万多亩，五
味子、秦艽、天麻等15217万多亩，以重楼
为主的中药材产业逐步成为山区群众创收致
富的新兴产业。

坚持龙头引领，协会推动。为解决中药
材开发上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该县一方面
积极引进了三森、海嘉等3个红豆杉种植加
工企业，成立了关坪阳森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和宝丰庆辉生物有限责任公司，解决了生物
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以企业投资带动
产业发展，切实加快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
化发展步伐。另一方面，积极上报了云龙县

大栗树千亩重楼种植基地和检槽乡大工厂村
天麻种植等项目，向上争取项目和专项资金
支持，为加快中药材发展注入项目和资金扶
持。同时，成立了县中药材产业协会，为群
众提供示范种植、信息交流、咨询服务和相
关技术培训，并带动成立了农欢重楼经营专
业合作社、金疙瘩重楼种植合作社和映海种
植专业合作社等一批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通过充分发挥协会和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作用，逐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

“专业合作社+农户”、“专业协会+农户”、
“联户或单户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
提高了林下中药材产业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

坚持科技保障，全力推进。针对中药

材人工驯化种植对科技要求高的特点，该
县把推广科技措施，提高科学化、规范化
种植水平作为推进生物资源开发的有效抓
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开展课题研
发，组织科技人员和农村“土专家”到田间
地头深入开展技术培训，提高群众的科学种
植水平。并与北京鑫鑫盛达生物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合作，指导和督促群众把相关科技知
识应用于林下中药材种植生产过程中，有
效提高了群众的科技意识和应用能力。通
过开展技术培训，涌现出了一大批乡土科
技带头人，带领本乡村和周边地区群众利
用科技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以重楼为主
的中药材产业逐步成为云龙群众增收致富
的新兴产业。

基地带动 龙头引领 科技保障

云龙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促农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赵菊芳) 4月 19日，州委常委、州委统
战部部长许云川到洱源县炼铁地震灾区检查指导“4·17”抗
震救灾工作。

许云川先后深入到炼铁乡长邑村委会松岭村、新村小
组及翠屏村委会凤鸣村详细察看灾情，亲切看望受灾群众，
现场检查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每到一处，许云川都要详细了
解受灾群众的生活情况，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鼓励大家要
振作精神，互帮互助，一起动手把自己的家修好、建好，同
时也要抓好春耕生产，确保农业生产。

就进一步抓好抗震救灾工作，许云川要求，要妥善安排
好受灾群众生活，及时将救灾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确
保受灾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
防疫；要继续深入开展查灾核灾，并及时在村组内进行张榜
公示，做到公开、透明；继续加强对灾区及周边重点区域地
质、气象、水文等的动态监测，及时预警预报；要加强救灾
物资和资金管理，做到救灾资金和物资说得清楚、用得明
白、管得规范。同时，要坚持一手抓好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工作，一手抓好全县重大项目建设、工业经济等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齐 心 协 力 抗 震 救 灾

许 云 川 到 洱 源 炼 铁
指 导 抗 震 救 灾 工 作

本报讯（记者 勾六零） 我州结合当前持
续干旱实际，积极抓好增粮措施落实，为今年
大春生产打牢基础。

全面落实“十大科技增粮措施”。进一步
加大高产创建、间作套种、晚秋种植、地膜覆
盖等措施力度，抓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扩大
水改旱面积，适当调减水稻面积，增加包谷和
马铃薯等旱作面积，大幅增加秋播面积，大力
开展粮油高产创建，为大春生产夺丰收奠定基
础。全州计划完成 100片高产创建样板，其中
大春72片；种植马铃薯、秋玉米、秋蚕豆和秋
蔬菜等晚秋作物80万亩，其它间套种作物280
万亩以上；推广地膜包谷 100万亩以上，地膜
包谷平均每亩提高单产 40公斤以上；完成 7.5
万亩水稻旱育秧，在重旱缺水地区，落实集中
育秧（苗）2.5万亩以上。今年，全州推广水稻
精确定量栽培 33万亩，机插秧 6.5万亩；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 300万亩以上，推广优质高产良
种250万亩以上，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主栽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

同时，认真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实行科技人
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加强对春耕生产工作的指
导。目前，全州已开展科技培训920多场次，培
训农户6.2万多人；召开现场会616场次，发放实
用农业科技资料8万多份。

我州结合实际积极
抓 好 增 粮 措 施

▼ 目前正处于水稻育苗病虫害防治的
关键时期，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水稻秧苗青枯
病、立枯病和稻飞虱等病虫害的发生，弥渡
县弥城镇农业综合服务部门为群众送去了机
动喷雾器和农药，拉开了水稻秧苗统防联防
工作的序幕，确保大春生产顺利开展。

［通讯员 李春龙 摄］

本报讯（记者 马光辉 通讯员 赵小
鹏） 4月 15日，州劳教 （强戒） 所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后续照管金牛镇工作站启
动仪式在宾川县金牛镇政府举行，该工作
站的成立，是继州劳教（强戒）所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后续照管工作大仓镇工作站成
立并积累丰富经验之后,，我州全面推行

“三期六项一延伸”云南戒毒管理新模式
的重大举措。州委政法委、州司法局、州

劳教（强戒）所、州公安局禁毒支队以及
宾川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仪式。

州劳教 （强戒） 所政委甘帆介绍，做
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后
续照管工作，是有效解决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出所后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管理
教育难的新路子。这项工作，既有利于整
合社会资源，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后融入社会提供良好环境，进

一步提高吸毒人员戒毒积极性和戒断巩固
率，又能净化社会环境，有效遏制毒品危
害，对于提升全州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水平
和实效，深入推行禁毒防艾人民战争，构
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幸福新大理具有重
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启动仪式上，州劳教 （强戒） 所和宾
川县金牛镇政府签订了《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后续照管金牛镇工作协议书》。

州劳教（强戒）所强戒人员后续照管金牛镇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记者 施贵兴） 为确保 2013年三月街民族节
各项活动顺利实施，4月19日下午，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
副州长、州三月街民族节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以志等领导对各
项活动筹备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王以志一行先后深入到全民健身中心、三月街北牌坊、
赛马场东门通道、赛马场等地现场检查，听取环洱海自行车
比赛、大理洱海世界音乐节、开幕式文艺表演、赛马大会组
委会和秘书处、街场管理处、安全保卫处工作情况以及民族
旅游工艺品大赛、摩托车表演筹备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分析研究解决的对策和措施。

在现场检查和听取各专项活动组委会、各工作处负责人
的汇报后，王以志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并就进
一步做好各项活动筹备工作提出要求。王以志指出，要统一
思想、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尤其要重视安全保卫、交通畅
通、文明执法、环境卫生、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工作。要再部
署、再细化、再落实、再检查，不留空白和死角，做好各项
活动、各个环节的筹备工作。要精心组织，精益求精，认真
负责，从大的安排到具体的环节上都做好预案，防患于未
然，避免出现不良问题和影响，确保三月街民族节隆重热
烈、健康和谐、节俭朴素地开展。

2013年三月街民族节将于 4月 24日至 30日 （农历三月
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举行，并围绕“赛马、唱歌、做买卖”
的主题，举行开幕式、赛马大会、环洱海自行车比赛及地方
名特优产品展销、县市旅游推介、经贸洽谈、经济技术合作
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活动。

王以志检查三月街
民 族 节 筹 备 情 况

本报讯（通讯员 杨崇勇） 4 月 18 日是洱源县炼铁乡
“4·17”地震后第二天，在灾情较严重的翠坪村委会凤鸣、
寸坪等自然村，除了正在进行排危作业的挖机的轰鸣声给平
日宁静的凤鸣村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息外，群众情绪稳定，
生活一如往昔平静安祥。

在地震发生后 30个小时里，洱源县各级各部门先后有
100多人的应急人员进入该村。县公安局是凤鸣村的挂钩帮
扶单位，他们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到村中开展救援，安置转
移群众，开展排危、维稳、灾情核查工作。与此同时，森
警、卫生、民政、电力等各方力量很快进入村中，开展抗震
救灾工作。截至 18日下午 14时，灾民安置、排危、灾情核
查等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村民们住在森警帮助搭建的避险
帐篷里，有病就到县医院设在村中的临时卫生服务点看病，
一日三餐则由村里统一组织大锅饭，米面和食用油由县里提
供。翠屏村委会寸坪村村民小组长何灼会告诉前往村中开展
救灾工作的县公安局民警，村中各家各户都搭建好了帐篷，
救灾物资也已经发放到各受灾户，目前什么也不缺。只是快
要到种包谷的时间了，在这个节点上遇到地震，要抽出精力
抗震防灾，村民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洱源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今年，由于受旱灾影响，南涧县南
涧镇杨免庄的蔬菜虽然有所减产但质量和价
格没有丝毫影响，特别是辣椒每市斤卖 2.5
元，每亩辣椒可收入10000多元，菜农旱灾
之年也丰收。图为菜农正在准备把刚刚采摘
的辣椒运到集市上去卖。

［通讯员 余霞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