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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照镜子”过程中，
各地各吹各打，从身边拿出了许
多“镜子”，貌似认真从严，实则
多重标准。盲目“照镜子”，不仅
难以看出美丑，而且看不清问题
和差距。“照镜子”得选最好的参
照，照最亮的“镜子”。

焦裕禄就是其中一面最亮
的“镜子”、最好的参照。他“心
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公仆情怀、“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革命者
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
神、“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

道德情操就是我们参照的标
杆。对照焦裕禄，才知道自己是

“矮子”，才能找出“令人冒汗”的
差距，才能起到催人警醒、令人
反省的效果，才能真正找准整改
落实的着力点。

“说一尺，不如干一寸”。“照
镜子”得见行动。只有敢于揭短
亮丑摆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改、
立说立改见行
动，“照镜子”才
有意义，教育实
践活动才能真
正取得成效。

照最亮的“镜子”
□ 苏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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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瓷器从花的成色、色彩到
整个工艺都很好，应该是有年代的
了，我很喜欢。”来自成都的收藏家张
仲彬仔细端详着手里的宝贝，很是高
兴。他说，这次来到大理古城古玩市
场淘宝收获颇丰。

4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大
理古城苍山门附近的古玩市场，进内
一看，近百户摊主齐来设摊，有些摊
位已摆到马路边上，市场内角角落落
全是前来淘宝的顾客。据了解，这些
摊主来自省内各州市以及成都、贵
州、四川、西藏等周边省市。记者走
马观花地浏览着这些摊位中的“宝
贝”，仿佛“穿越”到了旧时代，有古
玉、古钱币、古书、古董钟表、古字画、
青铜器、古瓷器等，也有旧时常用的
杯碟碗筷、旧书旧画，真是五花八门。

“兄弟，随便看看，看有没有喜

欢的！”在古玩市场北边墙角下，一
个古玩摊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摊主是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姓赵，大理本
地人，在某事业单位上班，平时喜欢收
藏一些小物件，这次趁着大理三月街
民族节假期，他从4月13日起便每天
带着自己的收藏品来古玩市场练摊。
小赵的摊不大，但是也密密麻麻的摆
满了各种小物件，有各种钱币、古铜
锁、青铜器、手镯、手串等等，琳琅满
目。“虽然是第一次出来摆摊，可才两
三天的功夫我就已经卖出去好多东西
了，比不上大的卖家，但是几天下来也
有几千块进账，已经很满足了！”小赵
开心地和记者说。

来自广西南宁的谢坤海，4月9
日就来到大理。他来大理古玩市场
摆摊已经两年了，去年发现摊位比较
紧张，而且酒店更紧张。“如果不早点
到，摊位就被别人抢完了。”谢坤海告
诉记者，截至4月15日上午，他的古
玩成交额已经超过10万元。

随着收藏热的升温，逛古玩市
场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从政府部门
退休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两年前，她

对古玩还是一窍不通，也不是很喜
欢。由于周围的很多人都很热衷古
玩收藏，渐渐地她也喜欢上了收藏，
并且对琥珀、琉璃、玉器等珠宝情有
独钟，在“交了不少学费”后，如今的
她已经收藏了不少宝贝，除空闲时
把玩欣赏外，还时不时到古玩市场
进行交易，生活倒也悠闲自在。

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杨先生也
趁着假期到古玩市场来淘宝，他在一
个摆满坛坛罐罐的摊点前停下脚步，
拿起一个旧瓷瓶把玩许久，与摊主一
番讨价还价，杨先生最后出钱买下了
这个据说是清朝年间烧制的瓷瓶。

“古玩市场已经成为不少大理
人闲暇必逛的场所，尽管集市里的
古玩‘鱼龙混杂’，有的纯粹是仿制
品、普通工艺品，但市民们从淘宝的
乐趣中享受着地摊文化，这也成为
大理古城的一道风景线。”资深古玩
藏家董先生和记者说道。

虽然古玩市场买卖的场面很是
热闹，但走在古玩市场里，人会不自
觉地放缓脚步。58岁的杨德鑫对古
玩收藏情有独钟，通过古玩结识了

很多朋友。每到周末，三五志趣相
投的老友相聚在古玩市场，坐在一
起喝喝茶、聊聊天，互相鉴赏一下刚
淘来的“心头好”。即使你不懂古
玩，来古玩市场只是为了欣赏一下，
琳琅满目的古玩也会让你在这里待
上一整天。

如果遇上自己喜欢的，价格也合
适，那就买下吧，即使是赝品又如
何。有时候地摊上会有一类“老古
董”：几十年的收音机、泛黄的连环
画，这些随着时间慢慢从视野和生活
中消失的老玩意儿突然出现在眼前，
会让你又亲切、又惊喜。

古玩地摊交易火 坛坛罐罐藏“钱景”
□ 本报记者 赵子忠 文/图

本报讯（通讯员 何洛） 今年，州
本级计划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6亿元，采取“三种模式”，做好就业
促进工作。

就业信息“菜单式”。对全州规模
以下企业进行摸底调查，逐步形成就
业需求动态信息库，定期发布企业用
工信息；抽调人员发放调查登记表摸
底，对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程
度、就业意向、就业技能等情况进行登
记，建立人力资源数据信息库，确保人
力资源信息与企业用工信息有效对
接，提供双向“菜单式”选择。

就业培训“订单式”。广泛宣传就
业促进民生工程政策，从满足劳资双

方需求出发，组织就业技能培训、企业
在岗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出台

《就业技能培训实施办法》和《关于做
好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积极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企业在岗技
能提升培训。

就业服务“保姆式”。加强乡镇就
业与社会保障事务所的建设，完善以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为主体、社会职介
机构为补充的城乡一体就业市场体
系；通过集中举办招聘会与分散设立
就业服务点相结合，引导城乡劳动力
本地就业创业，形成“城乡一体、平台
到镇、联系到村、服务进户”的“保姆
式”就业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施新弟）
去年以来，洱源县坚持跨越发
展这一主旋律，团结带领全县
各族干部群众，一心一意谋发
展，千方百计抓落实，苦干实干
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实现
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03”、“4·17”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按照

“省级统筹、部门指导、州负总
责、县抓落实”以及省州领导的
指示要求，把灾后恢复重建作
为全县的重要工作任务来抓，
全面落实挂钩包保责任制，376
名包保挂钩帮扶干部坚守一
线、日夜奋战，与受灾群众携手
共建新家园。截至目前，规划
投资7.27亿元的恢复重建八大
工程110个项目到位资金4.12
亿元，振兴村等 4 个异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和 3383 户重建户
迁入新居，北邑完小等12所重
建学校3月1日按期开学。基
础设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
恢复重建八大工程全面推进。

县域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2013 年洱源县完成生产总值
47.3亿元，增长13.4%。完成财
政 总 收 入 3.62 亿 元 ，增 长
26.9%，增幅全州第一。完成规
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26.3 亿
元，增长30.07%。完成工业总
产值 60.6 亿元，增长 25%。完
成工业增加值14.4亿元，增长
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12.1亿元，增长15%，增幅全
州第一。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29.9 亿元，增长 25%。农民人
均 纯 收 入 达 5812 元 ，增 长
15%。引进招商引资项目 42
个，到位资金 35.05 亿元，增长
39%。共接待游客110万人次，
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 13.19 亿
元，分别增长40%和42%。

生态文明建设强力推进。
洱海流域垃圾分类收集、清运、
处置系统工程开工建设，建成
4 座垃圾中转站，县城生活垃
圾处理工程全面完工；17座村
落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整体推
进，县城第二污水处理厂前期
工作进展顺利；凤羽河水污染
控制与清水产流机制修复（一
期）、弥苴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和海尾河“三江口”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全面完工；总投资 1.13
亿元年产 60 万吨的顺丰有机
肥厂项目加快实施；东湖万亩
湿地建设有序推进，完成租地

5256亩；茈碧湖“三退三还”及湖滨带修复工程、草海湿地
建设项目全面完成，全县恢复建成湿地7108亩。

重大建设项目有效突破。全长25.1公里的国道214
线洱源县城至大理市上关段一级公路改造项目有序推
进。炼西公路全面通车，全年建成通村油路149公里。县
城5条规划道路项目全面推进，兴源路改造项目投入使用，
茈碧湖南岸景观大道和玉湖公园改造提升项目加快实
施。百亿工业园区建设不断加快，3785亩邓川片区低丘缓
坡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完成土地收储1000亩，建成2万平方
米石材加工标准厂房，骏马集团投资14.8亿元的短途纯电
动车产业化制造项目开工建设。石蒲塘、恩兆山、清水朗
山3个风电项目完成建设任务。香港天森国际集团五星级
酒店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下山口普陀泉度假区提升改造工
程有序实施，大理地热国提升改造工程完成技改，大理地
热国片区和西湖景区创建4A级国家旅游景区工作全面启
动，梨园省级旅游特色村寨项目通过评审。

“三农”工作成效明显。洱源县去年种植核桃、烤
烟、大蒜、梅果等经济作物93.5万亩，实现产值8.8亿元，
其中核桃收入 2.53 亿元，烟农收入 1.71 亿元，实现了烟
叶收购“进度、均价、工商交接率”三个全州第一。乔后
大麦地等5个扶贫开发工程和凤羽铁甲等9个省级重点
村建设全面完成，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稳定幸福示范区建
设稳步推进。“点亮洱源、绿化乡村、洁净家园”三大工程
加快实施。

我州“三种模式”做好就业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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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黑毅鹤

“大理石天然画真神奇！让我们
见识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白族歌舞独具特色，大理真是
一个绚丽多彩的地方……”

“大理的自然景观真美，有时间
我们一定去走一走，看一看！”

短短一个星期的展出，北京·大
理白族文化周以其独特的魅力让观
展来宾切实感受到了白族文化的“引
人入胜”——在序厅内，美轮美奂的
三塔模型前，各界来宾与大理的“名
片”合影留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白
族歌舞、民族技艺展厅，观展来宾将
白族歌舞、白族服饰摄入镜头，意犹
未尽之余还在展点师傅的指点下，体
验一把民族工艺的制作过程；在大理
石天然画展厅，观展来宾细细品味天
然大理石巧夺天工的纹路，感受大自
然带来的神奇……“大理”、“白族”成
了活动周期间来宾口中美的代名词，

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宾客参观了文
化周活动后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来文化周让我看到了家乡
近年来的发展和家乡文化在北京引
起的轰动，作为大理人我感到非常自
豪！”4月 13日下午，正在白族歌舞展
台前观看表演的蒋梦颖告诉记者，她
是下关人，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近
年来，大理到北京开展了许多文化宣
传活动，每次活动都吸引了许多群众
前来参观，大理在北京的知名度正日
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纷纷选
择到大理旅游度假，这让许多在京的
大理籍同胞感到自豪。“这次白族文
化周，我和同事都有很大的收获哦！”
蒋梦颖乐呵呵地说，为了让身边的人
都能感受家乡的魅力，她约了同事一
起来参观展览，参观文化周过程中，
她们用手机录下了白族歌舞表演的
视频，大家都喜爱舞蹈，打算回去好
好地跟着视频图像练习白族舞蹈。

“大理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旅游

目的地之一，以前去大理只是旅游，
参观了文化周后，大家对大理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参观展览的北京市民
李劲告诉记者，听说民族文化宫举行
北京·大理白族文化周活动后，他和
亲戚朋友都来参观展览，白族服饰、
白族舞蹈、剑川木雕等大理民族文化
展示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 中 国 真 有 这 么 一 个 美 丽 的
地方？”

“过几天休假了，我一定要带爱
人和孩子去看一看！”

4 月 14 日中午，在“旅游宜居之
地”展厅，来自澳大利亚的大卫·路易
斯观展之余用一口生硬的汉语饶有
兴致地向记者询问起了大理的一些
情况。

大理是大理人的大理，更是世界
的大理。尽管原本相距遥远，但大理
文化正以独一无二的魅力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各地游客走近大理，来到大
理，共同分享大理的美。

北京·大理白族文化周活动
让各界来宾感受大理魅力

4 月 16
日 ，读 者 在
人 民 公 园

“书市”内选
购图书。

三月街
期 间 ，除 了

“赶”月街和
休 闲 旅 游
外 ，也 有 不
少人选择逛

“书市”选购
图书来度过
三月街民族
节假期。

［记者
赵锐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林） 阳
春三月，在位于弥渡县弥城镇新
庄村委会的红云珠茶叶基地，茶
农们正忙着采收茶叶，一排排经
过精心修剪的茶树生机勃勃，土
鸡、山羊悠闲觅食，一派生态和
谐的田园风光。近年来，弥渡县
以农村土地流转为抓手，在龙头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牵引
下，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向最适宜
的区域集中，一批高效特色产业
应运而生。目前，弥渡县共有
14437户农户参与流转土地31118
亩，建成 62.5 万亩优质泡核桃基
地、20 万亩现代烟草基地、17 万
亩无公害蔬菜基地、2.2万亩中药
材基地、3.2万亩水果种植基地、2.3
万亩制种基地、2.8万亩茶桑基地
和1.2万亩淡水渔业基地。

该县德苴乡引进云南鎜实果
业和云南春达农业科技两家企
业，在德苴村流转土地1500亩，种
植克瑞森、秋黑、无籽红提等葡萄
品种，经过 4 年发展，目前挂果面
积达 1300 亩，自主研发的有机绿
色葡萄品牌“黑早王”还获得中国
云南宾川葡萄节金奖，产品出口
并远销省内外。

红岩镇加大扶持力度，组建
成立红岩镇三毛中药材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红土地中药材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
流转土地，合作社为会员提供种
苗、技术指导和产品供求信息，组
织当地群众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滇重楼、续断、前胡、桔梗等中药
材 4200 亩，去年共增加农民收入
1400多万元。

弥渡县土地流转催生高效特色产业

2014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于4月14日至20日举行

2014年“中国移动4G杯”千人环洱
海自行车赛圆满落幕 ……详见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