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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吴剑熔） “我了解
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还在培训现场
进行了演练，万一遇到火情，可以做到及
时应对。”李立才家住沙溪寺登街古戏台
旁，他大学毕业的女儿刚刚参加了镇里组
织的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向我们介绍了学
习的心得。

“兴教寺内已经安装了一套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同时配齐消防栓、消防水带、
水枪、消防水源加压泵和各类灭火器，消
防器材配备可以说是较完备的。”寺登街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杨云开介绍了兴教寺的各
类消防设施。

“进入冬季，消防安全工作尤为重要。
沙溪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游客多、
客栈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也较多，确保安
全就要从很多方面、很多细节做起。”沙溪
镇分管安监工作的武装部长杨斌说道。

今年年初，剑川县多举措抓实古城、
古镇消防安全工作，以金华古城、沙溪古
镇为重点强化消防安全责任，全力做好消

防安全工作。
强化宣传教育，加强居民安全意识。

金华镇党委、政府在古城张贴栏张贴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剑川古城消防安全的通
告》，并在城区发放《关于进一步加强剑川
古城消防安全的通告》、《致全镇人民的一
封信》。沙溪镇党委、政府先后制定了《古
镇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古镇营业性场所
消防安全八条规定》、《寺登街核心区消防
安全整治方案》、《沙溪镇消防事故处置预
案》，成立火灾救援组织机构并明确责任，
做到责任到人。

开展隐患排查，降低城镇火灾风险。
两镇开展古城 （镇） 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排
查治理专项行动，对核心区内的安全隐患
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违规储藏易燃易
爆危险品、占用消防安全通道、疏散楼梯
或安全出口不足等问题，责令负责人限期
整改。同时，对古城 （镇） 的电网线路进
行了改造升级。

增设消防设施，加强应急处理能力。

沙溪镇召集古镇核心区 120 户居民，与他
们签订消防安全协议书，并给每户居民发
放两个干粉灭火器，请县消防大队给参加
活动的居民演示培训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制定“十户联防”机制，要求 10家经营户
共同出资，镇内给予一定补助发放扩充消
防器材，选出联防队长统一管理，紧急情
况下联动自救。该县古城管理委员会向西
门街古建筑住户及相邻居民住户发放手提
式灭火器和消防专用塑料水缸，对消防设
施的使用进行培训，并在流经古城的沟渠
中建起 14个截水闸。截至目前，已完成电
路改造246户，发放灭火器418个，消防水
缸 398 个，预计春节前将全面完成核心区
623户电路改造。

目前，该县消防安全工作形成了从县
级、乡镇、村委会、村民小组到家庭五级
联动、层层抓落实的局面，全县各乡镇各
种消防应急措施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演练
活动不断开展，救援设施设备投入不断加
大，救援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剑川县切实抓好古城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罗俊英） 在春节来临
之际，为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防御水平，进一
步推进供电企业消防安全建设，1月 19日上
午，剑川供电有限公司邀请县消防大队杨教
官对公司各部门、站所职工共计30余人进行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杨教官以 2015 年刚发生不久的哈尔滨
火灾案例为切入点，结合供电企业消防安
全特点，向参训人员讲解了火灾基本知
识、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知
识、烟花爆竹防火事项及消防安全防范注
意事项，同时对灭火器材的分类、特点、
使用方法等进行详细的介绍。为了加强实
际操作能力，培训现场还组织了“干粉灭

火器灭火、心肺复苏术抢救”等内容的实际
操作。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开展消防安全培
训相当必要，教官生动形象的授课，深入浅
出的讲解，让大家掌握了必备的消防安全知
识，一旦发生火情不仅可以从容应对，还可
以及时组织群众进行初期
扑救和疏散逃生。

通过本次培训，有效
检验了公司员工应急响应
及处置火灾险情的能力，
进一步完善公司消防应急
措施，同时也提高了员工
面对突发险情时的应急处
置能力。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责任南网 和谐南网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责任南网 和谐南网

打造服务品牌
共建和谐大理

大 理 城 区 供 电 局
大 理 日 报 社

合 办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灿斌） 在新春佳节
到来之际，近日，大理供电局 53 名青年志愿
者，在局党委书记肖敏的带领下，来到大理市
凤仪镇乐和村，开展安全用电知识讲座，向
群众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为群众检查、检修用

电设施。他们所到之处，受
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供电所的师傅帮我们
检查、检修用电设备。大理
供电局青年志愿者还来给我
们讲解用电安全知识，我们
收获很大，非常感谢了！”
大理市凤仪镇乐和完小教师
杨兴隆老师这样说。五年级

学生王士敏告诉记者：“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
开用电，今天经过供电局大哥哥大姐姐的认真讲
解，我才真正知道安全用电是多么重要。知道了
怎样防止触电，有人触电了该怎么办，我要把今
天学到的知识传递给父母和亲人！”个体经营户
杨新华说：“大理供电局平时的供电服务质量很
好，今天又来给我们家检查线路。辛苦了，谢谢
你们！”

活动中走访了30多户用电客户开展用电检
查，发放用电安全宣传资料 250多份。大理供
电局青年志愿者成员、青年团员杨建华表示，
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发挥好志愿者的作用，
把安全用电知识传播到千家万户，传播到更多
的农户中。

剑川供电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大理供电局青年志愿者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王永虹） 南涧紧紧抓
住省委、省政府实施大生物、大能源、大旅
游、大制造、大服务“五大”产业建设机
遇，主动融入全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按照

“山上建基地、路边活流通、园区搞加工、
山外拓市场”的产业发展思路，加快农业现
代化步伐，不断延长农副产品的产业链与价
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立足县情实
际，念好“山”字经、作好“农”文章、打
好“生态牌”、唱好“路边戏”。按照“有一
个专项规划、有一班挂钩责任领导、有一套
扶持政策、有一支科技服务队伍、有一批新
型生产经营服务实体、有一批规模化示范基
地、有一批知名品牌商标、有一套质量标准
体系、有一套考核办法、有一个完善的市场
营销网络”的“十个一”产业发展工作机
制，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

促进区域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公郎中
山、新合、自强、沙乐、官地——无量保
平、保台沿线核桃产业示范带；公郎杨梅
岭、罗伯克——小湾黑龙潭、大叶吉诺茶园
沿线茶叶产业示范带；乐秋河、南涧河、巍
山河、弥渡河、窝节河、东涌河等河谷沿线
热区特色果蔬产业示范带”以及“无量药
谷”示范区为主的“三带一区”连片开发。
2014 年南涧县实现农业总产值 22.27 亿元，

“一杯茶、一只鸡、一棵药”发展实现新突
破。全县实现茶叶总产量434万公斤、产值
5.04亿元。出栏无量山乌骨鸡 280万只，实
现产值1.82亿元。编制完成“无量药谷”千
草园建设规划，全县推广种植灯盏花 2012
亩。抚育管理核桃 1.5万亩，实现核桃产值
4.39亿元。发展冬早蔬菜、马铃薯、魔芋等
特色产业4.82万亩。

工业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坚持把“工

业强县”作为加快发展的第一战略，以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为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
体，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优化结构、盘活存
量、做强增量、提升质量，着力扶持和推动
茶叶、泡核桃、无量山乌骨鸡等农特产品精
深加工企业以及三七、灯盏花、滇菊为主的
生物制药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
电子商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
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全年实施招
商引资项目 55个，到位资金 36.11亿元、增
长46.73%。完成园区土地平整160亩，云南
三七科技等3户企业入驻园区。灯盏花素提
取加工生产线、国新商品混凝土生产线、安
宏源家具组装生产线等项目建成投产。沃南
特乌骨鸡加工生产线、凤凰沱茶厂整体技改
搬迁、俊仲号商贸技改扩建等项目加快推
进。无量山倚天达、俊仲号商贸2户企业产
值过亿元。维和药业“无量药谷”种植有限

公司等5户企业被认定为云南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以精
品旅游景区和旅游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
加快推进以无量山、樱花谷、无量药谷、
华庆茶庄园、灵宝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无
量药谷精品庄园和千草园 “一山两谷四
园”以及商旅文特色经济走廊为重点的旅
游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樱
花谷”3A 级景区创建，加强与巍山、弥渡
两县配合，启动以“听歌、祭祖、看舞”为
特色的大理州南部三县民族风情旅游环线建
设，不断提升旅游产业的支撑能力。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庄园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旅
游、自驾旅游，使乡村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
大舞台。2014 年全县接待游客 72.05 万人
次、增长 33%，实现旅游总收入 6.08亿元、
增长28%。

念好“山”字经 作好“农”文章 打好“生态牌” 唱好“路边戏”

南涧着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左先勋） 南涧县做好农民工服务工
作，以专项检查、完善保障、强化责任、强化宣传四项举
措，确保 2015年“两节”期间农民工按时足额取得劳动报
酬，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开展专项检查。该县制定下发《南涧县开展维护农民工
劳动保障合法权益专项检查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明确部门职责和工作任务，对招用农民工的建筑施
工、交通、水利施工、加工制造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
业、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排查，共检查 28户、涉及劳动者
1157人，现场咨询18人次。

抓实完善保障。该县2011年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准备
金制度，制定农民工工资支付不良信用单位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应急预案，从源头上确保农民工能足额领到工资。2014年，共收
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967.03 万元，退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622.98万元，截至目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户余额2212.19万元。

切实强化责任。该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各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强化责任意识，认
真履行部门工作职责，全面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云南省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及相关政策，重点抓好“三金五
制”，杜绝不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就开工的情况，确保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落到实处，其中2014年批准开工项目30个。

进行强化宣传。该县在专项检查中，耐心细致地向用人
单位宣讲 《劳动合同法》、《云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
定》等相关政策法规，认真检查核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缴纳相关社会保险、工资发放等情况，规范用人
单位用工行为，努力营造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南涧县“四举措”
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洱源县牛街乡孤老山苹果园
主人凌明昆在果园采摘苹果。

近期，孤老山苹果又到了采
摘旺季。据凌明昆介绍，孤老山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苹果
含糖量高，品质好，深受消费者
的喜爱，上山来亲手采摘的人越
来越多，果园的收入也逐年增加，
今年预计收入30万元左右。

［通讯员 李素敏 摄］

云龙县团结乡河东村大登村
民小组群众正在进行泡核桃幼苗
管护。

近年来，该县积极探索适合
当地林果提质增效的新模式、新
方法、新技术、新机制，把工作
重心从大规模发展种植逐步转移
到以抚育管理和品种改良为重点
的提质增效上，积极组织县乡林
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各村
组开展核桃种植管理技术培训，
使全县泡核桃种植户全面掌握泡
核桃的科学种植管理技术。

［特约摄影师 旷宏飞 摄］

□ 通讯员 戴灿涛 苏竞翔 余连斌

洱源县是洱海的源头，同时也是云南省
唯一的全国生态文明试点县。近年来，为保
护洱海生态与环境，洱源县在洱海流域规模
化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畜禽、水产养殖等生
态产业。全新的生态产业迫切需要适合的信
贷产品作为支撑。

洱源县益新硕庆肉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韬来自昆明，金融专业毕业后开始从事
牛肉进口贸易的他看到了国内优质牛肉市场
供不应求的现状与巨大的消费潜力，于是来
到洱源，建起了自己的养牛基地。

“产业链完善了才像真正的企业。是农
信社的贷款帮助我们走向规模化、科技
化。”黄韬告诉我们，他的牛肉深加工中心
和生态庄园已经在建，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投
入使用，而此刻他最感激的是洱源县农信社
为他发放的500万元“生态信贷”。

黄韬介绍道，基地目前已有用于繁殖的
基础母牛 200多头、牛犊 300多头，而这个
数字将来还会不断增加。

黄韬是个技术控，喜欢将科技植入养
殖。尽管占地上百亩，但他的基地一共只
请了 9名工人。他购置了布料机，工人开着
车拖着布料机自动为母牛投放饲料。这看
似简单的操作，却对牛栏间的路面宽度以
及顶棚的高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
牛乳喂养的牛犊，他引进了犊牛机器人来
喂食，不仅如此，牛棚内的地面还使用了
以色列的干清技术，不仅祛除了异味，还
能够将牛粪处理转换成有机肥料，供基地
种植区使用，而牛棚的顶棚也安装了雨水
收集器……

洱源是远近闻名的乳牛养殖大县，然而
传统的养牛方式却对环境造成污染。通过大
量的技术投入，黄韬的养殖基地如今已经获
得了当地有关部门的环保评估，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生态环保养殖企业。

事实上，在洱源县像黄韬一样受益于农
信社“生态信贷”的农企与农户还有很多。

洱源县副县长龚红松告诉我们，“生态
信贷”是洱源县根据云南省“三农”金融服
务改革创新工作的总体部署，结合该县被列
为全国生态文明试点县的实际，为充分发挥
金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积极探
索金融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加快推进洱源
县生态文明及美丽乡村建设，适时推出的创
新金融产品。

“生态信贷”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土地
被政府征用或租用，从事生态产业的家庭牧
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设美丽新农村、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种养
殖业等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自然人或中小微
企业作为申贷对象，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
信贷支持。这是一项金融民心工程、惠民工
程、富民工程，旨在切实加大金融对生态农
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工业及美
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投入。

截至去年 12 月末，洱源县农村信用社
已累计发放“生态信贷”2.93亿元，惠及农
户 6875户。“下一步，我们还将尝试引入一
家担保公司，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洱源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王云松如是说。

洱源县为充分发挥金融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杠杆作用，积极探索金融与生态发展的

有机结合，适时推出创新金融产品

“ 生 态 信 贷 ”
守护洱海源头

弥渡县正在修建的小（一）型水库——长坡岭水库已完
成投资3200万元，占总投资约54.5%。目前水库输水隧洞已
全线贯通，整个大坝填筑工程有望于4月底完成。

［通讯员 张 化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纳惠敏） 巍山县全面落实惠农政策，
通过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三农”倾斜，
2014年全县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稳定增长。

一是不断加大农业发展资金投入，2014年农林水事务支
出41965万元，较上年增支15037万元，增55.8%。二是着力
增加农民收入，2014 年补助涉农保险保费 623 万元，通过

“一折通”兑付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资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 7005 万元，
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支农力度，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202482万元，比上年
增 41355 万元，增幅 25.7%。三是扎实推进财政惠农项目，
投资 1926万元实施“一事一议”项目 45个，其中普惠制项
目 41 个、示范村项目 1 个、美丽乡村项目 3 个，筹集资金
1256万元建成了95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兴祥 赵文忠） 从
2015 年起，宾川县计划用 3 年时间，投资
2930万元完成 3万亩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建
设，实现每年新增经济效益1.5亿元。

宾川县紧紧抓住被列为云南省开展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综合服务示范县机遇，
与上海交大开展校县合作，引进并推广有机
质无土栽培和葡萄根域限制栽培等新技术，
依托本来生活、贡天下特产网等大型电商采
购平台，开通信息发布、淘宝等网络销售平
台，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户收入。

宾川将建设3万亩
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

巍山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

（上接A1版） 何华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推进现代
农业建设、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着力发挥党组织作用从组织上落实从严治党等六个方
面，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重要讲话和
对大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落实要求和任务分解作安排。
他强调，全州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立说立行的
工作作风，对任务分解迅速作出安排部署，制定工作方案和
推进计划，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希望和要求传达到每一个党员干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关怀和谆谆嘱托传递到社会方方面面，进一步找准发展目标
定位，落实部门责任，全力以赴抓落实，把学习贯彻活动的
实际成效体现在各项工作的快推进、快落实上，为大理在新
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奠定基础。

州委常委，州人大主任，州政协主席，州人大副主任，
州政府副州长，州政协副主席，州人大、州政协保留厅级待遇
的领导，州法院、州检察院、州国家安全局主要领导，大理海
东山地城市开发建设产业督导协调组组长、副组长，州建设
项目督查专员办主任，担任过副厅以上实职的离退休在关老
领导，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秘书长，州级各部门领导，
中央和省属驻大理各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驻大理各有关单位
负责人在龙山行政办公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在分会场
参加会议。

我州召开领导干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