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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7 月 3 日上午，龙街镇古富村
岔箐组王加周的茶叶种植基地里
围满了村民，他们依山而坐，兴致
勃勃地聆听着技术人员讲解茶叶
种植及管理的技术要领。

这是永平县园艺工作站的技术
人员来到龙街镇古富村的田间地头
为茶农送“茶经”，就茶苗栽种、施肥
要领、修枝造型、病虫害防控技术等
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并现
场分析了当地的茶叶发展现状、茶
叶种植的前景，还对茶苗种植管理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

“大家栽种茶叶的时候要先起
沟，然后施上底肥，茶苗种植的间
距最好是40公分，如果茶苗高度超
过 30公分了，要及时修剪，否则以
后的长势会不好，影响茶叶的收

成。”来自永平县园艺工作站的高
级农艺师王在安一边讲解，一边用
小锄头示范栽种茶苗。

“老师，麻烦您再示范栽几株
给我们看看。”“老师，您先前说要
施哪种肥最好？”“老师，您说咋个修
剪茶苗？再示范给我看下。”……在
互动环节，茶农们争先恐后地咨询
有关茶叶种植的技术问题。

龙街镇古富村是一个高寒贫
困山区村，平均海拔在 2000 米以
上，气候土质非常适宜种植高山生
态茶，已有上百年的茶叶栽种历
史。但之前茶农们的栽种纯属“放
任自生自灭”型，往往是栽种了就
栽种了，到茶叶采摘季节能采多少
就采多少，产量不高，质量上不去。

“我家以前也种茶，但由于缺

技术，多是自己摸索着种，茶叶种
植成效不高。今年在镇村的指导
下，计划扩大规模种植 50亩，但不
晓得咋个管理才科学，心中一点底
都没有。今天镇村邀请专家到我
的种植基地指导，真是帮了我大忙
了！”该村岔箐组村民王加周对这
样的培训很是夸赞。

据了解，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龙街镇党委政府在掌握实情的基
础上，结合历史及现实实际，将该
村茶叶发展规划为主导产业，让茶
叶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源头活
水，农民致富的“摇钱树”，以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规划种
植 3000亩高山生态茶。并花大力
气进行茶叶产业发展的帮扶指导
和技术培训，邀请专家现场进行培

训指导。
“古富村的茶叶种植历史悠

久，但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整体效
益不高，我们希望通过技术培训，提
高种植户的技能水平，激发其内生
动力，科学绿色地把资源变成资产
变成效益，把产业做大做强，让贫困
户依靠产业发展早日实现脱贫致
富，让非贫困户依靠产业发展早日
实现致富奔小康的目标。”龙街镇
党委组织委员、古富村扶贫工作组
组长常建福介绍说。 （刘仕德）

永平县龙街镇古富村：茶叶专家到田间地头送“茶经”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杨家振）
近年来，祥云县以农村科技创新服
务主体为依托，以科技服务平台建
设为抓手，吸纳转化农业科技创新
成果，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资源向
贫困地区集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对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支撑引
领作用，在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投
入与扶持力度，在提高群众科学素
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上下功夫，为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实施科学素质提升专项工程，
加强农村实用技术推广应用。以
培育创业主体为目标，通过特色产
业开发先进适用技术、创新创业培
训，提升贫困地区人员创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大力实施返乡创业培训
5年行动计划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工程、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

计划、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同时，建立科技人员包村联户制
度，打造“一村一品”科技示范，积
极开展科技普及和技术培训，推广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实施特色产业创新培育专项
工程，加大对全县特色产业发展的
支持力度。围绕全县野生食用菌、
蚕桑、果蔬、生猪及畜产品四大特
色支柱产业，强化技术支撑示范，
带动项目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
指导相关企业进行项目包装、储备
和申报，向上争取科技扶贫专项项
目，多渠道争取项目资金投入科技
扶贫，实现特色产业技术开发和成
果推广；结合特色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实际，引导特色农业产业龙
头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自主创新能
力的优势企业。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惠

民专项工程。以祥云县被列为云南
省首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建设县
为契机，大力扶持发展科技中介服
务机构，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充分发挥县内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作用，引导祥云
财富科技孵化有限公司和县科技
成果转化中心（县生产力促进中
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同时，
加大科技特派员选派力度，服务祥云
特色主导产业发展。

实施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以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抓手，
以核心区带动示范区，以示范区
拉动辐射区，形成互通互动的技
术传播体系，促进县域产业发展，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以云南省科
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建设为依托，
构建起完善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
化体系，增强高水平科技创新供

给能力，升级改造传统行业，发展
新兴产业，推动县内新兴产业集
群发展。

培育创新创业载体。充分发
挥“科技企业孵化器”“星创天地”

“创新创业园”等创新创业功能，抓
好现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以农业
科技园区、农业龙头骨干企业、科
技特派员科技服务为载体，为科技
人员提供创意创业空间、创业实训
基地。通过开展技术集成创新、创
业培育孵化、成果示范推广、科技
金融等服务，带动贫困地区产业经
济发展。

2017年，全县新增省级龙头企
业4户，州级龙头企业4户、农业庄
园2个、示范家庭农场3个、专业合
作社示范社 4 个、家庭牧场 3 个，
建设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区 5
个，培育职业农民300人。

祥云以科技助推群众持久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江跃德）
“鲜奶吧”进入我州以来，受到广大
消费者的青睐，生产经营规模越来
越大。为确保“鲜奶吧”奶源质量安
全，我州农业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做好“鲜奶吧”直供牧场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

事前有审核，严格“鲜奶吧”直
供牧场准入门槛。州农业部门于
2017年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鲜奶吧”直供牧场审核监管的通
知》，明确各县市农业（畜牧兽医）局
为辖区内“鲜奶吧”直供牧场的审核
管理部门，要求审核管理部门认真
履职尽责，对照《大理州“鲜奶吧”直
供牧场审核内容和标准》严格开展
年审和日常监管工作。

事中有督查，坚持奶源质量“产

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州级和
县市联动，对大理、宾川、弥渡三县
（市）的6家“鲜奶吧”直供牧场开展
专项督查，重点对牧场“两病”监测、
质量检验报告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核
查，督促牧场规范建立养殖档案、增
强质量安全意识。

事后有落实，对监管工作开展
“回头看”。为确保督查工作取得
实效，要求县市级监管部门督促整
改落实，及时沟通并上报整改完成
情况。督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对监管
工作开展“回头看”，对于整改达不
到要求、年审未通过的取消“鲜奶
吧”直供牧场资格，将结果在媒体
上公开发布，并通报给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政策执
行无偏差。

我州从源头强化
“鲜奶吧”质量安全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杨秀云） 今
年以来，宾川县纪检监察机关突出
明察暗访、专项整治和纪律检查三
项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

紧盯重点，明察暗访呈常态。
制定《2018年明察暗访工作安排》，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室，在元旦、
春节、五一、端午节期间深入全县
各级各部门对工作纪律、值班纪
律、财经纪律、公务用车管理、森林
防火及驻村工作队员在岗情况等
开展监督检查 5次，发现问题 14个
并责令相关单位进行限期整改，对
1名违反值班纪律的村委会干部给
予问责。

持 续 深 化 ，专 项 整 治 不 放
松。开展新一轮“六个严禁”“令
不行、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
等专项整治，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 个，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1 人；查处不作为问
题 3 个、乱作为问题 3 个，处理 18
人，其中问责 5 人、党纪政务处分
13 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1
个，处理 6人。

传导压力，纪律检查促落实。
将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和脱贫攻坚工作等作为纪
律检查重点，制定《宾川县开展脱
贫攻坚工作干部纪律作风监督检查
工作方案》《宾川县提升城乡人居
环境行动纪律检查工作方案》，在
五一、三月街民族节期间对旅游市
场秩序整治情况开展督查，发现问
题当场交办整改，不能及时整改的
6个问题建立台账反馈责任单位限
时整改；成立 10 个脱贫攻坚工作
干部纪律作风监督检查工作组开
展 3 轮监督检查，将脱贫攻坚工作
任务落实情况进行全县通报，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集体提醒谈
话、约谈，用严明的纪律层层传导
压力、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工
作有效落实。

宾川持续推进
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大理州纪委监委 大理日报社 合办

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清洁家园 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

7月1日，大理市下关镇福文社区党总支与结对单位共同开展“三清洁”
活动，助推文明城市建设。

“三清洁”活动创立以来，我州各地持续深入开展，通过清洁家园、清洁
水源、清洁田园，有力推动全州文明环境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记者 勾六零 通讯员 黄仁兴 摄影报道］

□ 特约记者 樊娇艳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
要养成好性子，良好风尚充满一寨
子”——这是洱源县茈碧湖镇永兴村
委会吉菜村 2016年底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后，村民理事会定下的新村
目标。一年多过去了，现在的吉菜村
是个什么样？带着好奇，记者于日
前来到吉菜村。

一片开阔的平缓山地上，一
排排青瓦白墙的砖混住房整齐划
一，平坦宽阔的水泥道路整洁干
净，文化活动广场、党支部活动室、
篮球场、卫生公厕等公用设施一应
俱全……刚到吉菜村，就让记者眼
前一亮。

顺着水泥路走进村民杨红旗

大叔家时，他正忙着打扫家里的卫
生。“搬迁之前，一到雨季，家里家
外的泥巴能没到膝盖，以前是没条
件，现在进门有泥巴就不习惯了，
早上起来也要先打扫卫生才去干
活。”2016年底，杨大叔和二十多户
乡亲一同建新房、搬新家，为了树
立良好的民风和村风，吉菜村从社
会治安、消防安全、村风民俗、邻里
关系、婚姻家庭五个方面制订了村
规民约。按照约定，每逢周一，每
家每户都要出一名劳动力对村内
公共场所进行大扫除。同时，各家
各户的门前五包责任制（包门前环
境卫生、包绿化、包公共秩序、包设
施和包粪堆下田）也开始认真执
行。村里还成立了村民自治理事
会和监事会，积极引导村民进一步

规范日常行为，破除陈规陋习，树
立新面貌、新风尚。通过一年多时
间的推行，村里家庭环境整治和村
容村貌整治蔚然成风，村民们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
有了明显提升。

有好房子，还要抱团一起过上
有奔头的好日子。吉菜村在产业
发展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采
取“党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
产金互促模式，由党支部牵头成立
互助社，把建档立卡贫困户 5万元

“精扶贷”贷款交由互助社，统一入
股到龙头企业分红或者共同发展
产业。先后投入 30万元成立了蔬
菜种植合作社；投入 70万元，引入
西南红饲料公司新建养鸡场，成立

年出栏 4.5 万羽的商品鸡合作社；
投入 80 万元，发展苹果种植 750
亩。此外，开展劳动技能培训3期，
培训 120人，全村 62户 283人中外
出务工达 34户 49人。有了党支部
引路，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更
高、参与面更广。2017年，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 8962 元，比 2016 年增
收900多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抓思想，促发展，让
文明新风不断深入人心，激发群
众苦干实干、自立自强的信心和
决心，紧紧抓住国家实行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好时机，进一步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永兴村委
会党总支书记李绍基信心满满地
对记者说。

洱源吉菜村：新村新貌新气象

文明新风拂白州

7 月 4 日，南涧县南涧镇
白云村委会平地村村民在采
摘花椒。

近年来，南涧县依托山区
优势，以有种植基础、积极性
高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示范，
大力发展以树头菜和青花椒
为主的无量山森林蔬菜。截
至目前，全县完成夏季无量山
森林蔬菜造林面积10万亩，涉
及 8 个 乡 镇 、79 个 村 委 会 、
12437 户在册贫困户，总投资
达400万元。

［通讯员 适志宏 摄］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