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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地名故事

□ 通讯员 吴亮飞

“我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工作了一段
时间，听说村里正在大力发展旅游就回
来了。”返乡大学生李蕊回到家乡后做
起了村里的讲解员和咖啡师。

近年来，漾濞县阿尼么村立足本土
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党总支牵头引领、
合作社自治管理、专业公司运维经营、
农户入社入股的“4+”联农带农模式，因
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不断拓宽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推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实现“家家有产业、人人有岗位、户户能
增收”。

发挥致富带头引领力
推动村民“有人带路”

坚持组织引领。采取“两推一选”，
突出“双好双强”，选拔优秀党员、致富
能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成立阿尼么
弹三农合作社党支部，组建村务监事
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妇女议事
会等“一部多组织”，组织化推动集体、
公司、群众融合发展。

坚持能人带动。积极回引有志之
士，组建三农合作社人才库，积极吸纳
音乐影视创作、种植养殖、中草药、雕刻

绘画、石匠木匠等各类专业人才，成功
吸引云南省著名民族音乐人李永康，电
商达人朱娅，青年创业者李江女，乡土
能人李波涛、李稳果，退役军官代进魁
等 20 余名致富带头人参与发展，有效
解决了乡村建设的人才瓶颈问题。

坚持公司推动。2018年，回引昆明
胖核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返乡投资
1200余万元创业，建设音乐文化影视创
作基地，建成以石头为元素、艺术为韵
味、乡愁为底色的“阿尼么 007 艺术农
庄”，让昔日的石头村变成了远近闻名
的艺术村，也让群众看到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盼头。该公司与阿尼么弹三农合
作社党支部深度合作，全面参与推动
阿尼么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运维经营，每
年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10 余个，使用临
时工500余人次。

激活优势资源新动能
推动村民“有业可寻”

老家蝶变民宿创收。鼓励引导村
民经营特色民宿客栈，先后扶持开办了

“007 艺术农庄”“放羊阿佬家”“教书阿
舅家”“阿妈的烟火家”“老支书家”“阿
毕大叔家”“圆圆果果家”“老社长家”8
家充满乡愁气息的特色餐厅和半山民

宿，把农民转型成为商人。
土货荣登厅堂增收。通过不断拓

展产业发展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将本地文创产品、农家土鸡、火腿、鸡枞
菌、核桃等农特产品通过电商、视频
直播带货、线下等渠道进行销售，今
年以来，实现农特产品销售收入 30 余
万元。

流转土地资源助收。通过土地出
租、入股、转让、互换等多种形式，充分
挖掘村中有限土地资源，实现利用价值
最大化，目前，5户农户通过出租流转闲
置土地创收8.75万元，利用闲置土地开
辟经营铺面44个，实现户户有铺面。

发挥闲置资源扩收。巧妙利用闲
置厩舍，打造了牛棚咖啡屋、驴爸吧酒
吧、二百五茶馆等休闲场所，并充分运
用核桃林下空地，打造集体验、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农耕文化体验园 2000 余平
方米。阿尼么村通过积极盘活和联结
各类资源要素，发展多元特色产业，开
发多个就业岗位，切实推动村民在家门
口创业、就业，实现赚钱顾家两不误。

拓宽技能培训覆盖面
推动村民“有才加身”

实训提升素质。积极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和村民素质提升行动，着力培养
新型职业农民。协调相关行业部门组
织农业生产、民宿经营、餐饮、电商直播
等培训20余场次300余人次，提升村民
多渠道就业能力。

实战培养人才。积极申报争取多
个村庄建设项目，并在项目建设中培养
和锻炼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优先使用
本村劳动力，有效促进村民实现收入与
技能“双丰收”。近两年来，各项目使用
本地农民工 1.9 万人次；通过新增就业
岗位、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带动年就业 1
万余人次，发放工资194.3万元，培训出
师本地能工巧匠11人。

实操学习技能。民宿经营户以 1
户大户带动多户小户的“1+N”方式，联
结友邻亲戚，作为固定劳务合作对象和
农副产品定点供应农户，目前，8户餐饮
民宿大户共带动友邻亲戚务工 42 人，
切实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推动亲邻学
习掌握经营管理技能。

“今年来，阿尼么村外出务工 25 人
中已有13人回村发展，1至10月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8 万元，比 2018 年增
加约 2万元，大伙在家门口赚钱顾家两
不误，日子越过越红火。”阿尼么弹三农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江女说。

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群众在
文源广场练习健身舞蹈。（摄于 12 月
13日）

近年来，刘厂镇坚持用新发展理
念指导全民健身工作实践，依托各级
项目资金，建成农民健身口袋公园
（广场）19个、健身步道10余公里、村
级篮球场地 13 块，安装健身路径 12
套，常态化开展广场舞健身培训，初
步形成农村“15分钟健身圈”，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 通讯员 李慧琴

近年来，宾川县妇联学习借鉴“千
万工程”经验，通过聚焦内务整理和美
丽庭院建设这一“小切口”，改善农村家
庭的生活环境，提升乡村的整体风貌，
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贡献巾帼力量。

精准定位，以“小切口”聚焦大民
生。针对农村家庭存在的内务摆放杂乱、
庭院缺乏规划打理等问题，宾川县妇联将
工作重点放在引导提升内务整理能力和
打造美丽庭院上，按照“七净一规范一整
齐”（门前屋后干净、院落干净、室内干
净、厨房干净、床铺被褥干净、厕所干净、
个人卫生干净、物件摆放规范，柴草码放
整齐）的要求，引导和规范群众养成干净
卫生整洁的良好生活习惯，以“叠被子、收
衣物”入手推进农村家庭内务整理，让家

庭从“里”到“外”实现干净整洁。
宣传引导，激发内生动力。各级妇

联组织、妇联干部、妇联执委、巾帼志愿
者走在前、做表率，以聊家常、发资料等
形式开展巾帼志愿入户面对面宣传宣
讲活动 100 余场次，覆盖 1000 多户家
庭，号召全县广大妇女从自我做起、从
家庭做起。广泛动员妇女群众清除房
前屋后垃圾、厨余垃圾，减少乱泼乱倒、
乱堆乱放现象，整治脏乱差，不留卫生
死角。宾川县妇联在“宾川巾帼”微信
公众号发出《人居环境你我共建，宜居
环境你我共享》倡议书；拍摄制作《美丽
乡村》《美丽庭院》《公益劳动》《美好未
来》等 5 集情景短剧，网络播放量达 60
万，让群众看得懂、学得会，将家庭内务
整理和庭院建设知识全面铺开。

培训赋能，提升整理技能。邀请专

业老师开展内务整理和庭院建设现场
培训，手把手教群众如何根据不同物品
的使用频率进行分类收纳，从衣柜的整
理，到厨房用品的摆放，再到杂物间的
清理，在实践中掌握科学的收纳方法；
在美丽庭院建设方面，讲解如何根据自
家庭院的大小、朝向选择合适的绿植和
瓜果，如何规划休闲和种植区，如何让
庭院物件摆放规范整齐，全县开展现场
培训 4 场 380 人次。同时，制作线上培
训视频《扮靓室内室外 创建“美丽庭
院”》，引导转发学习，确保培训覆盖到
每一个有需求的角落。

示范引领，带动全面开花。宾川县
妇联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树立美丽
庭院建设示范户，以点带面，推动内务
整理和美丽庭院建设“齐头并进”。制
定出农村家庭内务整理规范、厕所清理

标准等，倡导农村妇女和家庭成员养成
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组织妇女群众
到金牛镇白羊街村、鸡足山镇沙址村的 5
户美丽庭院示范户家中实地感受示范
户的庭院布局、内务整理细节等，激发
妇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比学
赶超的氛围。今年来共开展观摩学习活
动5场次、参与群众500余人。

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模
式。鼓励引导妇女群众根据本土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并与创建美
丽庭院有机结合，帮助妇女群众增收致
富。通过发展“庭院+特色种植”“庭院+
特色加工”“庭院+特色文旅”“庭院+直
播电商”等引领农村妇女根据市场需求
和自己的技术特长多元化发展，并充分
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间种植果树、蔬
菜等，实现足不出户，就地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王婷） 为助力餐
饮业高质量发展，近期，大理市税务局

“苍洱税务政策宣讲团”深入太和街道
大关邑美食街，针对沿街美食商户的特
点及涉税需求，依托税收大数据平台多
维度“精准画像”，开展税收数据分析，
为美食街商户提供“滴灌式”精准服务，
将“税惠礼包”送进街边小店。

大理市税务局紧密结合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在 5 个税源管理分
局成立税费政策宣传党员志愿服务队，
针对各类企业的税收政策需求，实施税
惠政策“一对一”精准推送举措，助力企
业发展。

“税务干部多次上门进行税收优惠
宣传，仅今年上半年，我们就享受各项
税费减免近 8.5 万元；节假日税务干部

与我们共同研判，调增发票限额，保证
消费者高效便捷地取得发票，这些举措
都大大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及运营成
本。同时，税务干部告诉我们通过税收
大数据分析，我们的客流除了云贵川三
省外，广州、江苏、浙江三省也是主流客
户，这一重要信息为我们下一步企业宣
传、菜品创新都提供了重要支撑。”大理
嗨东茄子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企业
法定代表人杨雄勋说。

随着大理税务部门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的宣传落实，税收大数据的精准发
力，大理本地餐饮业也不断焕发新机。
下一步，大理税务部门将持续瞄准纳
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进行政策宣
传辅导，助力企业发展，为餐饮业“增色
添香”。

12月10日，巍山县南诏镇自由村民间艺人在制作扎染。
近年来，巍山县重视非遗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发掘，打造了以扎染、刺绣、葫芦笙制

作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促进群众增收。
［通讯员 陆向荣 赵雷梦怡 摄］

漾濞县阿尼么村——

农文旅融合引领 家门口就业成真

宾川县妇联——

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以“小切口”共建和美乡村

大理市税务局助力餐饮业
高质量发展

双廊，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流
淌着诗意与梦幻韵律的地方。这里海
风轻拂、渔歌悠扬，讲述着千年渔村的
故事。

双廊村，位于大理市东北部，洱海
东北岸。这个名字在白语中一直被称
为“爨奴”（cual nud）。“爨”在白语中有

“海岛”之意。一大一小两个岛屿，就像
是双廊村的守护神，静静地守护着这片
土地。

双廊南有长约 7 公里的弧形海岸，
名莲花曲，北有长约5公里的弧形海湾，
称罗莳曲，形如两条长廊，是洱海著名
的九曲中的二曲。

洱海中有风光秀丽的玉几岛、金
梭 岛 ，二 岛 犹 如 浮 在 水 面 的 一 对 鸳
鸯，将居住在二曲之间的 9 个自然村
拴在廊内，故称拴廊。又因为“二曲”

“二岛”均为“双”，清代以后将“拴廊”改
为“双廊”。

南诏大理国时期，双廊是重要的军
事要塞和水军基地。至今，双廊村还保
留着毗舍战场遗址、正觉寺、玉几庵、
飞燕寺、红山景帝祠等历史文物古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廊逐渐由一个
渔村发展成为大理的旅游胜地。

20世纪90年代末期，双廊的“岛爨”
经过旅游开发后正式更名为南诏风情
岛。人们沉醉在这个古老渔村的晨曦
晚风中。而只要你深入地走一走，你会
发现这里除了优美的风光，还有洱海文
明最典型的渔业文化。

每天的湖光山色与岛屿的浪漫似
乎养育了双廊人的艺术基因。这里的
人们爱美，也会创造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舞蹈家杨丽萍、
艺术家赵青、建筑师八旬、导演张扬、
创办农民画社的沈建华，他们在这里
生活、创作，与智慧的白族一起共融
共创，演绎着艺术家第二居所的新的
故事。

双廊被誉为“苍洱风光第一镇”。
在这里，苍洱百里壮景尽收眼底，境内
水天一色、群山叠翠与湖光水色交相辉
映，金梭织锦、“双岛双曲”与古色淡雅、
风情浓郁的白族集镇相环抱，形成一
幅人居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天然图景，
千年渔村成了各路旅人们停留和放松
的港湾。

双廊，不仅充满人们对英雄的敬
仰、对自然的敬畏，还充满着人们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祈愿。

双 廊
□ 曾丽霞 赵云贵 史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