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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
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1月22
日在大理市召开。

建议会议的议程是：1.听取和审
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
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2.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
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四
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3.列席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
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协商讨论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4.报告《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
第十四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十 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征集情况》；
5.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6.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关于十四届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7.审议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
族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政治决议》；8.有关人事事项；9.其
他事项。

会议召开具体时间如需调整，授
权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会
议作出决定。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25年1月13日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杨铁军 谢凡） 1月
13日，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州政协党组书记程鹏出席会议并
讲话，州政协副主席常于忠主持会议，
州政府副州长杨松到会指导。

会议进行了集中学习；听取了州
人民政府关于州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通报；通报
了中共大理州委办公室关于督办党群
政法系统办理州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
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

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四届三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
案）》；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列席单
位和列席人员名单范围，委员分组和
各组召集人名单，秘书长、副秘书长名
单，秘书处机构设置和职责；审议通过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
治州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常

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人名单、《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报告人名单，以及关于授
权主席会议审定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未尽
事宜的决定；审议通过了《政协大理州
第十四届委员会 2025年工作要点》；审
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会上，通报了州政协2024年度重点
调研视察和协商报告、州政协常委2024
年度履职情况；州政协各专委室报告了
2024 年度工作和 2025 年工作计划；部
分州政协常委开展了年度履职情况述
职，州政协领导进行了现场点评；对州
直部门（单位）2024年度履行职能职责

情况开展了民主测评。
程鹏强调，十四届州政协常委会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大理实践履职尽责，为助力全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力量。
要坚持学在深处，以新思想引领政协事
业新作为；坚持干在实处，以新作为展
现政协工作新气象；坚持落在细处，以
新气象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州政协副主席王瑛、陈绍明、施双林、
雷家彬、管金堂，秘书长杨赵义出席会议。

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 记者 张洲 杜伟 刘泉 朱蕾
杨钰洁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
科研工作者群体，是洱海保护治理的众
多群体里的一个。他们常年驻守在洱海
保护一线，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为洱海
治理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为洱海“水更
清、月更明”倾心尽力。

2024年12月30日，当记者走进上海
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高原湖泊污染控
制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时，实验室监督员
杨铭浩正在进行高锰酸盐指数检测，作
为外出采样的骨干成员，他已经忙碌了
一个上午。“我在洱海保护整个环节当
中主要承担外采的任务，此外还有一些
实验任务要参与。一年中大概有一半
的时间在外面现场采样、现场观测，另
外一半的时间就是在实验室里把采回

来的样本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把数据做
一个汇总。”杨铭浩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洱海湖区及水域周边的采
样工作每周要进行一次，完成起来并不
容易。例如，2024年 12月以后，大理进
入了大风季节，大风在洱海上形成的大
浪会增加采样的难度、延长采样的时
间。采访当天，杨铭浩的采样工作结束
得较早，但当他带着样本回到位于大理
市海东新区的研究院实验室时已经是
下午三点了。样品中的一部分待检物
质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
数据出现偏差，因此，刚回来大家就马
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实验中。

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高原湖
泊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实验员欧阳晓燕
告诉记者：“周一例行出去外采，然后有
一部分指标要在当天晚上出结果，回来
就要加班把一些指标的结果做出来。”

环境监测是生态保护工作的基础
和前提，对于评估环境质量、预防和控
制污染、科学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和
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上海
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高原湖泊污染
控制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们共进行了 52
次日常监测任务。目前，坚守在环境监
测一线的研究员最短的工作年限也已
经超过 5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采
样、实验、分析看起来有些枯燥，但对于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却充满了意义。

“我从毕业到现在已经有 14年了，
14年来我一直从事洱海保护工作，我觉
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看着洱海
一步一步变好，我也挺骄傲的，因为其
中也有我贡献的一份力量。”上海交大
云南（大理）研究院高原湖泊污染控制
研究中心主任孙天阳说。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

成立于 2014年，十年来，深入参与了我
州洱海保护治理各个阶段的工作，以
院长王欣泽为核心的科研团队承担了
洱海流域与湖泊主体水环境质量分析
与评估，研发出以污水处理和湿地修复
为核心的符合洱海治理需求的多项实
用技术，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把科研做在生产实践中”，让洱海逐
步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副院
长封吉猛说：“十年来，上海交通大学
科研团队坚持扎根大理洱海，持续开
展洱海水质跟踪检测和水环境改善技
术研究，为地方政府进行洱海保护治
理决策和环保工程措施提供了充分的
数据保障和有效的技术支撑。近些
年，洱海水体总体稳定在优良水平，洱海
水质透明度持续改善，洱海保护治理
成效显著。”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洱海保护

洱 海 边 的 守 望 者

祥云县禾甸镇七宣村村民在
加工晾晒贡菜。（摄于1月3日）

近日，祥云县依托“云南省蔬
菜科技服务特派团”技术指导发
展的8000亩贡菜相继迎来丰收，
预计年产值可达 7200 万元。目
前，祥云县已建成 1 个贡菜种植
科技示范基地、6个标准化示范基
地，培育贡菜种植大户7户、加工
销售大户 8 户，促进了贡菜产业
的规模化发展。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左永华）
近日，永平县贵口村、羊街村、居居
麻、安吉村、栗树坪、阿未席 6个集中
式太阳能光伏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永平县贵口村、羊街村、居居麻、
栗树坪、阿未席 6个集中式太阳能光
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34.7万千瓦，分
别由华能澜沧江（永平）新能源有限
公司和永平瑞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投
资 15.95 亿元建设，项目覆盖永平县
龙街镇和北斗乡，建设内容包括 119
个光伏场区、3座升压站、105.13公里
集电线路和一条 2公里的 110千伏送
出线路。这 6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年

发电量可达 5.73亿千瓦时，年产值约
1.72亿元。

截至目前，永平县共建成集中式
太阳能光伏电站 31 个，总装机容量
49.89万千瓦；建成太阳能光伏扶贫电
站 22 个，装机规模 1.19 万千瓦，年平
均发电量 1938.6万千瓦时，年均收益
918 万元；建成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装机规模 2万千瓦，年发电量
累计达 90 多万千瓦时。这些集中式
太阳能光伏电站、太阳能光伏扶贫电
站和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在
永平县的全面建成投产，有力助推了
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智芳） 1 月 9
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发布 2024
年第二批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

“南涧绿茶”和“南涧无量山乌骨鸡”成
功入选。

据悉，《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
录》征集涵盖但不限于全国销售、绿色
优质、高质高效并获得相关权威机构
（组织）评价认可的农产品知名品牌，
包括种植、畜牧、渔业和农产品加工
及相关领域的知名品牌。申报纳入

《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的品牌，
原则上应当是县域知名农产品品牌。

根据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
征集程序要求，南涧县茶叶工作站和
南涧县无量山乌骨鸡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两个单位申报的“南涧绿茶”“南涧
无量山乌骨鸡”2 个县域知名农产品
品牌及其 19 家核心生产经营主体，
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地市级、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绿色优质农产品
工作机构审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组织专家技术审评确认，并在网站
公示，符合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
征集条件，纳入《中国农产品品牌索
引名录》。

我州两个农产品品牌纳入
《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

永平县6个集中式太阳能
光伏电站建成投产

新 春 走 基 层新 春 走 基 层

□ 通讯员 杨宋

近日，走进弥渡县寅街镇大庄村委会大庄营村新建成
的蔬菜“双绑”基地，只见农机手驾驶着机械来回耕地，村
民们忙着搬运肥料、覆盖薄膜，准备栽种黄瓜苗，呈现出
一派“冬闲人不闲”的忙碌景象。“2024年，我家种植黄瓜 5
亩，共收获 18吨，收入 7万元。”弥渡酬勤文旅种植农民合
作社社员白桂花满脸笑容地说。

近年来，弥渡县全面推广“双绑”利益联结机制，提高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水平，走出了一条
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企业盈利、产业发展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2020年，弥渡县新街镇大荒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弥渡
博润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龙头企业绑定合
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蔬菜发展模式，让合作
社、农户和企业形成“利益捆绑”，促进社员稳定增收。
同时，制定“3582”利益联结机制，即销售收入在支付农
户流转土地租金、回购大棚费用、企业投入品成本（种
苗、农药、化肥等投入品垫资）后，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取
3%，合作社提取 5%，最后剩余部分 80%分给农户、20%分
给龙头企业。

“我家种了4年的黄瓜，年年都丰收。2024年，我家种了
三茬黄瓜，长势较好，收入 35万元。”大荒地村村民张绍贵
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张绍贵家曾经是大荒地村的贫困
户，2021年加入合作社后，每年种植 5亩黄瓜，收入逐年增
加，实现了脱贫致富。

得益于“双绑”模式带来的红利，大荒地村经济得到飞
速发展。目前，全村建成标准化蔬菜大棚240亩，社员从14
户增加到48户；合作社连续4年户均分红12.4万元、14.6万
元、21.5万元、22.6万元，村级集体经济逐年提升，连续 4年
分别收入7万元、11.9万元、16.7万元、17.7万元。

在大荒地村“双绑”模式带动下，寅街镇大庄村党总支
牵头成立弥渡酬勤文旅种植农民合作社，并与大理耘飞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建成“双绑”蔬菜大棚 100 亩。
2024年 10月至 12月，合作社种植黄瓜 50亩，亩产量 5吨，
亩收入 2万元，每户社员收入 3.5万元至 10万元，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10万元。

“今年，大庄村将推广无土栽培技术，调整蔬菜品种
结构，新增‘双绑’蔬菜 100亩，新增社员 20户。”大庄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弥渡酬勤文旅种植农民合作社理
事长李文虎信心十足地说。

2023 年 10 月，弥渡县委、县政府研究出台了《弥渡县
全面推广“双绑”模式加快蔬菜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到
2025年，依托蔬菜种植龙头企业，在全县推广“双绑”模式
蔬菜种植基地 60个以上，新增设施蔬菜面积 6000亩以上，
吸纳社员 1200 户以上，户均年增收 25 万元以上，带动
3000 人就近就业。实施意见出台后，有力地推动了“双
绑”种植基地建设。2024年，弥渡县新建“双绑”蔬菜大棚
1400 亩，绑定合作社 133 个，吸纳社员 6551 户，村级集体
经济增收近 1000 万元，社员户均年增收 5.2 万元以上，实
现了社员、企业、村集体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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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我州“三育并举”凝聚文明榜样力量

乘时代长风 绘文明新篇

文明实践 大理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