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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迪 杨福寿）为了
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我州按照“坚持外出就业与就地就近就
业并重”的工作思路，开展 2025 年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推动
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就业，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你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
解更多信息”，1月 16日上午，在大理市
太邑乡富滇文化广场，大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回答群众
的就业咨询。

前来咨询的大理市民杨冬梅说：

“这里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一些就业渠
道，对我们来说很好很方便。”

1 月 15 日、16 日，大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先后在大理市凤仪镇、
太邑乡开展专场招聘会，通过设置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线
上直播招聘、进村入户宣传等形式，搭
建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桥梁。
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
任刘毅介绍：“我们为群众提供了大量
优质的工作岗位，涉及到一百多家市内
用工企业和几十家省外用工企业。我们
将开展广泛摸排，详细了解群众返乡情

况和就业意愿，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把招聘信息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

据介绍，大理州2025年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从1月2日持
续到 4 月 10 日，在此期间，我州各级人
社部门将实施就业信息摸底排查、转移
就业宣传招聘、外出务工输送保障、就
地就近就业促进行动、技能提升精准培
训、返乡创业鼓励帮扶、困难群体兜底
帮扶、稳岗拓岗劳务协作、返乡监测精
准帮扶和留守人员关爱服务十项措施，
确保全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

“目前，我们已经和江苏张家港、
广东惠州、福建福州等东部沿海地区人
社部门开展了劳务协作交流活动，签订
了人力资源合作协议，收集了大量省外
务工岗位信息，同时，集中地组织现场
招聘会和网络直播带岗活动，招聘会已
经开到了乡镇。”大理州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浦介绍，春节后，还
将组织针对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
等方向的务工包机、专列、包车，力争
2025 年全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
稳定在 131 万人以上，省外转移就业稳
定在28万人以上。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 高正达）1月
16日下午，州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安排今年任务。

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杨瑜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担当，增强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要坚持服务大局，多方
位、多层次、多举措、多途径做好青少年
思想道德、法治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和
关爱帮扶工作。要坚持团结协作，进一
步明确工作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各司
其事、各尽所能，共同把全州关心下一
代工作做好。

会议通报了州关工委 2024 年工作
情况和2025年工作要点；州政府副州长
杨泽亮就相关工作作要求。

坚持外出就业与就地就近就业并重

我州“百日攻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州关工委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召开

◀ 群众选择喜欢的春联。（摄
于1月13日）

当日，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云龙
县白石镇开展“春联送福·义诊暖
民·大手拉小手传承好笔墨”新
春为民服务活动，志愿者、青少
年学生为群众义诊、书写春联，以
实际行动为群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通讯员 赵云平 易习豪 摄影报道］

▼ 鹤庆跑团 2025 年迎新春
“花犇犇”欢乐跑参赛人员合影留
念。（摄于1月12日）

据了解，当日欢乐跑活动由
鹤庆县跑步运动协会主办，近百名
跑步爱好者参加了此项活动，参赛
的男女老少在这场活动中收获了快
乐和健康。

［通讯员 韩海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敬洪）为进一
步加强烟花爆竹类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
宾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烟花爆竹
类产品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深入各经营门店（批发
企业）实地检查，重点检查烟花爆竹经
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产品标识

标签、合格证、生产日期、燃放说明、规
格等级、主要成分含量、警示标识标注
等是否合规；有无严格落实进销货台
账、索证索票、安全管理制度。检查过
程中，执法人员向经营主体宣传烟花
爆竹安全知识、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
案例，要求经营者认真履行安全主体
责任，切实增强安全意识，严禁储存、

销售非法生产的“三无”产品及国家明令
淘汰、停止销售的烟花爆竹类产品。

宾川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烟
花爆竹类产品质量监管力度，积极配
合相关职能部门，严厉打击烟花爆竹
领域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筑牢安全
底线，保障群众度过安全祥和的新春
佳节。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选
购烟花爆竹类产品时一定要到有销售
许可证的正规门店购买，注意查看产
品外观及产品标识是否完整、清晰，有
无检验合格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燃放说明、防伪标
签等。注意正确燃放方式，以免造成
安全事故。

宾川县开展烟花爆竹市场专项检查

▲ 交警在大理市满江街道向群
众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摄于1月14日）

新春佳节临近，大理市公安交警
大队民警针对群众出行集中、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走亲访友增多等情况，
通过“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及交通安全知识。
［通讯员 唐勇 张学丽 摄影报道］

▶ 执法人员在祥云县一农贸市场
检查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摄于1月7日）

春节临近，祥云县市场监管局加
强肉类销售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肉
类销售市场经营秩序，严禁不合格肉
类产品流入市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消费安全。

［通讯员 彭枝福 摄］

剑川县弥沙民族小学从建校时一
所条件简陋的半寄宿制学校发展成为
基础设施、功能齐全的全寄宿制完全
小学，民族小学不仅成了传播知识的
乐园，也成为了山区孩子们追求梦想，
走向未来的起点。

弥沙民族小学创办于 1980年，是
一所边远高寒山区全寄宿制小学。上
世纪80年代，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的教育，解决贫困山区孩子的上学问
题，民族小学在弥沙乡政府驻地下登
村后的小山坡上成立，是当时大理州
仅有的三所民族小学之一，也是剑川
县第一所全寄宿制小学。招生范围
除了弥沙乡五六年级的学生外，还定
向招收邻近的上兰、马登、象图、羊岑
4个乡镇的少数民族学生，学校班级4
个，学生数不足两百人，直到 1994 年
之后才不再外招。上世纪90年代末，
民族小学逐渐走上集中规模办学的路
子，学校的条件逐渐有所改善。

“那些年，整个校园没有半寸水泥
地，学校没有球场、图书室、餐厅，寄宿
的学生没有热水喝、早点吃，每周四还
要上山砍柴，师生教学条件那叫艰
苦。”2024年年底，在民族小学塑胶球
场上，我见到了曾担任过民族小学校
长的杨立虎老师，他感慨地向我讲述
民族小学的往昔。1987年，从州内的
一所师范学校毕业，杨立虎就回到了

民族小学任教。38年来，他对民族小
学的发展和变化有着亲身的经历。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国家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系列教育
惠民政策的实施，弥沙民族小学在一
天天“成长”。跨进校园，房子都换成
了宽敞、漂亮的教学楼、宿舍楼、食堂，
还有球场、图书室、实验室、微机室等
完善的教学设施，不需要出门，山里的
孩子也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了。

“现在国家实行了‘两免一补’和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等政
策，民族小学的孩子不仅可以免费吃
早点，还有热水喝，更不需要再上山砍
柴了。”杨立虎高兴地说。

如今的弥沙民族小学，学校占地
面积8135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4880
平方米，教育基础设施齐全，远程教育
技术、多媒体平台、图书室、实验室及
乡村少年宫等优质资源持续服务于教
学改革与发展，全校教职工 26 名，在
校生 321 名，其中住校生 257 名，教学
班12个，少数民族占比100%。走在校
园里书声琅琅，国旗轻扬，风景如画。

建校 40多年来，学校先后培养了
15000 余名学生，获得“云南省半寄宿
制优级学校”“云南省文明单位”“云南
省文明校园”“大理州文明单位”“剑川
县教育教学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
称号。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弥沙民族小学的美丽蜕变
□ 高文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红小丑
分 布 于 西 太 平

洋的珊瑚礁海域，栖
息于潟湖和海湾水
深 1—12米之间的水
域 ，与 奶 嘴 珊 瑚 共
生 ，主 要 以 浮 游 生
物、海藻、无脊椎动
物为食。

银线小丑
分布于西太平洋

的珊瑚礁海域，栖息
于潟湖和外礁区水深
3—20 米之间的水域，
最大体长 14 厘米，通
常成对或小群生活，
主要以浮游生物、无
脊椎动物为食。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熊志明）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把中医
药文化与群众生活深度融合，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在成功举办
首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的基础上，1月
16日晚，以“喜迎新春 乐享中医”为主
题的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州中医医
院广场开市。

夜市在文艺晚会中拉开序幕。夜市
现场吸引众多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
化魅力，品中药茶饮、尝养生药膳、制作
中药香囊、辨识常见中药材，展示针灸、
推拿、拔罐、艾灸等中医药传统特色疗
法，名中医免费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诊
疗服务。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看得见、摸
得着、可体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群众健
康素养，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
展增添了新活力。

中医药文化夜市是州中医医院弘扬
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

个创新，将中医药文化与夜市经济有机
结合起来，近年来，让中医药走进了群众
的日常生活，特别自第一届中医药文化
夜市举办后，深受群众好评和欢迎。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
文明宝库的钥匙。在数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繁
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世
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州有着
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和深厚的中医药文
化底蕴，历代名医辈出，传统医药技法
独特，中药材种类繁多，是我州得天独
厚的优势和宝贵财富。近年来，州委、
州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始
终坚持把中医药作为保障人民健康、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断加大
对中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中医药
人才培养，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全州中医药事业取得
了长足进步。

我州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