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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一轮皓月映洱海 万顷碧波润心田
□ 杨星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2 月 8
日，以“春风送岗促就业 沪滇携手促发
展”为主题的奉贤·大理 2025 年春季促
进就业专项行动东西部劳务协作永平专
场招聘会在永平县城举行，来自上海市
奉贤区和永平县的多家企业带来优质就
业岗位供有意愿外出的务工人员选择。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内容涵盖就业政
策、就业岗位信息、劳动法律法规等方
面的宣传资料，同时，详细介绍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的优惠政策、补贴措施以

及技能培训等，让群众对就业政策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据了解，1月 14日到 2月 8日，永平
县202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
坚行动”暨“沪滇劳务协作”招聘会共在
龙街镇、杉阳镇及县城举办了5场次，有
138家县内外企业参与现场招聘，涵盖制
造业、服务业、物流运输业等多个行业，为
求职者提供近50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共
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收到2540份应聘
意向简历，初步达成用工协议1070人。

“我们公司这次带来质检员、高级

工、木工、泥工、吊装工等多个岗位，用
工需求量大，目前，已经在永平县等地
招收了员工 100 名，薪资待遇基本上都
在 8000元至 10000元之间，工作岗位都
是白班工作制，包吃住，广大员工都能
够在工厂里安稳就业增收。”上海练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喻顺鸣
介绍。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招聘到了永
平籍的员工 300 多人，招聘会让我们人
力资源企业招聘到很多实用员工。”云
南力科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向兵介绍。
通过招聘会，永平县在用人单位与

求职者之间搭建起双向交流的平台，不
仅为全县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机会，也为企业发展输送了
优质充足人才，加快全县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我们将密切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和
企业双方需求，持续开展好访企问需、
招聘活动，让外出务工者去得了、留得
住、能增收。”永平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主任万顺勋表示。

本报讯（通 讯 员 刘 慧 玲 刘 婷
段宏运） 2月 7日，上海市奉贤区、广东
省惠州市联合漾濞县举办劳务协作
漾濞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摆满了
招聘简章、宣传手册，求职者在展台前
驻足，仔细浏览招聘信息，与企业工作
人员交流，咨询岗位需求、工作环境、薪

酬待遇等相关事宜。为方便求职者，
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志愿者服
务台等。

“我去年通过这样的专场招聘去
上海市奉贤区上班，今天也选择了一
个比较好的岗位。”苍山西镇金星村村
民赵书琴说。

咖啡师技能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

求职者，他们围绕在咖啡师身边，仔细
学习，从咖啡的打发、融合到拉花的手
法，生怕漏掉一步。咖啡师悉心讲解，
并手把手指导体验者如何制作手冲拉
花咖啡。

据悉，此次招聘会邀请到上海市
奉贤区、广东省惠州市及省内外优质企
业 36家，提供普工、焊工、销售主管、护

士、护理员等岗位 2325 个，当日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 58 人，其中，现场签订协议
14人。

近年来，漾濞县围绕“坚持外出就
业与就地就近就业并重”的工作思路，
用心、贴心、暖心做好就业服务相关工
作，截至1月底，全县已完成巡回招聘会
7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11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祖）2月10日，
上海浦东·大理州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
动系列活动大篷车招聘会暨祥云县“石
榴红”就业创业行动企业专场招聘会
在祥云祥和广场举行，来自上海市浦东

新区和祥云县本土的 59 家企业为求职
者提供了涵盖工业、商贸、物流、文旅、
农业等多个领域的2600多个就业岗位。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吸引 20000
余人到场咨询，6000余名求职者成功报

名。在云南贝特瑞招聘展台前，刚刚填
写完报名信息的年轻女大学生小陈兴
奋地说：“通过现场报名，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希望面试能够顺利通过。”

近年来，祥云县通过建立沪滇、闽

滇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培育壮大云南
祥云经开区等县域工业、物流、农业等
本土企业，搭建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
工的桥梁，持续拓宽群众在“家门口”的
就业机会。

沪滇携手助力永平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沪粤跨区域携手为漾濞县送岗位促就业

祥云县招聘会提供2600余个就业岗位

本报讯（通讯员 赵玉梅） 连日来，
剑川县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围绕“保护湿地 共筑未来”，开展了
系列丰富多彩的“世界湿地日”主题
宣传活动。

2 月 10 日，剑湖湿地管护局联合
剑川县林草局，在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设置宣传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
剑湖湿地的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以及
保护成效，向过往群众发放湿地保护宣
传折页、环保袋等资料，讲解湿地生态
系统的重要性以及保护湿地对于维护
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净化水质等方
面的意义。同时，在县城阿鹏文化广
场设立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
详细介绍湿地的生态功能、生物多样
性以及剑湖湿地的独特魅力。工作人
员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湿地保护对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
义。为了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
性，剑湖湿地管护局还组织 2 场自然教
育活动，由专业的自然导师带领参与
者走进湿地，观察湿地的鸟类和鱼类，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活
动累计发放宣传折页、文创帆布袋、围
裙、笔记本等宣传资料 1265 份，受众达
1593 人次。

剑湖湿地管护局工作人员表示，湿
地是地球上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
统之一，不仅为众多物种提供栖息地，
还在调节气候、保持水质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下一步，该局将加大
深入村（社区）宣传教育力度，开展更多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湿地、关爱湿地、参与到湿地保护中来，
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贡献更多力量。

剑川县多形式开展2025年
“世界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当冬日悄然降临洱海，那片蓝得
近乎透明的湖面，被寒风赋予了一份
独特的静谧与辽阔。洱海在冬天显
得格外柔和，天空澄澈得像是一块未
经雕琢的蓝宝石，阳光洒下，湖面波
光粼粼，每一丝涟漪都像是洱海细
语，与远山对话，诉说着这片水域的
静美与守候。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洱海，那是一
个冬日清晨，晨雾轻抚远山，湖面在
淡淡的光影中如梦似幻。寒风掠过，
我裹紧了外套，脚下的石板路被时光
打磨得光滑，仿佛承载着岁月的记
忆，四周寂静得可以听见鸟儿的翅膀
掠过湖面的声音。那一刻，洱海的美
沁润着我的内心，它不同于春夏的热
烈与繁茂，而是一种温柔的守候，不
争不抢，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我与洱海结缘的时间并不
久，但我清楚地明白，这片湖泊经历
了怎样的蜕变。听村里的老人说，
洱海的水曾一度因污染变得不堪重
负，水鸟远离，村民的生计也受到影
响。但近年来，大理州坚持以洱海高
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转型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扎实推进科学治
湖、系统治湖、依法治湖、全民治湖，
统筹推进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系统实施

“七大行动”“八大攻坚战”“六个两年
行动”和“九个三年精准提升行动”，全
力推动洱海保护治理实现从“一湖之
治”向“流域之治”再到“生态之治”的
转变，洱海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我喜欢一个人沿着湖边走，感受
洱海的四季变换。但我最爱的还是
洱海冬日的静谧，它总让我思考人与
自然的关系。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湖面上，那粼粼波光，仿佛是
洱海对守护它的人们的回馈，亦是大
自然的温柔馈赠。脚下是铺满落叶
的小径，远处是被薄雾笼罩的山峦，
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一切都
像是在诉说着自然的平和与坚韧。
而我，在洱海旁，学会了倾听，学会了
等待，也学会了感恩。

冬日的洱海，总让我想起人们常
说的“宁静致远”。湖面上那些翩跹
的水鸟，他们的到来，不仅是洱海生
态恢复的象征，更像是在诉说自然与

生命之间的微妙联结。还记得上次
我独自在湖边驻足，偶然遇见一位当
地的生态保护志愿者。他告诉我：

“洱海如今的清澈并非偶然，而是无
数人日复一日的努力换来的成果。”
从垃圾清理到生态修复，这些行动让
洱海重新焕发出迷人的生机。他说
话时，眼神里闪烁着光芒，那是一种
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一种坚守的信
念。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人与自然
并非对立，而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洱海
的每一滴水、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叶，
都是这段关系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而我也积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
洱海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大理的两年时光里，我开始主
动参与到保护洱海的活动中，每一次
弯下腰捡起一片垃圾，或者为水鸟搭
建一个栖息点，我都能感受到内心的
满足与自豪。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为
了洱海，更是为了那些尚未谋面的后
来者，能让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依
然可以看到这片湖泊的美丽。洱海
的重生让我明白，生态保护并不是一
个单纯的目标，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教会我们如何尊重自然、珍惜资
源。洱海的四季轮回中，每一个微小
的变化都在诉说自然的智慧与力
量。湖畔的植被从枯黄到新绿，再到
枝繁叶茂的繁盛景象，提醒我们自然
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我们
给它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而我们人
类能做的，就是让这些修复的过程不
再被打扰、不再受伤害。

站在洱海边，我常常想起大理这
片土地给予我的感动。这里的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以及人们脸上质朴
的笑容，都让我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好。我在洱海的陪伴下成
长，也在这片湖泊的见证下学会了责
任与担当。洱海不仅是风景，更是一
种力量，它让人们在保护中领悟到生
活的意义。

如今，当我再一次漫步于洱海
边，看着冬日阳光洒在湖面上的粼粼
波光时，那种触动依旧深刻。洱海之
美，不仅是山水的描绘，更是一种生
活的哲思，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未来篇
章。而我，在洱海的每一个清晨与黄
昏间，守候着它的蜕变与希望。

剑川县弥沙乡文新村杨福生
夫妇在家加工蔓菁。（摄于2月5日）

晒干后的蔓菁可以做汤或炒
菜，是绿色环保食品。近年来，该
村依托电商平台等，将干蔓菁菜
销往全国各地，增加了群众收入。

［通讯员 高文 摄］

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群众在
田间收割青菜。（摄于2月5日）

刘厂镇紧抓蔬菜供应黄金时机，
抢收白菜、青菜等早春蔬菜，为消费
者送上春日里的新鲜味道，既丰富了
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了菜农的

“钱袋子”。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罗建文） 近年
来，宾川县充分发挥科普大篷车“科普
轻骑兵”作用，把科技专家和科普资料
送到田间地头，多措并举开展贡菜种
植技术普及推广，助力宾川县 16 万亩

贡菜提质增效。
据了解，宾川县以科普大篷车为

载体，深入一线开展贡菜种植技术培
训，采用课堂培训、现场咨询、发放资
料、展板展出、播放科普视频等形式，

为贡菜种植户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
指导，引领带动更多贡菜种植户学知
识、强技能、促增收，进一步助推贡菜
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产
业。近一年来，依托科普大篷车科普

活动，宾川县开展贡菜种植技术培训
12 场次、林下贡菜种植现场培训会 3
场次，参训人员2600余人次，发放贡菜
绿色生产及采收加工技术、病虫害防
治等相关宣传材料5000余份。

宾川县科普大篷车科普惠民助力16万亩贡菜提质增效

凝心聚力服务群众更加暖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访是送上门

来的群众工作。信访工作既是反映社
情民意的“晴雨表”，也是检验工作质效
的“试金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大理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
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全面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有效落实领导
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包
案制度，推动信访积案真化实解。针
对信访问题绝大多数发生在基层，重
点难点也在基层的实际情况，大理州
以《信访工作条例》为遵循，以信访工
作法治化全面开展为契机，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编印《大理
州信访法治化指南》和《大理州信访法
治化参考资料》等材料，积极探索开展

“民呼我为”“接诉即办”机制。通过
“书记院坝（楼宇）协商会”的方式，以
各级书记带头深入院坝（楼宇）服务群
众的做法，使之成为开展人民建议征
集的一项重要抓手，着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农家“小院坝”、
居民楼宇成为干部转作风、为民办实
事的“大平台”。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微光汇聚，将

成暖阳。大理州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健
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
开展新时代“志愿彩云南”建设的若干
措施》等，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培育
具有我州特色的“志愿暖苍洱”志愿服
务品牌，在文化体育、养老助残、应急救
援等领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截至
目前，全州共有志愿者 70.49万人、志愿
队伍4751支。“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
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成为社会
新风尚，广大志愿者倾心付出、真诚投
入，生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

社会工作人才是党的六支人才队
伍之一，大理州坚持实施党建引领“社
工+志愿服务”，逐步形成“社工带领志愿
者、志愿者协助社工”的基层社区治理与
服务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全州共有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4069人，其中1100余人
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梦虽远，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
圆。大理州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社会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奋力开创全州社会工作新局面，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理实践中作出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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