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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2月16日
出版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健全全面从严治
党体系》。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
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
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同时也要看到，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
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且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面临的“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
在路上。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
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
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推向前进。
文章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
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党
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
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
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
链条、制度全贯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
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

文章从5个方面对健全全面从严治
党体系作出部署。第一，健全上下贯
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
管党治党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党的
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必须
坚强有力、顺畅运转。只有党的组织体

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
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严密党的组织
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
第二，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
体系。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
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
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第三，健
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在真管真严，要
在精准施治。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
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
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
党的精准性、实效性。第四，健全科学
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从

严治党政治性、原则性强，必须有一套
科学完备的制度来规范。制度建设要
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
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
子。同时，也要防止制度过于烦琐、陷
入“制度陷阱”。要加强系统集成，使
各项制度成为有机整体。第五，健全
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
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
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
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

文章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
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央政治
局的同志要带好头、当表率，严于律己、
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团结带领全党把
党治理好、建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坚强保障。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巍山县多措并举推进
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 通讯员 李毅杰

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曾是一座默
默沉淀的古村落，宁静而略显沉寂。然
而，一棵古梅悄然改变了这一切。这棵
古梅，便是有着“中国最美古梅”“天下
第一壮梅”“世界奇梅”等诸多美誉的元
代古梅。它扎根花桥村 800年，历经风
雨，却依然生机勃勃。

近年来，花桥村以这棵古梅为依
托，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相继举
办“中国梅花精神文化论坛”“五朝古梅
摄影比赛”，设立“梅友公社”“博南书
院”“古梅画馆”，实施“元梅园中园”、古

道万梅等项目，打造“天下第一古奇梅
村·花桥”文旅品牌，开启乡村旅游“花
桥模式”。

为给游客提供更丰富、优质的体
验，花桥村积极引入上海山隐文化旅游
公司，对原有的古税司遗址、曹家茶铺、
万家马店、老电影院等进行改造，建成
民宿、书屋、餐厅、咖啡厅、博物馆、书
院、青旅、乡村艺术馆等旅游设施。同
时，修复博南古道、整治人居环境、建
设古道驿站、修复古照壁、配套建设停
车场、在古道沿线种植梅树、安装道路
照明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
旅游体验，也让花桥村这个保存着最为

完整古道遗址的村落蓄积起了深厚的
发展潜力。

随着古梅文化的传播和乡村旅游
的发展，当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花桥村采取“党支部+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模式，广泛动员村民积极参
与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将村集
体收储的废旧闲置住宅和空闲地打造
为书吧、百姓茶摊等公共文化活动空
间以及民宿、餐饮等旅游基础设施，将
闲置老屋变身精品民宿，全力发展以
服务贸易型为主的“农庄经济”，推动
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村镇经济发
展。截至目前，花桥村共有小卖铺、饭

店、客栈等 20 余家，提供就业岗位 80
余个。这朵由元梅引领开出的“经济
繁花”，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物质财富，更增强了村民对家乡的归
属感与自豪感。

如今，随着2023年云南·永平“花桥69”
博南古道徒步越野赛、2024年“花桥 69
本土音乐节”、2024年云南永平·中国梅
花精神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名家邀请展、
2025大理·花桥乡村艺术季和博南古道
户外运动等活动的成功举办，更让这个
沉寂多年的山村绽放出绚烂的“文化之
花”“发展新花”“经济繁花”，展现出蓬
勃的生机与活力。

永平花桥村：一棵古梅“唤醒”沉睡山村

□ 通讯员 杨丽萍

平地、蓄水、耕田……近日，洱源县
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已按下春耕备耕

“加速键”，一幅幅“人勤春早”的农业生
产画卷正徐徐展开。

洱源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聚焦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起政
治监督责任，找准监督切入点、着力点，

紧盯耕地保护、农资供应、农技服务、惠
农政策落实及涉农补贴资金发放等关
键环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以有力监
督护航春耕生产。

“大妈，今年准备种多少亩水稻？”
“店里销售的农药、化肥有无检验报告？”
为保障春耕备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洱源
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
各乡镇纪委通过明察暗访、实地走访、查
阅台账等方式，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地

头，了解农民备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深入全县经营种子、化肥等农资经
销企业开展全面监督检查，并到相关部
门检查农业补贴发放情况，对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进行分类梳理，以清单形式向
职能部门反馈，压紧压实春耕备耕责任
链条。针对产品备案不及时、品种标签
不规范等问题，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迅速
整改；对在服务保障春耕生产中涉农职
能部门遇事不管、懒政怠政等问题线索

严查快办；对春耕备耕中虚报冒领、挤占
挪用、侵占截留惠民惠农补贴等违纪违
法行为严肃处理，确保不误农时、不误农
事，全力护航春耕备耕。

下一步，洱源县各乡镇纪委将持续
开展乡村振兴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专项整治，强化对春耕生产领域问题线索
的收集研判，坚持调研督导在一线、责任
传导在一线、明察暗访在一线、跟踪整改
在一线，切实打通春耕备耕的堵点、难点。

洱源县：强化监督 护航春耕

新春伊始，在剑川县羊岑乡现代产业基地，务工群众正忙着移栽蓝莓。（摄于2月12日）
今年，羊岑乡引进大理春雨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发展蓝莓种植产业，通过引进数字化、智能化、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通讯员 施福寿 杨元峰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李文开

鸡群穿梭于树影之间寻找着虫子，
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华丽的光泽……这
是近日笔者走进南涧县宝华镇山语乌骨
鸡养殖基地看到的一个场景。“我们养殖
的是无量山乌骨鸡，是‘云南六大名鸡’之
一，全部在树林里放养。这种鸡具有乌
骨、乌皮、乌内脏的‘三乌’特征，吃起来
肉质结实、味道鲜美。”大理山语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鸿萍介绍道。

在宝华镇宝华村，南涧县林牧无量山
乌骨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每年通过与农
户签订购销合同，带动周边 100多户农
户共同养殖乌骨鸡，山林间的 400多亩
养殖示范基地还养殖有商品乌骨鸡3万
多只。目前，该合作社一年可销售商品
乌骨鸡 7 万多只、育雏 14 万余只，销售
额达 800万元。

无量山乌骨鸡是南涧县地道的“土
特产”，也是该县重点培植的富民产
业。近年来，南涧县立足无量山乌骨鸡
地方品种资源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强
化党组织和人才作用发挥，不断加强
品种资源保护，打牢产业种源基础，推
动乌骨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强化技术服务，切实发挥人才作
用，南涧县积极寻求省内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支持，组织抓好保种场、种鸡场、育
雏场、标准化养鸡场的建设和技术指导
工作，做好项目储备和申报，推进技术
指导服务。2013年，中华山原种保种场
与云南农业大学联合建立了无量山乌
骨鸡良种繁育专家工作站；2016 年，设

立无量山乌骨鸡品种选育专家基层科
研工作站，开展无量山乌骨鸡品种选
育，指导种鸡生产。

按照“企业+合作社+养殖户”的发
展模式，南涧县不断加大对乌骨鸡产业
的扶持力度，重点培育种鸡场、育雏场、
养殖专业合作社、屠宰加工厂、营销企
业等产业链条，逐步建设完善乌骨鸡种
源、养殖、加工、销售体系，培育出一批
乌骨鸡养殖经营主体，乌骨鸡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

在推进乌骨鸡养殖的同时，南涧县
还积极发展乌骨鸡加工产业。2017年，
南涧秉炎农牧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
成年屠宰能力700万只的现代化生产流
水线，配备具有1500吨冷鲜、冷冻储藏能
力的冷库，安装了真空包装、气调包装等
生产设施，实现对无量山乌骨鸡的活禽
交易、屠宰加工。2022年，该公司进一步
改造深加工厂房，购入盐焗鸡、盐水鸡、
鸡汤罐头3条产品加工设施设备，并成功
取得SC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还制定
备案了大理黄焖鸡、乌鸡汤、鸡杂汤等乌
骨鸡产品生产的企业标准，为消费者提
供多样化的选择。

如今，通过不断建设完善产、加、销配
套机制，乌骨鸡正逐步发展成为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
匙”。据统计，目前南涧县已建成规模育
雏场10个，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22个，年
出栏万只以上规模养殖场6个，适度规模
养殖场52个，带动全县2万多户农户参与
养殖。2024年，全县存栏无量山乌骨鸡
210万只，出栏360万只。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
巍山县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创优提质工作
的要求，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
破口，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全县农村经
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24年，巍
山县共完成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
65.34亿元，完成农林牧渔服务业现价总
产值1.64亿元，同比增长8.51%。

抓基础，持续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 3660万元持续推动 2023年度
2.1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投资
1657.84 万元在巍宝山乡启动 0.56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水利固定资产投
资8608万元，白乃水库工程建设大坝主
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西洱河水资源综
合利用工程、摆依河水库、石房河水库等
项目前期工作及水利城乡供水一体化
（一期）工程顺利推进，阳瓜江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接近尾声，安
乐小流域治理工程及大石板水库、大花
石水库等 11座水库白蚁防治项目全面
完成。目前，全县库塘总蓄水量为 5208
万立方米，为计划蓄水量的94%。

调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在
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着力推进高原
特色农业发展，完成小麦、蚕豆等小春粮
食作物生产 15.65万亩，完成水稻、玉米

等大春粮食作物27.83万亩，完成油菜播
种2.61万亩。持续巩固“一县一业”肉牛
特色县品牌优势，加快推进巍山县肉牛
产业园项目建设进度，推进巍宝山乡、紫
金乡、青华乡2023年肉牛产业集群建设
项目，共扶持发展肉牛养殖户170户；成
功招引云南卓逸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巍山县万头肉牛（乳肉兼用）养殖牧场项
目框架协议，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建
设存栏万头规模的肉牛（乳肉兼用）养殖
牧场 1 个。深化柠檬全产业链发展，
2024 年共种植柠檬 3.1 万亩，年产鲜果
1.2万吨，产值1.6亿元。

强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成效明显。
集成推广科技增粮措施，实施粮食作物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片 5片、5.085万
亩，推广水稻旱育秧 8000 亩，完成了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0.07万亩。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49.51万亩，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91%。畜禽良种推
广稳步推进，2024 年完成牛冻改 37580
头、猪改52135头，推广良种禽426685万
只。强化农业科技宣传和人员培训，开
展冬春农民大培训 30场、2466人次，完
成畜牧科技培训 66期、6616人次，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1265人次。

南涧县做强乌骨鸡产业
铺就群众致富路

州植保植检站技术人员在云龙县苗尾乡苗尾村田间开展小春作物病虫害调
查。（摄于2月13日）

近日，州植保植检站联合云龙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在云龙县诺邓镇、苗尾乡、功果桥
镇实施小麦等主要粮油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项目，计划开展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
8000亩，组织群众联防5000亩。 ［通讯员 董锐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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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鹤庆县非遗保护传承成效显著

全州民政事业发展成效明显

最忆洱海酸辣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