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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十年时光悄然而
逝。在这段岁月里，我们身边每一
个人都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每一件
事也都悄然翻开了新的篇章。当
时，全面消除村级集体经济“空壳
村”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目
标，尽管这个目标看似简单，但在当
时却宛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
今，刚刚过去的 2024 年，祥云县 136
个村（社区）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已全
面突破 10 万元，平均达到了 27.02 万
元。这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一组漂
亮数据，更是全县基层治理水平大
幅提升，村级组织从“无钱办事”到

“有钱办事”的跨越。
在探索与创新的道路上，2021

年，名为“红色股份”的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的机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

“沉睡”多年的土地、果园、厂房等集
体闲置资产注入了新的活力。禾甸
镇便是这股创新浪潮中的佼佼者。
禾甸镇积极行动，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总社，组建清产核资工作小组，
逐一梳理出过去几十年间零散、闲置
或低价承包的 7 块土地，总面积达
609 亩。通过科学的折股量化，将这
片土地化作 100 股“红色股份”，依据
土地的位置、村民的经济状况等因
素，在联合总社控股下，科学分配至
12 个村。一股股红色的希望，犹如
春风吹拂，带来了生机与繁荣。大理
州首个万头奶牛示范牧场等重点项
目相继落户，当年便为集体经济增
加了60余万元的收入。2024年，禾甸
镇 12 个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面达
到 10 万元以上，平均收入更是达到
21.74 万元，昔日“沉睡”、闲置的资
源、资产，如今已焕发出勃勃生机，
正在为村级集体经济创造着源源不
断的收入。

在积极探索“红色股份”机制的
同时，禾甸镇又在大营村委会七宣村

率先引入“乡村 CEO”专业团队。短
短两年多的时间，大营村便建起了旅
游停车场、餐厅、超市等，开通了“乡
印大营”微信公众号，并在微信、抖音、
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积极开展短视
频宣传，累计播放量超过500万次，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慕名而来，打卡
观光、休闲度假。以“产业配套+小院
经济+乡村研学”为发展模式，七宣村
鼓励村民自建或吸引社会资本入驻，
将民宿、餐饮、培训室等多元化业态
与古老的院落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
了 6 家民宿、2 家特色餐饮、1 家瑜伽
培训室、1 家咖啡小屋和 1 家书吧，每
年直接带动村民户均增收2000元，村
集体增收8万元。

此外，以沙龙镇为代表的“化零
为整”模式，将原本分散、难以形成规
模效益的项目资金、资产、资源巧妙
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与群众增收共赢，成
为近年来祥云县探索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新模式的成功做法，如今，该模
式已推广到全县 10 个乡（镇）。2021
年，沙龙镇成立了七馨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将 7 个村的部分低效、
闲置资源进行“打包”整合，以“抱团
入股”的形式投资申洱花卉基地项
目。目前，申洱花卉基地成为了祥云
青海湖畔一个集鲜花种植、出口加
工、乡村旅游、餐饮露营于一体的乡
村振兴综合体，使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蒸蒸日上。2024 年，沙龙镇 7 个村
的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66.82万元，平
均每个村 23.8万元，与十年前相比足
足提高了两倍多。

回首十年间，祥云的村级集体经
济从默默无闻到璀璨夺目，从发展的
桎梏中破茧成蝶，这不仅是数字的跃
升，更是广大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大胆
探索的一个个创新奋斗的故事、一幅
幅生动的实践画卷。

祥云县村级集体经济的华丽“蝶变”
□ 李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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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地处红河源头的巍山县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以绿色为发展底色，全地
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好生
态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绘就
红 河源头生态文明新画卷。

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厚植绿色发
展底色。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建
设，实施森林管护 212.7 万亩，编制完
成全县森林管护统一实施方案，聘用
森林管护人员 1020 人。认真做好退耕
还林工程建设工作，实施封山育林建
设工程 1万亩，抓实坝区面山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完成桉树替换改造项目造
林 1580 亩。完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 已 下 达 国 家 级 1013.7 万 元 、省 级
18.222万元资金兑付工作，实施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 103.19万亩，实施 106.03万
亩草原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工
作。持续推进州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
测工作，使用 15 部红外相机对保护区
内生物多样性重点点位进行监测，共
监测到野生动物 28 种；组织完成 2024
年鸟类环志工作，共环志候鸟 96 种
2641只。

加大资源管护力度，筑牢绿色生
态屏障。抓实林政资源管理工作，做
好森林督查、森林资源监测、公益林优

化、天然林调查核实、行政执法等工
作，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287 件，收缴罚
款 147.1984 万元。做好城乡绿化和造
林种苗生产管理工作，组织培育云南
松、清香木、旱冬瓜等苗木共 639.2 万
株，检测出圃苗木 83.72 万株，开展种
苗质量抽查和质量检验，出具林木种
苗质量检验合格证书 37 份，组织林草
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共调查物种 770
种。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主体责
任，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各项重
点措施，签订户主责任书 9 万份，发放
相关宣传资料 10万余份。

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
色产业。强化基地建设，积极向上争

取资金，持续推进核桃提质增效示范
基地项目建设，实施巍山县第六批核
桃初加工机械一体化项目 1个，建成生
产线 1条并投入生产运营，可年加工青
梅约 400 吨、核桃干果约 400 吨。完成
上年度结转的核桃收购和加工贷款贴
息项目，对企业（个体经营户）8000 万
元经营性贷款给予财政资金补助，支
持企业（个体经营户）收储、加工核桃
约 8000 吨，辐射带动农户约 4200 户，
共兑付补助资金 203.15 万元，涉及 31
户企业及个体经营户。完成 2024 年食
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配合云南
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实施完成云南省林
业科技推广项目。

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

巍山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绘就红河源头生态画卷

□ 通讯员 沈洪斌 李建洪

宾川县金牛镇不断健全完善河
（湖）长工作机制，通过月月清、时时
管、层层督，营造全时管控、全域治理、
全民参与的河湖生态管护氛围，以河
湖净推动全域生态美，辖区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通过“月月清”，促进河长清。落
实每月组织各村（社区）开展一次以上
的大规模“河长清河”专项行动制度，
采取“党建+河（湖）长制”模式，结合基
层党组织主题党日、志愿者服务等活
动，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全力推进河道、库塘、沟渠的清洁、
清淤、疏浚和治理工作。2024 年以来，

该镇开展大规模清河行动 12 场次，投
入人力 1606人次、整治车辆及机械 149
台次、整治资金 7.47 万元，清理河道
166 公里，清理垃圾 101.8 吨；组织清理
河湖库渠重点区域塑料垃圾 700 余次，
累计清理塑料垃圾 67 吨，进一步净化
了水域环境，提升了河湖“颜值”。

通过“时时管”，有效遏制“四乱”问
题。将河湖库渠“清四乱”工作纳入河
（湖）长制考核重要内容，围绕遏增量、
清存量，对全镇82件河湖库渠的“四乱”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进行常态
化管理。采用巡、问、盯、督、改和“回头
看”等多种方式，对“四乱”问题进行全
域全天候管理，对河湖图斑及暗访问题
做到应改尽改、能改速改、立行立改，动

态清零，对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出现的违
法违规乱占、违建问题，做到“零容
忍”。2024年，聚力河湖问题整治，该镇
在辖区内共排查出河湖库渠“四乱”问
题 200 个，销号 200 个，通过持续“清四
乱”，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通过“层层督”，推动环境质量持
续提升。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上下贯通、统筹衔接”的全链条河（湖）
长责任落实体系。在全镇配备 14 名镇
级河长、32 名村级河长，聘请专管员 56
名、义务监督员 6 名和民间河长 2 名，
建立完善镇级河长每月巡查不少于 3
次、村级河长每周不少于 1 次、组级河
长常态化巡河、镇级督察长每月督查
不少于 3次的巡查督查机制。2024年，

定期开展肥水养殖取缔“回头看”工
作，对 49个库塘严格管理，从源头上做
好污染源管控。镇、村、组联合组织开
展执法 6 次，出动执法人员 49 人，合力
推进河湖图斑及暗访问题整治。通过

“河长+警长”协作，教育与惩处相结
合，推动河湖管护向规范化、法治化、
常态化转变，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
改善。

此外，金牛镇积极开展绿美河湖
创建工作，投入建设资金 55万元，实施
桑园河金牛镇段河岸绿化工程，累计在
河岸栽种滇朴、柳树等绿植 2300 余株，
绿化河堤6.7公里。2023年以来，共有2
件河湖入选大理州美丽河湖、2 件河湖
入选宾川县美丽河湖。

宾川县金牛镇：河湖净推动全域生态美

□ 通讯员 杨银湘

“盼了那么久的路灯终于装上了，
再也不用摸黑回家了”“新水池建起后，
放出来的水又大又干净，再也不用为生
产生活用水发愁了”“真没想到反映的
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一句句
群众的反馈，是云龙县纪委监委深化运
用“点题监督”的生动缩影。

2024年以来，云龙县纪委监委按照
“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
评价”工作机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开展“点题监督”，推动党员干部干事
作风转变，让群众在民生实事化解中增
强获得感、幸福感。2024 年，该县纪委
监委监督发现并推动解决民生领域问
题223个，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55份，推
动部门健全完善制度41项。

“点题”想要精准到位，就要从摸清
群众诉求着手。该县纪委监委坚持“集
中征题+靶向定题”相结合的模式，在对
接信访、行政审批、巡察机构等相关部
门，收集群众关注度较高、反映较集中
的普遍性、系统性问题的基础上，结合
日常监督检查、“12345”热线工单筛查和
廉情监督员摸排收集问题等情况，广泛
收集并全面梳理筛选群众反映最强烈、
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顽瘴痼疾，列入

“点题监督”问题清单，有效提升监督的
精准性、时效性。

“点题”是方向，“答题”才是关键。
该县纪委监委紧扣整治中发现的弱点、
堵点，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背后存
在的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压紧压实

职能部门“答题”责任。为确保“答题”
效果，整改落实期间，该县纪委监委对

“答题”的过程、结果开展全周期跟踪监
督，不定期组织牵头单位召开联席会商
工作会，直指专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对发现的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精准运
用“四种形态”，推动相关部门精准履
职，切实答好民生必答题。

随着“点题监督”不断深入，一件件
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得到解决。
2024年以来，在该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
动下，县卫健部门对全县13家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开展 31 项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工作，开展二次竞价谈判，6月药品耗
材品种采购价格降幅达 24.07%，为患者
减少就医费用 4 万余元；村集体资金使
用管理进一步规范，督促59个问题完成
整改，收缴挽回资金177.57万元，盘活闲
置农村集体资产、资源 12个，为 12个行
政村村集体增收23.28万元；解决全县实
施农村供水工程维护项目27宗，覆盖服
务人口3万余人。

“通过‘点题监督’，既有效督促解
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又推动职
能部门转变作风。”该县纪委监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用好监督利器，推
动“点题”常态化、“答题”长效化，切实
打通民生领域痛点、难点、堵点，让群众
在专项治理中“可视”“有感”。

云龙县抓实“点题监督”
精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清廉大理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文虹 王楠）
新街镇是弥渡县玉米制种产业的重点
发展区域，近年来，通过政企合作、土地
流转、技术引进等一系列举措，有效促
进玉米制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
化发展。

据介绍，新街镇引入云南国丰农业
有限公司，与镇政府成立的弥渡振新农
旅发展有限公司组建云南国丰振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弥渡种业产业园
建设项目，成功打造万亩高品质玉米制
种核心区。

2024年，新街镇进一步深化公司与
合作社绑定发展、合作社与农户绑定利
益的“双绑”模式，通过构建土地流转、
就业务工、带动生产、收益分红等多元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每年按协
议收取资产收益、村民就近就地务工的

目标。据统计，2024 年，弥渡种业产业
园建设项目带动新街镇 3275 户农户种
植制种玉米 8400 余亩，实现农户收入
3005.65 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 188.52
万元。

“我们公司注重玉米新品种的自主
研发，截至目前，已有通过滇审品种 4
个、国审品种 1个。玉米新品种的审定
通过，让企业更加坚定了发展的信心，

将带领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云南国丰
振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国学说。

“玉米制种是新街镇的传统产业，
已有30多年的种植历史。我们将继续
深化政企合作，完善‘双绑’利益联结
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
进一步推动农户增收、村级集体经济
壮大、企业发展。”新街镇镇长李寅生
表示。

“双绑”模式见成效

弥渡县新街镇玉米制种产业促农增收

漾濞县漾江镇上邑村村民在田
间种植药用山乌龟。（摄于2月19日）

据悉，2024 年，漾江镇引进农业
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在全镇
适宜种植地试种了50亩药用山乌龟，
亩产达 10 吨，亩产值达 3.5 万元。今
年，部分种植户开始主动种植药用山
乌龟，预计全镇种植面积可达200亩。
［通讯员 李灿美 方开秀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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