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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高文 文／图

2月 23日，剑川籍白族作家陆家瑞
作品分享会在剑川县新华书店二楼读

书空间举行。分享者与孩子们手捧书
籍，沉浸在书香的世界里。

去年以来，剑川县不断推进全民阅
读建设，聚焦“书香剑川”读书品牌，以

读书分享会为载体，持续深化全民阅
读活动，馥郁书香正浸润白乡大地，一
幅书香充盈的美丽图景，正徐徐铺展
开来。

常态化开展分享活动。年初制订
计划，将读书分享与图书馆活动、基层
治理、文明城市创建等相结合，支持各
乡镇、各单位、社会组织及公众开展阅
读活动，推动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
读服务体系，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
良好氛围。先后举办了 13 场读书分享
会，分享了《云南艺术文化史论集》

《跃马滇西北》《剑湖恋歌》等众多优秀
作品，吸引了 1000 多名阅读爱好者热
情参与。

示范引领扩大受众范围。紧紧围
绕“书香剑川”读书品牌建设，坚持内
挖外引相融合，结合重要时间节点，邀
请县内外知名学者、作家，举办专题讲
座、诗歌分享等活动，开展读书分享进
校园、进乡镇、进单位等活动，推动全民
阅读活动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年内先后
邀请知名学者段炳昌、大理大学教授那
茂菊、著名作家史效轩等省内外专家
学者先后开展了多场次专题讲座。此
外，还开展了上海新区剑川县文化艺

术对口帮扶文学讲座、攀枝花市剑川
县文联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诗遇非
遗”剑川木雕主题诗歌读书活动，进一
步对外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同时，内
挖本土人文资源，举办了品读乡愁书香
剑川大学生读书分享会、金华二小白
族作家杨保中作品分享会、“花开伴夏
遇见美好”小诗会、《剑湖恋歌》诗歌音
乐会等读书分享活动，营造了浓厚的
全民阅读氛围。

载体形式常变常新。为满足多样
化阅读需求，剑川县文联统筹剑川县融
媒体中心、各类新媒体、“剑湖文学”数
字期刊等平台，以电视、报纸、视频号等
方式，持续推进“书香剑川”阅读活动纵
深开展，形成了多点开花、交相辉映的
全民阅读热潮。年内以报纸、电视、短
视频等方式在省、州、县主流媒体上发
布新闻15篇（件），剑川县文联微信公众
号、“剑湖文学”数字期刊累计发表了
180 多期 191 篇省内外 50 多位文友的
诗歌、散文和游记等作品，进一步扩大
了数字期刊在省内外的影响面。年内
举行作品征集活动 5 次，为文学艺术爱
好者和文友提供了丰富的学习、交流和
展示平台。

剑川县——

馥郁书香润白乡

剑川籍白族作家陆家瑞作品分享会在剑川县新华书店举行。（摄于2月23日）

□ 通讯员 张学丽

为全力清除高风险企业、车辆和
驾驶人安全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大理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经开区中队紧紧围绕“普法
强基”和“美丽乡村行”宣传活动，持续
推进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工作。

清除隐患，拧紧源头风险。对涉
及高风险企业和高风险驾驶人的源
头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把高风险驾驶
人情况通报给行业监管部门，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驾驶

人安全教育和车辆隐患排查，坚决禁
止“病车”上路行驶。同时与高风险
驾驶人逐一面谈，填写谈话记录，让
驾驶人签订《遵规守纪保证书》《道路
交通安全承诺书》，并向完成教育的
人员发放《高风险驾驶人安全教育管
理卡》，最大限度降低交通安全风险
隐患。

警示教育，敲响安全警钟。针对高
风险企业隐患特点以及高风险驾驶人
违法过多、严重交通违法突显等实际，
通过集中约谈、学习教育、面对面宣传
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强化交通

安全意识，压实压紧企业安全生产责
任，坚决做到车辆和驾驶人违法记录
全部消除及各类安全隐患清零；民警
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警
示车辆驾驶人严禁“三超一疲劳”、饮
酒驾车、分心驾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切实提高广大驾驶人的安全文
明出行意识，做到安全常警惕、警钟时
常敲。

严查重处，震慑违法行为。加大逾
期未检验、未报废重点车辆上路行驶和
逾期未检验、未换证、未学习驾驶人驾
驶机动车以及酒醉驾、超员、超速超

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等严
重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形成高
压严管整治态势，同时对违法行为人
进行现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引导驾
驶人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自觉做道路平
安畅通的维护者。

下一步，大理市警方将持续开展交
通安全大宣传大警示大教育行动，通过
微信群、农村大喇叭、“村村响”等载体，
集中对高风险运输企业、高风险驾驶人
予以曝光，震慑严重违法行为，全力营
造常抓严管重罚的工作态势和良好的
宣传氛围。

大理市警方持续推进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工作

2 月 24 日，大理市下关街道
宁和社区发动社区党员、团员、居民
等开展洱海保护宣传活动，并认真
清理辖区内公共区域的垃圾。

近年来，宁和社区积极发动宣
传，通过广播、宣传栏、黑板报和发
放宣传小册子、布袋等方式，积极宣
传洱海保护的重大意义，定期举行
洱海环境卫生保护活动，使洱海保
护观念深入人心。

［通讯员 何永辉 摄］

□ 通讯员 李文开

近日，笔者来到南涧县乐秋乡乐秋
村委会，走在进村道路上，全然不见昔
日的泥泞与坎坷，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穿
梭在田野与村庄之间，路面干净整洁。
以往发展受限制的村庄，因为公路的贯
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乐秋乡着力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以“工程是手段，赈济是目的”的
初衷，通过“村党支部+村民自建”的方
式，改善村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
群众增收。

据悉，2024年乐秋乡以工代赈项目
总投资794万元，修建产业道路4003米、
引水管网 15279 米、养殖小区 1500 平方
米、200 立方米高位蓄水池 4 座等，项目
带动 100 名以上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发
放劳务报酬223万元。

项目实施后，村庄道路逐渐由原来
的尘土飞扬、泥泞不堪变成了浅灰色的
混凝土路面；养殖小区配套了驴舍、管
理用房、化粪池等，具备肉驴养殖的基
本功能；引水管道、蓄水池建设好后能满
足村民的日常饮水蓄水需求，促进乐秋

村、东升村农业产业发展。以工代赈项
目的实施，进一步助推乐秋乡“脱贫成果
巩固示范乡”建设，增强易地搬迁群众
和附近低收入人群的造血功能，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的目
标。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当地产业
发展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吸引投资，促
进特色产业、旅游业等发展，推动了乡
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此外，项目建成后，按照“龙头企
业+村委会/合作社+易地搬迁户和附近
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联结机制，将以工
代赈资金形成的经营性固定资产确权
给乐秋村委会，可实现村集体年增收 4
万元以上，易地搬迁群众和项目区低收
入群众每年每户可增收 0.3 万元以上。
同时，还可带动群众在养殖小区长期稳
定就业。项目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群众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激发他们自力
更生、勤劳致富的意识，改变“等靠要”
思想，增强自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

“在家门口务工就是好，骑个摩托
车就能到工地，不耽误早晚喂牲口，也
方便照看老人和小孩。”乐秋乡麻栗村
委会参与项目建设的董江说。

祥云县刘厂镇专职消防队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面对面宣传。（摄于2月23日）
当前正值春季火灾防控关键期，连日来，刘厂镇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理念，

采取“村组网格化、商铺靶向化、自建房精准化”的全覆盖宣传模式，依托专职消防员、
村组干部、志愿者等力量组建“消防宣传小分队”，通过“敲门行动”逐户发放《家庭防
火手册》，并针对农村用火用电、秸秆焚烧等隐患开展“一对一”讲解，进一步提升群众
消防安全素养。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南涧县乐秋乡以工代赈惠民生

□ 通讯员 赵彬

近日，走进宾川县拉乌乡清水河河
道治理施工现场，机械声轰鸣不断，运输
车来来往往，成百上千的工人忙上忙下，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清水河河道治理项目自去年 5 月
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锁定工期目标，
强化质量管理，抢抓工程进度，积极推
进工程建设。截至目前，清水河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一条河畅水清的河流正呈
现在彝乡间，沿河 3600 多亩良田不再
怕水冲。

“以前河道没有治理时候，一旦发
洪水，田就被冲了，去年我家就被冲毁
了一截。”谈起清水河的过往时，拉乌村
群众刘家福满是心酸。

清水河是拉乌乡的母亲河，属于渔
泡江的一级支流，起源于祥云县境内的
石盘山，流向由西向东，在箐门口村委
会的大河口进入宾川县境内，经箐门
口、拉乌、新兴和新田村委会后，汇入渔
泡江，河长 40.2 公里。多年来，岸坡冲
刷严重，河道狭窄水阻，时有水患发生
冲毁农田，沿河交通极其不便，周边群
众对河道治理需求十分迫切。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 2024 年 5
月，宾川县委、县政府积极筹措资金启
动了清水河河道治理工程。该项目概
算总投资 4239.92 万元，途经箐门口、拉
乌、新兴和新田四个村委会，治理河道
总长15.91公里，新建工程20.86公里，其
中新建沿岸挡墙护脚18.93公里，新建堤
防1.93公里，拆除重建取水坝1座，修复
取水坝 10 座，新建多处错车平台、纳洪
口、防冲坎等。

经过各参建方协调配合，精心施
工，目前清水河河道治理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河床清淤工作扎实推进。“通过治
理，工程可达到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真正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主管清水河河道治理项目的负责人兼
技术总工李坤说。

时下，沿岸许多群众看见河堤已建
好，纷纷来到河边搬石头、垒挡墙，铲河
土、平土地，整理新建河堤旁的自家农
田，以便大春耕作，刘家福就是这些群众
当中的一员，他亲眼见证了清水河从“冲
田冲地”到“河畅水美”的蝶变。“现在河
道治理好了，田也不会被冲，路也修好
了，我们收农作物可以直接开三轮车来，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刘家福说。

从“冲田冲地”到“河畅水美”

宾川县拉乌乡清水河实现美丽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