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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风拂白州

□ 通讯员 周应良 李双梅

剑川县被称为“楹联之乡”。走在
剑川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门口挂着自
撰自书的楹联，展示着主人家深厚的文
化底蕴。2022 年 12 月，剑川楹联列入
云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24 年，中国楹联学会
批复同意剑川县为“中国楹联文化基
地”，云南省诗词学会授予剑川县“中华
传统诗词之县”称号。

近年来，剑川县以纵深推进清廉
大理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强基行动”
为抓手，深入挖掘，积极探索，着力传承
弘扬楹联文化，建设优良家风，培育时
代新风。

突出楹联典型挖掘，优良家风“立”
起来。在“立”上下功夫，以“一步一名

人故居”的剑川古城南门街、西门街、西
门外街为试点，突出家风家训主题，精
心选树家风楹联典型。组建以县内文
化名人为骨干力量的工作小组，深入挖
掘家风故事，并按对联的格律进行创作，
通过调研、走访、收集、征集等工作，形成
蕴含精忠报国、耕读诗书、友邻和睦、清
白做人等优良家风的楹联200余副。同
时，以木为媒，结合剑川木雕技艺，将楹
联镌刻于木材之上，制成古色古香的家
风木刻楹联，形成“剑川楹联镌刻优良家
风 古韵流芳传中华美德”的浓厚氛围。
如今，西门街等区域成为人们了解、学
习、品鉴剑川家风楹联的重要点位，也
成为游客深度游剑川的必去打卡点。

突出楹联研究阐释，优良家风“育”
起来。在“育”上下功夫，不断完善和健
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强诗词楹联创作骨

干队伍培养，成立剑川县楹联学会、剑川
县景风诗社、沙溪诗社、兰阳诗社、华阳
诗社 5 个诗词楹联社团，会员达 400 余
人，编辑出版《石宝山古今对联选》《剑
川楹联》《剑川赵藩文化园对联选》《美
丽剑川楹联选》《剑川古今诗词楹联选》
等几十册诗词楹联书籍，充分展示剑川
诗词楹联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其中蕴含
的优良传统。其中，《剑川楹联》一书收
录了大量家风楹联，特别是清廉家风楹
联广为传颂，成为剑川县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的鲜活教材，先后在“学习强
国”、云南发布、清风云南等线上平台推
送。楹联文化的研究阐释，为优良家风
的培育、传承、弘扬提供了丰厚土壤。

突出文明实践活动，优良家风“传”
开来。在“传”上下功夫，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以传承弘扬楹联文化，推动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培育文明新风。结合全
县文化场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建设工作，整合国家方志馆南
方丝绸之路分馆、剑川县历史文化博物
馆、张伯简纪念馆、赵藩陈列馆等 27个
公共文化场馆、8 个城市主题公园广场
及 180 个四级文明实践阵地等资源，推
进活动阵地共建共享，以“剑川楹联学
堂”为抓手，多形式组织开展“品年俗
传家风”“品乡愁 感亲恩 传非遗”“照
壁上的家风 楹联里的家训”“重家教
传家风”“阅读好时光 书香润万家”“讲
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等系列家
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传承
好弘扬好诗词楹联文化，引导更多家庭
重视家教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
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剑川县传承楹联文化培育时代新风 □ 通讯员 吴华 赵保通

近年来，宾川县力角镇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按照矛盾纠纷“早
发现、早预防、早处理”工作思路，统筹
整合资源力量，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
作用，及时有效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4 年，该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排查矛盾纠纷 266
起，调解成功 262 起，调解成功率 98%；
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8.8%，信访件同比
下降38.9%。

预防为要 普法先行
“水果销售旺季，资金往来频繁，各

类型电信诈骗高发易发，这些典型的电
信诈骗手段千万要记住，别轻信、别随
意转账……”这是普法人员向果商、果
农开展针对性普法的场景。

力角镇深入推进普法工作，全镇
700多名网格员化身“普法员”，绘好“时
间表”、定好“任务书”、确定“路线图”，
走街串户，根据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
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与其切身利
益有关的话题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客事
现场、群众会等节点，有的放矢开展个
性化法治教育宣传活动。全镇共组建
8 支“八五普法讲师团”和 3 支“滴灌式”
普法宣讲团，深入开展精准普法宣传。
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学校+家庭+社
会”普法宣传工作模式，组织专业力量
为全镇 10 所中小学校 6000 余名学生和
家长上好寒暑假普法教育“第一课”和

“最后一课”。

深入排查 联合化解
“我们镇积极推行网格员‘一员多

用、多员合一’模式，充分发挥网格员作
用，做好信息收集、纠纷调解、政策宣
传、安全巡查、文明倡导、民生服务等方
面的工作。”力角镇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张巧介绍。
力角镇持续铺好社会治理一张网，

设立镇、村、组、户四级网格，设有网格
长34人、网格员758人，并聘请专职治保
调解主任7人，以“周排查、月分析、限时
办结”机制为依托，以综治中心、派出
所、司法所和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为
主，职能部门为横向线，村调解组织形
成纵向线，落实落细家庭风险评估，深
排细查，每月定期开展分析研判会，实
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做到“微事
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

“解决矛盾纠纷，我一直坚持的就
是一个‘快’字，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跟
进和处理；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要想尽
一切办法。”有着 30 多年矛盾纠纷调解
经验的治保调解主任孙正雄对处理矛
盾纠纷有自己的一套方法。2024 年，
孙正雄共参与排查调处矛盾纠纷79起，
调处成功79起，调解成功率100%。

多元解纷 暖心服务
力角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改进服务态
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不断完善以镇、村两级综治中心为主
体，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骨干，村民小
组调解员为基础的“大调解”组织网
络。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办事
热情，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中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充
分发挥乡贤、网格员、妇女同胞、“五老”
人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基层
治理新格局。

目前，力角镇成立个人调解室1个，
组建志愿服务队 8 支，共有人民调解员
139人。

宾川县力角镇——

把矛盾纠纷防在“早”化在“小”

□ 通讯员 杨洁 罗丽琴

近年来，漾濞县漾江镇金盏村不断
强化党建引领村民自治，一个村一条
心，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规范制度、完善协商，我的家乡我
来议。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搭建
自治平台，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
者和受益者。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建立
村民小组民主议事细则，推行“一事一
议”民主协商制度落细落实，严格执行

“四议两公开”程序，保障党员群众参与
村组重大事项的权利，接受党员群众监
督。创新“1+7+N”协商主体（“1”即村
党组织书记；“7”即七类固定成员，包括
村“两委”成员、“两代表一委员”、群众

代表、有威望的长辈、致富带头人、挂钩
单位负责人、干部规划家乡人才；“N”
包括协商事项涉及的利益代表、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代表等），根据协商议事需
要，集思广益、凝聚民智。制定村组“小
微权力”清单，实行村民小组干部“小微
权力”清单内容、运行过程、运行结果全
透明公开，规范村民小组干部权力运行。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的家乡我
来建。打造群众“自主规划、自发建设、
自我管护”的“三自”新样板。在基础设
施提升、村容村貌改善等方面充分发挥
群众自治作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
物的捐物、有设备的投设备、有技术的
投技术，不仅节省建设成本，还增强群
众基层共治理念，提高项目建、管、用效

果。2024年，该村以党建引领群众自主
实施了 14.2 公里主干道路绿化、4.2 公
里农村公路建设。充分发挥村组人才
和干部规划家乡人才作用，全村人才库
共计 165人，涵盖教育、卫生、住建等各
领域，每年召开“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座
谈会，乡贤出谋划策，共促村组发展。
立足资源优势，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基础
上，发展春季椿芽树头菜、夏季蘑菇野
生菌、秋季花椒、冬季早蚕豆和贡菜的

“四季菜”产业发展模式，户均增收近 3
万元。

模范引领、网格管理，我的家乡我
来护。进一步强化党员身份意识、责任
意识，通过党员挂牌亮身份等形式，
推动党员在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服务

群众中走在前、作表率、当先锋，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支持集体事务，推动村民
小组治理实现党员带动、党群联动的生
动局面。全面推行网格管理，健全完善
网格运行机制，在五级网格的基础上，
约15户配备一名网格员，网格员统筹做
好政策解读、村情民意收集、民生问题
解答、为民实事办理、困难纠纷调处等
服务工作。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
院”等评选，以田心村民小组庭院美化
绿化为样板，带动全村 400 多户农户打
造美丽庭院。组建种类丰富、任务明确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7支，服
务队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不断创新
活动载体，拓展实践形式，营造全民参
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漾濞县金盏村——

群众自治聚合力 家乡建设添动力

“小李村长助农记”团队到巍山
县永建镇小围埂村，联合当地群众开
展农产品直播带货。（摄于3月14日）

近年来，巍山县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成立县电子商务行业协会，通过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优势资源、特色农业与新技
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互融共振，
让柠檬、柑橘、滇红花等农特产品有
好销路、好价格，助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通讯员 褚世杰 摄］

（四）
开放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国际

环境越复杂，越要坚持开放合作，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
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
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

曾几何时，中国被贴上“山寨版”
“跟随者”“拼产能”的标签。

2025年一开年，国际资本用真金
白银改写剧本：对冲基金大幅加仓，
国际投行密集看多，中国科创市场成
为“强磁场”。德国《商报》文章指出，
最近几个月全球资金在重新配置中
纷纷流向了中国资产。

“去中国化”的论调没有市场，
“去中国”成为科创的新方向。

巴斯夫，德国化工巨头。其在本
国路德维希港的11家工厂陆续关闭，
而在中国上海的涂料项目投产增产，
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项目投资
总额达100亿欧元。

拜耳医药的开放创新中心，落户
北京亦庄；大众汽车投资25亿欧元，拓
展位于安徽合肥的生产及创新中心；
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首个海外创
新中心，在上海浦东新区启用……

在全球大市场中，外资为何将创
新中心放在中国？

多项新能源汽车领域国际标准，
中国牵头立项；首个养老机器人国际
标准，中国牵头制定；GE医疗全球每
销售 2 台磁共振产品，有 1 台产自天
津；苹果全球200家主要供应商中，有
超过80%在中国生产……作为全球供

应链的重要“支柱”，中国链接世界，
打造更牢固的“共赢链”。

嫦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中国
天眼”向全球开放观测申请，中方总
装的阿曼首颗智能遥感卫星成功发
射，中企开发的埃及水井项目让荒漠
长出麦苗……中国拥有强大创新力、
创新链，日益成为“世界研发实验
室”，作为全球创新重要一极的影响
力持续提升。

有外国外交官惊叹，世界上没有
其他地方能像中国这样迅速地测试
新技术。有外媒坦言，放弃中国市
场，等于放弃未来十年的增长门票。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2024年，全球每10块智能手机面

板，有大约7块来自中国；工业级无人
机，中国占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

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高水
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国正加快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
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继续
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中国坚持推动科技开放合作，积
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营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致力以更多
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经济的信心，在当下更在未
来，开放创新推动开放发展是最硬核
的定力。

未来已来。续写科技创新的中国
答卷——

“要继续往前跑，一定会做得更好。”

［转载自3月1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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