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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扫黄打非”问题线索举报方式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讯（记者 杨艳玲 田野） 5月9

日下午，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
持召开州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国和
省、州重要会议及文件精神；研究推荐
云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三届理
事会提名人员相关事宜；对州政协机关
集中纠治违规饮酒问题进行安排部署。

程鹏指出，要深刻认识集中纠治违
规饮酒问题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集中纠治违规饮酒问题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坚决贯彻落实好省、州决策
部署。

程鹏要求，要准确把握集中纠治违

规饮酒问题的重要任务，聚焦违规饮酒
八个方面的重点问题，抓好自纠自查和
整改工作。要抓好学习教育，自觉抵制
违规饮酒行为；抓好自查自纠，强化自
身纪律意识；抓好整改落实，推动整治
工作取得成效。

程鹏强调，要切实抓好违规饮酒问
题集中纠治工作，以严谨的态度和有力
行动，压实工作责任、发挥表率作用、加
强监督检查、营造良好氛围，以优良作
风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州政协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不是
党组成员的州政协副主席、各委室主
任、专职副秘书长、驻州政协机关纪检
监察组组长，各委室副主任、办公室各
科负责人列席会议。

□ 通讯员 张春

为保障春耕生产用水需求，祥云县
下庄镇抢抓农时、提前谋划，组织村民
积极开展清沟清淤。

南干渠是下庄镇春耕保灌的“生命
动脉”，承担着全镇 90%耕地的灌溉重
任。在村庄的灌溉渠道旁，村民们手持
锄头、镰刀，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开展
着清淤作业，有的负责铲除沟渠底部厚
厚的淤泥，有的清理渠道两旁的杂草和
杂物，有的将清理出的淤泥和垃圾运送

到指定地点……
此次清沟清淤行动不仅改善了沟

渠的通水能力，还提高了农田的防洪排
涝能力，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年，下庄社区计划种植烤烟2380亩、
制种玉米 500 亩，我们发动党员群众投
工投劳，常态化开展灌溉沟渠清淤保通
工作，保障农作物稳产增产。”下庄镇
下庄社区党委书记李庆平说。

截至目前，下庄镇已累计完成干渠
清淤15.3公里、小沟渠清淤8公里，清除
垃圾、淤泥2800多立方。

□ 通讯员 吉正红 黄平 杨萍 王旭伟

听着距离自家烟地上方 200米处刚
建好的蓄水池里叮咚作响的水声，漾濞
县瓦厂乡黑马村村民茶泓升难掩心头喜
悦说道：“明天一大早我家就可以移栽烟
苗了，想到今后不用再一车一车到河底
拉水栽种烟苗，心里着实高兴！”

随着项目区位置最高的一个蓄水池
成功通水，长期困扰黑马村的灌溉难题
得到了彻底解决。

据黑马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永斌介绍，黑马村7个村民小组200余
户村民 1900 多亩山地，多年来，村里在
各级支持下，建设了不少五小水利工程
项目，但因当地的地势和水源分布等现
实原因，结构性缺水问题一直难以突
破。2023 年，在县乡统筹下，黑马村实

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项目，重
点提升耕地灌溉条件，修建1座取水坝、
19座蓄水池，铺设输水管道2万多米，项
目建设方加班加点赶进度，确保了村民
今年的春耕灌溉。

据了解，自 2019年启动高标准农田
建设以来，漾濞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 9.59 万亩，完成土地平整 3432 亩，修
建农渠47.5公里，铺设管道68.2公里，建
成蓄水池90座。

“在水源短缺地区，我们重点推进水
利设施新建和升级，在水源充足区域，则
通过土地平整、灌溉设施配套、田间道路
优化等措施，全面提升农田综合生产能
力。”漾濞县农业农村局职工赵永斌介绍
说，下一步，漾濞县将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科学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助推
全县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

州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祥云县下庄镇——

党员群众清淤疏浚保春灌

漾濞县黑马村——

提水上山解灌溉难题

弥渡县新街镇消防工作人员为海坝庄村农户送水保苗。（摄于5月2日）
为保障春耕工作顺利推进，弥渡县科学统筹、合理调配现有水资源，有序组织农

户开展就近取水作业。同时，紧密结合农户实际用水需求，精准规划、灵活调度送水
车辆，将清水及时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春耕。 ［通讯员 马素萍 摄］

□ 通讯员 彭启慧 杨伟婷 文／图

初夏时节，走进宾川县小河底云福
万亩柑橘示范园，迎面而来是满山
的金黄与翠绿，雪白的柑橘花散发出
阵阵清香，金黄的柑橘成串成串缀满
了枝头，呈现出“花果同树”的独特
丰收图景。

“我们基地的沃柑最低每斤2.3元，
高的到 2.6 元，比周边高出将近 30%。”
万亩柑橘园负责人曾志军介绍道。

高溢价的背后，是宾川县探索联农
带农机制、发展小农户与适度规模经营
相衔接的乡村特色产业的生动实践。

承包制管理
夫妻工变身“技术合伙人”

整个示范园被划分为三个大片区，
下设100余个50亩左右的小片区，每个
小片区聘请一对夫妻专职管理。管理

实行“承包制”，按苗木棵数和果子的销
售分红计算收入，园区负责技术指导和
过程管控，其余的日常管理由夫妻工全
权负责。“打工人”摇身一变成“主人”，
管理费和提成费的双重收入，严格的末
位淘汰制，极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户长李雪梅：“我们是从拉乌来的，
两口子在家每年的收入也就六七万
元。来到这里以后，两个人管理这些树
苗，保底加上抽成能有十多万元。娃娃
读书有保障，我们生活也有保障！”

目前，整个园区有100余对夫妻工，
每月2000元的基本生活费，两室一厅一
厨一卫的住房保障，免费的水电，5元每
餐的食堂，孩子异地就学的保障……

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农户能在这里
安心就业、用心赚钱，每户年收益最少
10余万元，高的能到 20多万元，销售分
红也在逐年递增。

多元务工需求
打造家门口的“金饭碗”

除了聘用制的夫妻工，园区每年还
有大量的果树修剪、疏果、施肥、采摘、
装运等多方面的务工需求。虽然是临
时工，园区也会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和
规范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技术型“果业
新农人”。

“我们优先聘用本地农户，其次是
周边县份的群众，每年聘用的临时工保
守估计有6万余人次。”曾志军说。

这些“果业新农人”有丰富的工作
经验和灵巧的手艺，成为了水果产业链
上的“香饽饽”。除了在本地务工外，还
会被邀请到四川、新疆、陕西等地务工。

“我管理着一个 50 人的小团队，承
接县内外的各类果园管理务工需求。
宾川县水果工人在全国都很有名气，现
在就有一个广东老板邀请我带着团队
过去帮他栽种果树。”工头李增祥说。

品质保证
开拓国际市场有实力

示范园严格按照“建园标准化、种
植规范化、肥水一体化、管理科学化”的
思路和要求，通过“六个统一”的标准化
种植模式，严把质量关，实现了“安全绿
色柑橘”的产品定位目标。加上15名生
产主管和片区长组成的技术督导团队，

有力保障了生产全过程的安全和规范，
让云福沃柑成为了优质水果的代名词，
用高质量带来了高销量。

外贸商王强表示：“他们园区的沃
柑，果子糖度高、硬度好、储存时间
长，整体质量都不错，主要出口越南、
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我们
要的量大，园区能同时满足我们对质
量和数量的要求，用云福的产品来做
外贸，品质、品控都有保证，我们做得
更放心！”

目前，园区三期“渝沃无核”、四期
“脆蜜金柑”项目已全面投产，将带动
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与更多农户共享
发展红利。

全链式发展，宾川县小河底云福万亩柑橘园——

打造联农带农富农新样板

云龙县漕涧镇大坪村新建成的生态鱼养殖基地。（4月28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近年来，漕涧镇把发展特色养殖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尤其在冷

水鱼养殖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大力培育冷水鱼养
殖产业。 ［通讯员 何红珍 何小燕 摄影报道］

“花果同树”。（摄于4月28日）

户长李雪梅在管理片区内的柑橘。（摄于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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