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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3
□ 通讯员 刘晓坤

5月16日，一堂以“新质生产力本身
就是绿色生产力——大理顺丰洱海资
源综合利用促全产业链发展”为主题的
案例教学课在大理市委党校乡科级干
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修班（第1期）上展开，资源综合利
用促全产业链发展的实践经验成为党
校学员探讨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
内在关联的鲜活教材。

此次案例教学课程分为背景阐释、
案例导入、分组研讨、交流分享、点评总
结 5 个部分。在教学中，授课教师多维
解构顺丰公司始终围绕绿色产业集群
不断创新的发展密码，不仅聚焦于以生
态环保为核心的环保型工业企业的成
功之路，更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政策导
向、市场机制和人文关怀。学员们立足
实际，围绕大理市在生态环保、产业结
构、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和短板进行矩阵式的分析阐述，充

分展现学员们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
绿色生产力”的深度剖析及县域经济发
展规划的深入思考。各组逐一展示研
讨成果后，授课教师进行全面梳理和总
结点评，肯定了大家在研讨过程中的努
力和成果，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这种以学员为主体、以问题为导
向、以能力提升为重点的案例教学课，
既调动了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又锻炼了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能
力，受到普遍欢迎。学员们表示，通过

“解剖麻雀”式的深度研讨，在理论与实
践中交融碰撞，实现“他山之石”向“本
土之策”的创造性转化。

为不断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高
质量发展，大理市委党校立足本土资源
优势，积极开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

“顺丰模式”作为全市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典型范例，灵活运用案例教学
法，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实现了教
学相长、学学相长，有效激发了干部教
育培训新动能。

大理市——

用好本土资源强化干部教育培训

□ 通讯员 杨建勋 文／图

初夏时节，宾川县宾居镇毘村土地整治
项目区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正抢抓农时
开展水稻插秧作业。蓝天白云下，一行行翠
绿的秧苗与农人身影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
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

放眼望去，连片整治后的水田阡陌纵
横，新修的沟渠在田野间蜿蜒伸展，为农业
生产提供了极大便利。

旋耕机轰隆作响，根据田块大小，两台
大型旋耕机和5台手扶旋耕机正在进行土地
深翻作业。翻耕好、蓄上水的土地上，村民
们头戴遮阳帽、卷着裤腿，俯身将一株株嫩
绿的秧苗插入田间。只见他们左手分秧快
如闪电，右手插种稳若磐石，随着手臂起落，
秧苗精准落入三指深的泥土中。不一会儿，
整齐的秧行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延伸开
来，给这片沉睡的土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田间分工井然有序，这边插秧队一字排
开同步插秧，那边修缮组持铲修补田埂；沟
渠旁，管水员仔细调节着水流速度；田埂上，
挑秧队伍踏着稳健步伐穿梭。每个岗位都
如精密齿轮，推动着耕种生产高效运转。通
过科学调度和“人机结合”的模式，大大提高
了插秧效率，日均插秧进度达15亩以上。

“该项目区在 120 亩左右，共聘请 80 余
名村民进行插秧作业，通过‘全年流转+季节
流转’的创新模式，既保证粮食生产，又让农
户在小季自主种植作物。引种的东北养生
稻和中国苦瓜稻都是优质品种，预计亩产可
达800公斤。”项目区负责人张亚霖介绍。

据了解，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一项集生
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
解决了土地闲置、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又大
幅度提升田间基础设施，有效改良土壤，提
高耕地种植能力，促进粮食增产增收。同
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好机会，助
力群众增收。

下一步工作中，宾居镇将继续以全域土
地整治项目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
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加强耕地保护政
策宣传、完善田间基础配套设施、强化农业技
术培训等举措，全力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筑牢
粮食安全屏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宾川县宾居镇稳步推进全域土地整治——

夏耘正当时 阡陌焕新颜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宾居镇全域土地整治项目后的农田。（资料图片）

□ 通讯员 段莎莎 梅红玉
李 根 赵燕飞 罗银素

近年来，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直在
倾力定点帮扶着漾濞县，针对基层卫生
急救短板精准发力，为漾濞 9个乡镇及
相关医院配备全新的12辆医疗救护车，
有效提升了全县的医疗服务能力。目
前，这批救护车成了保障漾濞山区群众
生命安全的“流动卫士”。

今年2月的一天，漾濞县太平乡太平
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不慎跌倒，头部严
重受伤。太平乡卫生院接到急救电话后

迅速出诊，现场进行紧急处理后，立即转
送上级医院，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当时头都摔烂了，人也昏迷不
醒。幸好救护车及时把我送出去救治，
到现在有两三个月了，也算恢复得好
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对救护车
的及时出现满是感激。

去年 7 月，一辆崭新的救护车正式
落户太平乡卫生院，自投入使用以来，
它已经成为了卫生院出诊救治不可或
缺的“关键力量”。太平乡卫生院院长
杨彩霞介绍：“新的救护车上面配备了
氧气、无线电源，心电监护可以直接插

上去使用，大大缩短了抢救和急救的
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卫生院出诊
人数大概有 30 人，这辆救护车对我们
帮助很大。”

“原有的救护车因为车龄长，车况
差，在使用过程中不时会出现半路抛锚
的情况，影响了漾濞县基层医疗服务急
诊、急救能力。这批救护车投入使用之
后，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累计出诊救治群
众1500余人，基层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漾濞县卫生健康
局副局长刘元华说。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冶金地质总

局结合漾濞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围绕产业帮扶、文化帮扶、医疗帮扶
等方面引入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形
成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帮扶格
局。2023年以来，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连
续3年投入300多万元实施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包括乡村医生培训、
公共卫生服务提升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派出漾濞挂职
副县长华治东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
在漾濞的投入，不光是资金，还包括市
场、技术和人才投入，为推动漾濞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硬核”援助漾濞——

捐助12辆救护车打通山区群众急救“最后一公里”

□ 通讯员 李江

近年来，洱源县市场监管局积极履
职，从服务、排查、监督、普法等多个维度
精准施策，全面规范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
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贴心护航服务，践行执法新理念。
在食品小作坊开办筹备阶段，执法人员
提前介入，从硬件布局到软件制度建设，
为待开办的食品小作坊提供全面指导。
对于已经运营的小作坊，执法人员更是
化身“贴身管家”，“手把手”协助完善生
产管理制度，规范台账记录，督促小作坊
全面自查自纠，切实将主体责任落到实
处，以贴心服务践行执法新理念。

“地毯式扫描”排查，规范市场秩
序。对辖区内食品小作坊展开全覆盖
摸底排查，细致分类并建立监管档案，
确保对每一家小作坊的情况都底数清、
情况明。同时，严厉打击无证无照经营
的小作坊，坚决取缔“黑作坊”，净化市
场环境。针对部分小作坊存在三防设施
缺乏、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问题，严格依照
标准规范整改，让小作坊展现崭新风
貌。还积极打造小作坊示范店，树立行
业标杆。

全链“紧箍咒”式检查，严守安全底

线。在监督环节，以乳扇类、酒类、米线、
饵丝等为重点监管对象，对食品小作坊
实施全链条监督检查。从原材料采购的

“入口”，到生产加工的核心流程，再到
人员管理的关键环节，全面覆盖食品安
全制度落实情况。对未履行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的行为，严肃查处未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的行为，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印制
进销货台账、食品安全信息公示牌，免
费发放给小作坊业主，指导其规范记录
台账、妥善存放进货凭证，做好“两超一
非”问题的处罚警示宣传，牢牢守住食品
安全底线。

加强宣传引导，筑牢思想防线。通
过普法宣传与日常监管、专项整治紧密
结合，全方位向食品小作坊业主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通过宣传引导，督促小作坊
完善食品安全自查管理制度，定期开展
自查自纠，切实增强从业人员的法律意
识和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从思想根源上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下一步，洱源县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食品生产监管，握
紧食品小作坊生产质量源头的“方向
盘”，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洱源县——

规范食品小作坊 守护舌尖“大安全”

祥云县云南驿村乡村“家长夜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现场。（摄于5月16日）
当天，祥云县乡村“家长夜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云南驿村举行，心理辅导

志愿者通过情景剧表演、现场讲解、心理问题咨询等方式，和家长交流家庭教育问
题，推动乡村家庭教育和文明乡风建设。

［通讯员 李树华 李沙沙 摄影报道］

宾川县鸡足山镇利用赶集日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提高群众的安全意
识。（摄于5月13日）

活动现场精心准备了2000册各种各类宣传资料，涵盖常见灾害的预防知识、应
急处置方法以及自救互救技能等内容，工作人员耐心地为过往群众讲解相关知识，向
摊主、村民发放宣传资料，方便群众学习和掌握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和防灾
减灾水平。 ［通讯员 唐方香 摄］

剑川县盘龙公园繁
花似锦，老人组团来赏
花。（摄于5月14日）

盘龙公园内种植有
数百种树木花卉，随着暑
气渐浓，公园内各色夏花
相继绽放，一片姹紫嫣
红，美不胜收，居民纷纷
走进公园赏花游玩，享受
美丽县城建设带来的绿
色福利。
［通讯员 李丽琴 摄］

绿美大理

旋耕机正在进行土地深翻作业。（摄于5月9日）

村民们一字排开同步插秧。（摄于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