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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理州“扫黄打非”举报电话：0872-2313058
大理州“扫黄打非”举报邮箱：dlzshdfbgs@163.com

大理州“扫黄打非”问题线索举报方式

本报讯（通讯员 陈光然）6月3日下
午，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剑萍
主持召开州人大常委会党组第67次会议。

会议要求，要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
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
神，结合人大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传达学习了有关文件和会议
精神。要求要认真学习、严格落实《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带头
过紧日子；认真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关
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
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决定》，持续推动
重要讲话精神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以

严肃的态度、坚定的决心、有力的举措，
坚决杜绝各类违规饮酒问题发生；严守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管理规定；进一步发
挥好人大监督作用，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条例》贯彻落实；加强和改
进人大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持续
抓实机关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会议对州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
2025 年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工作进
行了通报提醒。要求要认真落实管党
治党、党风廉政、作风建设等政治责任，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干部教
育管理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严管所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明 赵璀芝）大理
州政协、剑川县政协日前在剑川县马登
镇召开院坝协商会，围绕如何解决老
剑兰公路马登镇麻栗箐段群众出行难问
题进行协商，共同探讨如何将群众出行
的“忧心路”变成“放心路”。

大理州政协、州级相关部门负责
人，剑川县政协、县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鹤剑兰高速公路建设剑川县协调指挥
部、鹤剑兰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和施工总承包项目部负责人，马登镇
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部分村组干部和
群众代表参加协商会，围绕主题畅所欲
言，提出各自的见解。

据了解，大理州政协、剑川县政协根
据政协委员提案、社情民意反映比较集
中的“因鹤剑兰高速公路修建致使老
剑兰公路麻粟箐段交通出行不畅，汛期
安全隐患多”的问题，于今年4月组成调

研组，与相关镇、村干部开展广泛调研，
在充分了解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州、县两
级政协组织了本次院坝协商会。

经过协商，达成共识，一是在 2025
年 6 月，对因鹤剑兰高速公路建设造成
的老剑兰公路麻粟箐段安全隐患进行全
面排除。二是开展老剑兰公路羊岑三甸
箐至马登后甸村段日常管养工作，加大
巡查力度，及时排查处置安全隐患，清理
公路路面及排水沟堵塞物和垃圾等。同
时，制定鹤剑兰高速公路建设麻粟箐段
汛期保通应急预案，做好施工便道、弃土
场、施工场地安全防护、警示、标识，切实
强化汛期巡查，排除汛期安全隐患。三
是充分考虑马登镇东华村、新华村等群
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提前谋划老剑兰
公路修复工作，制定科学的修复规划，做
好占用公路的养护管理，保障公路的安
全畅通。

□ 通讯员 张宏勇

巍山县紫金乡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扎实抓住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以“制”明“责”、以“制”
促“治”，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
双赢之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同步发展。

聚焦以“长”促治，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紫金乡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创新

“林长+”模式，将辖区林地划分为4个大
网格片区，聘用 58 人担任生态护林员，
定时不定时开展巡山护林，确保了连续
10 余年未发生破坏树木、滥砍盗伐、无
证采伐等违法行为，也未发生过森林火
灾和有害生物灾害。截至2025年4月，全
乡拥有林地面积 18.4 万余亩，森林面积
16.8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70.10%，以“林
长制”促“林长治”，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加快了生态
发展增收文章，为乡村振兴加油助跑。

聚焦向“绿”而行，生态文明开花结
果。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将生态保护
与林业发展紧密结合，多树种搭配、多林

种布局，持续推进人工造林与义务植树
相结合，厚植生态优势，利用特色资源，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绿色动能。截至 2025 年 4 月，辖区有人
工造林面积 7.4 万余亩、草地面积近
2000 亩、湿地面积 4300 余亩，进一步促
进了生态“绿色颜值”转化为“经济价
值”，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双
赢之路。

聚焦借“林”发力，做好林下发展文
章。依托管绿、用绿、护绿、增绿、活绿为
抓手，持续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发放林业科普资料，突出精准施策，调整
延伸产业链，盘活林地经营权，发展绿色
金融，拓展林农增收空间，壮大绿色动
能，为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截至 2025 年 4 月，全乡林下中
药材基地及农户种植黄精 720 亩、丹参
1210 亩、金铁锁 400 亩、重楼 300 亩、灯
盏花 400 亩、魔芋 510 亩；发展林下土鸡
养殖 2 万羽、黑山羊养殖 1.3 万余只、蜜
蜂养殖 500 余箱、蔬菜种植 208 亩，实现

“林下生金”“借绿生金”双驱动。

□ 记者 杨铁军 王光保 杨桂清
通讯员 董炽鸿 文／图

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紧紧抓住国
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机遇，以服
务社会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
化改革，产教融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输
送了大批合格的高校新生，为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银铜器工
作室里，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正在
手把手指导学生制作铜器。为解决银
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产品单一、匠人学
历普遍不高等问题，2024 年 1 月 18 日，
鹤庆银器产业学院在鹤庆县职业高级
中学成立，学院将鹤庆县银铜器产业发
展和职业教育相融合，探索一条具有
鹤庆特色的银铜器传承与创新发展、人
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融合的路子。

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寸发标被聘为
鹤庆银器产业学院名誉院长，寸发标表
示，银器产业学院现在吸引了众多的年
轻人学知识、学技能，他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银器产业学院，把学院办成像景德镇
陶瓷大学一样的学校。

2023 年，鹤庆银器产业学院招收
20 名初中毕业生，2024 年招收 38 人，
同年还招收 40 名企业学徒，2025 年计
划招生 100 人。来自草海镇的杨锦宏
同学进入学校还不到一年，在老师的
精心指导下，已经学会了银铜器制作
的基本技能，在今年举行的大理州第
三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他制作的
银首饰盒获得民族工艺品类二等奖。
杨锦宏说：“我一定要跟老师好好学习
银铜器制作技艺技能，掌握一技之长，
将来走向社会，做一个银铜器的制作
能手，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银铜器制
作的大师。”

秉持“服务学生终身发展、服务就
业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
理念，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创办以来，
先后开设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商务、
民间传统工艺等 30 多个专业，培养近
万名毕业生，短训 1万多人次。学校积
极深化产教融合，拓展校企合作的广
度与深度，目前，已与涵盖银器、餐饮、
奶业、汽车、电商等多个行业的 20多家
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鹤庆县职
业高级中学校长周鑫介绍，学校在专
业建设上，聚焦地方产业需求，合理
设置专业，推进优质专区群建设与

“双优”创建，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
教融合，探索银器产业学院实体化运
行模式，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
合。同时，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研、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全面提升师生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
培养契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作为一所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
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
目前，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在编教职工
106 人，有 42 个教学班，在籍学生 1721
人。学校秉承“精技强能，德业并进”的
校训，师生在不断创新的热土上展示才
华，彰显实力，放飞梦想。2018年，学校
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
2023年，学校获“云岭先锋育人红烛”党
建工作示范学校；2023 年、2024 年，在

“大理州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管理”考核
中获优秀等次；银铜器制作、中餐烹饪、
电商、汽修、旅游等多个专业的师生在
州、市级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

州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

州县两级政协联合开展院坝协商
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

巍山县紫金乡——

绿水青山成群众“幸福靠山”

“鹤庆教育谱新篇”系列报道之三

产教融合 培育工匠型人才

▲ 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加工铜器。（摄于5月22日）

▼ 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学习中餐烹饪技能。（摄于5月22日）

祥云县刘厂镇松梅村蚕农在出
售蚕茧。（摄于5月24日）

刘厂镇松梅村是全国“一村一
品”蚕桑示范村，有桑园4958亩，栽
桑养蚕户 364 户，该村通过“党支
部+蚕桑专家+合作社+蚕农”政企
社合作模式，推广科学养蚕新技术，
有效促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据
了解，松梅村今年春季养蚕 3500
张，平均每张收获蚕茧 48 公斤，总
产值逾1000万元。
［通讯员 李树华 杨丽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