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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高正达 田野

近年来，漾濞县紧扣“干部清正、村
务清爽、民风清朗、干群和合”的要求，
纵深推进清廉村居建设，全面推进精简
村级工作事务、工作机制牌子和证明事
项工作，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承担工作
事务，切实提升为民服务效能，促进基
层治理提质增效，做到“牌子减下去、服
务提上来”。

走进漾濞县平坡镇平坡村委会综
合服务大厅办事点，一块“漾濞县不
应由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和保
留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的牌子格外醒
目，清单明确了不应由村级组织出具
证明事项清单 34 项，保留出具证明事
项清单 2 项。正在为群众办事的平坡
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选一向记者介绍：

“原来，村委会这么小小一个门头上
挂着 10 余块指示牌，名目繁多，令人
眼花缭乱。但牌子多并不意味着服务
好，这些牌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而且常常让前来办事的村民
感到困惑和不便。”

针对原来亲属关系、贫困证明、婚
育状况等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求提供村
委会证明的乱象，漾濞县制定出台了

《漾濞县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
牌子和证明事项的实施方案》，明确工
作目标、任务分工和时间节点，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从源头
上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平坡村基层治理专干李艳深有感
触地说：“现在整个办事大厅敞亮了许
多，更重要的是办事的流程和指引简洁
明了，村民不再被各种各样的指示牌弄

得晕头转向，该开什么证明、不该开什
么证明也都一目了然。村民来办事我
们有理可依，不再为一些不该由村级处
理的事项浪费时间，我们村干部也能从
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到
主责工作中。”

如今，平坡村委会门外只悬挂着
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
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 4 块标识牌，并
将各功能室充分整合，建立全新多功
能活动室。前来办事的村民李育鲜感
慨道：“如今，我们来村委会办事不用
到处找牌子，办事相当方便，村干部
的服务也热情到位。”

通过集中开展清理整顿工作，漾濞
县 66 个村委会共计清理外部挂牌 263
块、清理内部挂牌 427块，清理微信群、
QQ群23个，清理规范不应出具证明事

项329项。牌子撤了不等于工作就可以
不用干，漾濞县要求村干部做到“牌子
减下来，服务提上去”，在清理牌子的同
时，更加注重提升服务群众的效能。

漾濞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熊璟琳表示，通过对村级组织的
职责范围、重点任务、运行流程进行
明确，让村干部深刻认识到服务群众
的重要性，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为
群众办实事上，帮助群众解决实实在
在的问题。

下一步，漾濞县将健全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协调机制，积极贯彻为基层减负
的部署要求，推动工作力量下沉，理顺
基层权责配置，规范村级工作事务，完
善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建立重
点任务清单，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
拉大车”突出问题。

从一块牌子看变化——

规范村级事务 优化群众服务

□ 记者 施贵兴

曾经，“朝出夕归、货通八方”，“凿
石声闻十里”，运输船往返一次的收入
可超过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后来，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超
半数劳动力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收入
长期为零。

现在，年接待游客超 30 万人，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超 80 万元，被网友称为

“大理小镰仓”。
繁荣—衰落—逆袭，如此跌宕起

伏、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真实而又戏
剧性地发生在了大理市海东镇文笔村。

老业态：
打渔+碎石加工+种植+务工

文笔村位于大理市洱海东岸。它
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面朝洱海、远眺苍
山，坐拥“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
古琴”的绝美景致。

由于西临洱海，文笔村曾经的支柱
产业是渔业。鼎盛时，文笔村八成左右
的家庭以打渔为生。“渔船最多时达到
了 120 多艘。渔获销往大理古城、下关
等地，收入不错。”渔民赵福全回忆。

由于背靠盛产石材的高山，文笔村
部分村民以石为业，加工碎石，用作
建材。文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赵志宝介绍，文笔村的石材经过“三分
凿七分磨”的技术加工，光洁好用，备受
青睐。

丰厚的渔获和大量的建筑石料要
销往大理古城、下关等地，但是陆路交
通闭塞，文笔村的水上运输业因此兴
起。老船工杨维昌还记得，他年轻时驾
驶载重20吨的木船，在文笔村和下关之
间往返一次的收入可超过普通工人半
个月的工资。

然而，随着群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
洱海保护工作的深入，文笔村的渔业、

碎石加工业和水上运输业全面退出。
在山地上种植玉米、洋芋和外出务工成
了文笔村仅剩的出路，村庄一时陷入了

“产业空心化”困境。

新业态：
民宿+餐饮+婚庆+旅拍+文创

命运的转折与环洱海公路的开通
一起到来，文笔村从交通死角突然变成
了环洱海游的必经地。

2013年，北京人任华被文笔村的景
致所吸引：“第一眼看到这里的丁达尔
效应和苍山倒影，我就决定留下来。”留

下后的任华开设了文笔村的第一家民
宿，并在此后十年间陆续开办了两家民
宿、两家餐厅，员工全部聘用本地村民。

同样被丁达尔效应吸引的还有江
苏南京设计师庄淮。2015年，在文笔村
看到苍山洱海上空的丁达尔效应时，
庄淮深受震撼：“这里的光线像舞台聚

光灯，天然适合艺术表达。”此后，他把
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举家迁居文
笔村，享受起了惬意的生活。他说，生
活在大理的“天然空调”里，山和水都那
么地真切，村民们也很淳朴，之前快节
奏生活带来的疲惫和焦虑随之消失了。

下转第二版

大理市文笔村——

创新业态 强势逆袭

大理市文笔村。 ［通讯员 董孟良 摄］

>>> 新闻链接
据大理洱源“6·5”5.0级地震抗震

救灾指挥部通报，2025 年6月5日04
时31分51秒，大理州洱源县发生5.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
三营镇白草村委会，周边的牛街乡、
凤羽镇、右所镇、茈碧湖镇震感明显，
邻近的鹤庆县、剑川县均有震感。

地震发生后，大理州委、州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
州、县两级共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4车
169人，县乡村共组织党员干部等应急
救援人员550余人，全力开展应急救
援工作。目前洱源县已设立3个临时
安置点，紧急调拨帐篷150顶、折叠床

600张、棉被600床、床垫600床。
经排查，截至6月5日上午11时，

地震灾区暂无人员伤亡，震中三营镇
和周边的牛街乡、茈碧湖镇不同程度
受灾，受灾人口 5988 人，紧急转移
3936人，其中179户部分围墙倒塌、瓦
片脱落、墙体开裂；三营镇石岩白草
线K9-K10段发生部分路基垮塌、路
面沉降，牛街乡洱鹤线 K7+000 处塌
方20米，目前已经清理恢复通行。

目前，正在对震区民房进行排危，
对震中周边的在建工程项目、库塘、道
路、桥梁、地质灾害点等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严防次生灾害。灾区生产生活
秩序正常，抗震救灾工作有序开展中。

本报讯（通讯员 吴圯 蒋泽华）
近日，大理鸿福农业有限公司一批
重 43.31 吨 的 西 兰 花 经 昆 明 海 关 所
属大理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再经保鲜
加工、打包后出口至俄罗斯和马来西亚，
标 志 着 大 理 州 保 鲜 蔬 菜 实 现 首 次
出口。

为帮助企业巩固传统市场、开拓出
口市场，大理海关积极构建“源头管控+
过程监管+快速通关”的全链条服务体
系，深入辖区蔬菜种植基地和加工企
业，重点解读出口检验检疫规范、质量
安全控制体系及通关监管要求，强化农
业化学品使用、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

监管，确保源头质量可控。并在货物查
验、检疫签证等环节精准落实各项便利
化措施，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通
关实惠。

同时，针对出口蔬菜时效性强、鲜
活易腐的特点，大理海关还依托大理州
鲜活农产品出口“一站式”服务中心，通
过“预约查验+绿色通道”模式实现保鲜
蔬菜的快速查验放行，将时鲜产品全流
程通关时间控制在 2 小时内，整体通关
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200%。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大理海关
共属地查检出口农产品 10.2万吨，货值
1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7%和107.9%。

我州保鲜蔬菜实现首次出口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工人在巍山县南诏镇开南村布扎厂务工。（摄于6月3日）
近年来，巍山县引导传统行业在保留传统手工艺制作流程的前提下改善生产设

施，进行规模化生产，逐步形成“小作坊、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带动了就业，促进了群
众增收。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陈真永到洱源地震灾区检查督导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

统 筹 推 进 抗 震 救 灾 工 作
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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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鹤庆县：向阳沃土育新苗 五育融合润心田

大理州儿童福利院：用爱重燃生命的希望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进一步健全

□ 记者 张洲 杜伟 通讯员 杨继红

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坦村背靠澜沧
江，平均海拔 2400 米，是大理州唯一一
个没有一分水田的行政村。以前，当地
村民主要靠种植苦荞、包谷、萝卜、洋芋
等农作物维持生计，住的是垛木房，走
的是泥巴路，人均纯收入不足500元。

高海拔赋予的独特立体气候，加之
森林涵养下的土壤肥沃，使大坪坦村非
常适宜种植茶叶。依托独特的气候和
土壤资源优势，2004 年，村党总支与

云龙县龙头企业大栗树茶厂达成协议，
拉开了以无性系良种佛香茶品种为主
的茶叶种植的序幕。

经过20年的发展，大坪坦村的茶叶
种植面积从刚开始的 1000 余亩发展到
了 20000 多亩，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佛香
茶种植园。村民们通过自己种茶、到茶
园参与采茶，人均纯收入从不足 500 元
增加到了 15000 元。“我每年单是参与
采茶的收入就能达到两三万元。”茶农
杨汝艺高兴地说。在茶叶加工方面，从
最初只加工绿茶，到研制红茶，再到普

洱茶、白茶、黄茶、青茶等细分品类，新
产品不断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精
品茶叶“博南红”获国家 A 级绿色食品
认证，挺进大理州“五大名茶”和云南省

“绿色云品”品牌名录榜单。
为进一步做优做强高山生态茶产

业，大坪坦村立足当前全村注册登记的
3 户茶企业，已建成的 7 条绿茶、红茶、
黄茶、普洱茶等生产线，以及“博南山”

“博南古道”“大坪坦”“龙大博恒”等优
质茶叶品牌，抢抓发展机遇，以党建引
领，做好茶叶种植、生产管理；以招商带

动，做优茶产品精深加工；凝聚各部门
合力，助推做活茶市场。同时，深入推
动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深度促进农文
旅融合。从2018年起，连续5年在茶园
举办“云南永平·博南山谷雨春茶节”，
并通过组织开展高山生态茶产业论坛、
茶园山地自行车赛、春茶线上拍卖等活
动，大力宣传和推介大坪坦村高山生态
茶。大坪坦村先后获得“中国美丽田
园”“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美丽
村庄”“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省级文
明村”等称号。

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坦村——

高山生态茶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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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赵子忠 杨福寿）
6 月 5 日，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到
洱源地震灾区实地察看灾情、慰问受灾
群众并检查督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统筹推进抗震救灾工作，全力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昨晚震感强烈吗？”“房屋有没有
受损？”“生活物资是否充足？”“牲畜有
没有损失？”在震中三营镇白草村，陈真永
走进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群众家中，与群
众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房屋受损、应
急保障和生产生活恢复情况。他强调，
要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和生活安置，
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陈真永要求，要扎实推进防灾减
灾救灾和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要密切
监测震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准
确发布权威信息，科学指导群众防震
避灾。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杜

绝 危 房 住 人 现 象 ，确 保 群 众 居 住 安
全。要重点防范次生灾害，对震损建
筑、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开展拉网式排
查，密切关注暴雨、持续降雨等极端天
气可能引发的叠加风险，做到隐患排
查整治全覆盖、无死角。要完善应急
预案，充实应急物资储备，优化救援力
量调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送制度，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
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其间，陈真永还专程看望慰问坚守
一线的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医护
人员、通信保障人员和基层干部，对他
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勉励他们
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让党旗在抗震
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他强调，党员干部
要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救灾攻坚的实际效
能，全力维护灾区社会稳定，让受灾群
众安心放心。

周武军参加检查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