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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华） 宾川县
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
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
确保村集体“三资”保值增值。2024年，
全县 92 个村（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全
部达到10万元以上，合计1818余万元。

建立“联农带农”共富裕机制。鼓
励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党
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基层党建凝聚
力转化为产业发展推动力。大力招引
综合实力强、带动能力好的企业和合
作社参与项目联建，发挥财政项目资
金杠杆撬动作用，拉动项目资金整合，
实现互惠共赢。截至目前，争取各类
支持村集体经济项目 67 个，构建了多
元化的产业项目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全县有 73 个村（社区）以“党组
织+公司+合作社+农户”“党组织+合
作社+托管”等产业发展模式，将农业
产业转型发展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相融
合，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和集体经
济发展。

构建“镇村结对”促发展机制。积
极探索县域镇村结对帮扶工作，建立

“坝区乡镇+山区村委会”帮扶模式，围
绕山区所需、坝区所能，聚焦补齐技术
短板、补齐产业短板、培养致富带头人、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制定帮扶任务
清单，切实解决山区村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困难问题。5个坝区乡镇的项目
以飞地形式带动资源匮乏的 41 个山区
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为41个山
区村每村增加村集体收入5万元。

建立集体经济创收增收奖惩机
制。为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强化基层
干部队伍建设，逐步提高村组干部基本
报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统筹力、组
织力、服务力。制定《宾川县村集体经
济创收增收奖惩实施意见（试行）》，把
巩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与提高村干
部待遇保障相挂钩，进一步激励村组干
部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中主动干事创
业、担当作为。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的可持续性更强、韧性更足。

宾川县三项机制助推
村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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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施亚娟 谢琳娜

“我今年 75 岁，白天儿子上班就送
我来日间照料中心，这里饭菜干净又好
吃，有医护人员、护工，照顾得可好了！
还可以跟老伙伴聊聊天，日子过得又充
实又暖心。”巍山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近
日到南诏镇群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走访时，姚奶奶高兴地说道。

巍山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定位，以
横向联动职能部门、纵向统筹乡镇纪委
的立体式监督模式，聚焦养老服务领域
项目建设、食品安全、社保补贴等方面强
化监督，推动县域养老服务体系从“老有
所养”到“老有颐养”提质增效。

“养老服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
以高龄补贴精准发放‘小切口’，聚焦政
策落实跟进监督，答好群众急难愁盼
的‘民生答卷’。”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介绍。

该县纪委监委紧盯高龄补贴审核发
放全流程，以“大数据+实地核查”双轮
驱动监督核查模式，打破职能部门因信

息不对称、渠道不通畅造成的“信息孤
岛”和“数据壁垒”问题，以清廉云南建设
中“小切口”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惠
民行动”为抓手，以定期会商畅通职能部
门沟通交流渠道，依托民政部门高龄津
贴“免申即享”工作机制，将高龄津贴发
放情况、发放人员信息进行“拉网式”过
筛，精准发现死亡人口未注销、户籍确认
模糊、标准变动不及时等疑点数据，督促
民政部门做好疑点数据核查工作，确保
高龄补贴真正惠民利民。2025 年第一
季度，全县精准发放高龄津贴 100.06 万
元，惠及高龄老人18299人次。

“养老服务关乎每一个家庭、每一
位老人，是最大的民心工程。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惠民政策落实、养老服务项
目建设强化监督，以有力监督织牢老年
人幸福生活‘保障伞’。”该县纪委监委
负责人介绍。

巍山县全方位监督
推动“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

□ 通讯员 何娅虹 文／图

作为“中国白族扎染艺术之乡”，
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拥有 600余年扎
染技艺传承历史，面对传统手工业转
型与乡村振兴双重机遇，周城村以“非
遗保护+产业振兴”为突破口，实现年
产值超 1.6亿元，带动就业 4000余人，
其中妇女就业占比达 70%，让千年扎
染真正成为村民“扎”根家乡、“染”出
幸福的支柱产业。

强引领带动妇女就业
近年来，大理市妇联在周城村打

造“大理市党建带妇建示范街区”
“大理市妇女创业就业街区”，培育了
一批女性扎染非遗传承人，实现了扎
染产业从“个体经营”向“抱团发展”、
从“分散加工”向“集中生产”转变。截
至目前，周城村有国家级、省级、州级、
市级扎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7人，从
事扎染的企业、作坊等大小经营户共
170 户，带动妇女就业 2800 余人。涌
现出了蓝续、璞真等一批由女性领办
的巾帼创业示范基地，通过与淘宝、抖
音等电商合作搭建线上销售平台，与
NBA、希尔顿等知名品牌跨界联动，大
幅度提升了扎染文创设计产品附加值，
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就业环境，
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尤其是留守妇
女、中老年劳动力“家门口”就业问题。

建机制赋能妇女发展
为扶持扎染产业蓬勃发展，大理

市妇联积极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
“技能培训全覆盖”机制，联合大理市
妇女就业创业服务驿站、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传统工艺工作站、大师工作室
等共同开展扎染技艺培训班，累计培
训村民 2000余人次，让更多的人掌握
基础工艺。健全“庭院经济2.0”机制，
鼓励农户在自家宅院设立“前店后
坊”，在门店展示销售文创成品，后坊
打造扎染体验区，充分发挥自家庭院
的区位优势，实现“居家接单+自主经
营”双轨并行。开发“好山好水好家
风”“扎染体验”研学路线，通过宣传展
示、实践活动和支持服务等，带动周边
54 家民宿、餐饮配套发展，形成“妇
联+文旅+非遗”复合业态，促进产业

链条本土化延伸。

稳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蓝续、璞真等巾帼创业示范

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将懂技术、懂销
售、懂运营的上百名年轻人吸纳为固
定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通过“非遗
工坊+家庭车间”灵活就业模式，将部
分订单分散到家庭车间，发放原料给
当地村民居家完成扎花环节，按件计
酬，惠及留守老人、妇女 3000 余人。
积极探索“季节岗”互补，农忙时节调
整工时，村民“白天务农、晚上扎染”，
将家庭妇女的闲暇时间转化为生产
力，实现务农务工两不误，月增收 700
元至 2500 元。周城村通过居家加工
与集中生产相结合，打破时空限制，
将指尖技艺变为“指尖经济”，有效促
进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留守妇女就
近就便就业。

大理市周城村以“非遗保护+产业振兴”为突破口——

让村民“扎”根家乡“染”出幸福

▲ 村里的姐妹们在交流扎染技艺。（摄于5月2日）

▼ 外地游客体验扎染制作。（摄于5月2日）

□ 通讯员 孟婕 赖晓娴 童江波 文／图

“这些是我们会员制作的汽车挂件，蝴蝶图案象征吉
祥与幸福，葫芦形状寓意福禄，表达了美好祝福。”在弥渡
县蜜滴彝绣协会的成品展示间里，负责人俞贵凤热情地
向客商介绍精美的彝绣汽车挂件。

近年来，弥渡县积极探索彝绣人才培养新模式，成立
蜜滴彝绣协会，通过师带徒传帮带机制，推动彝绣技艺传
承与产业发展。除了制作传统的彝族服饰、布鞋、背包
等，还将传统刺绣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推出汽车挂
件、装饰画等绣品，不仅保留了彝族文化的精髓，也满足
了现代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

“彝绣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手把
手教授彝绣的图案设计、传统针法和色彩搭配，让彝绣技
艺在一代代艺人指尖薪火相传下去。”弥渡县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雷艳萍介绍道。

弥渡县牛街乡马鞍村在村里开办了“彝绣学堂”，组
织妇女利用农闲时间学习提升刺绣技艺，不仅丰富了村
民的文化生活，还为她们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彝绣是我们的传统技艺，以前只是闲暇时在家里绣
绣玩，现在通过村里组织的系统学习，我不仅技艺提升了
不少，还能把绣品卖出去。”村民李永海自豪地展示着自
己的绣品。她的绣品通过合作社销售后，每年能为家里
带来不错的收入。

在师带徒模式的推动下，弥渡县的彝绣人才不断涌
现。同时，弥渡县通过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等平台和活动，进一步展示弥渡县彝绣的精湛技艺，推动
彝绣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促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
济”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也让彝绣这门指尖技
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

弥渡县：指尖技艺走向“指尖经济”

▲“彝绣学堂”学员交流刺绣技艺。（摄于5月16日）

清廉大理建设

巴布亚硝水母
分 布 于 太 平 洋 、

印度洋，水母体的伞呈
半球状，具有大小白色
斑点，伞缘形成浅浅的
伞折，不具触手。悬垂
的口腕通常呈短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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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剑川县分级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设施农业项目，农业产业发
展基础持续稳固；突出项目策划包装，
招大引强，积极争取预算资金、政府专
债及超长期国债项目，引进羊岑乡食用
菌种植项目、大本农业种养循环一体化
产业园项目等，农业产业投资和产业化
步伐稳步推进。

2024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30.19 亿元，“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达
88 个。剑川县成功申报全国休闲农业
重点县。今年，剑川县以现代设施农业
为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功
引进深圳“自然之星”、云南芸岭鲜生、

云南省农垦集团等企业到剑川县投资
兴业，为农业产业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着力推动工业起势突围

剑川县坚持以园区聚产业的思路，
全力做好产业园区建设工作，不断优化
园区招商，强化主导产业培育和创新能
力提升，积极为工业发展积势蓄能。

“今年 3 月云南剑川产业园区获省
政府批准，为工业产业项目落地提供了
有效承载。”剑川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
副县长赵子恒介绍，目前，全县稳定发
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 家。2024 年，全
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5 亿元，市场主
体净增 964 户；今年一季度全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88 亿元，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91亿元。

与此同时，作为云南省绿色能源优
质资源区，剑川县在产业布局中科学谋
划、因地制宜，统筹推进“风光水储”多
元发展，积极推动绿色能源产业成为县
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极。

“全县共规划10个集中式光伏发电
项目，总规划交流侧装机容量为1007兆
瓦，其中 3 个纳入云南省 2022 年新能源
项目建设清单，5 个纳入云南省 2024 年
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赵子恒介绍。

据了解，目前剑川县5座已投产风电
场，2024 年以 6.8766 亿千瓦时发电量、
3.9659亿元产值稳居大理州风电第二极，
通过实施风机智能化技改后，机组利用

小时数提升至2200小时，年纳税额突破
6052 万元；弥沙乡文华大关山片区（8.5
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预计
今年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量将达1.5亿
千瓦时、年产值达4488万元。

着力加快服务业扩容提质

“我以前就来过沙溪，但这次又有
新的惊喜，小镇的古朴秀丽没有变，但
有了更加舒适、有趣的体验，真是很美
妙的地方。”来自东北的游客魏文超说，
这是他第三次来沙溪镇旅游，除感受山
水风景外，他还体验了很多民俗文化活
动和工艺品制作，旅游配套设施的提升
给他的休闲之旅带来了便捷。

近年来，剑川县充分发挥资源禀赋
优势，努力在文旅产品供给、业态创新、
服务提质上深入研究，推进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完善吃、住、行、游、购、娱
等旅游要素保障，积极开展疗休养资源
推介，不断丰富康养度假业态；结合
剑川县旅游资源特色，支持鼓励文旅企
业开展“非遗+旅游”“研学+景区”等产
品的开发及运营，打造研学旅游品牌，
推出“非遗+旅游”线路 2 条、示范点 4
个，“文旅+”融合发展更加紧密。

同时，剑川县紧紧围绕“建设成为
历史文化名城样板、文化产业发展示范
区”的发展定位，以文旅创优提质、品质
攻坚为抓手，努力在品牌创建上持续用
力，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断提档升

级。在“长远布局+有力推动”下，剑川
县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试点名单，剑川古城 5G+智慧旅
游试点项目列入全国首批应用试点，
沙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申创工作全面
启动，剑川古城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
作完成省、州查验，成功申报创建3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3A级旅游景
区，品牌效应持续增强。

2024年，剑川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456.99万人次、增长31.64%，实现旅游总
花费 65.88 亿元、增长 18.86%；2025 年 1
月—4 月，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163.8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0.89%，实现旅游社会
总收入21.55亿元，文旅市场呈现蓬勃发
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