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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唐学佩 文／图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近年来，南涧县大龙潭水库受干旱
影响导致蓄水量下降，该县多措并举实
施“补水行动”，全力保障广大群众生产
生活用水安全。通过实施“补水行动”，
大龙潭水库蓄水量从 21 万立方米恢复
到184万立方米。

大龙潭水库位于南涧县宝华镇
大龙潭村东南部，处元江—红河支流
梅红河汇流区保邑河上，总库容 203.7
万立方米，是一座小（一）型水库，承担
着宝华镇和南涧镇 7 个村委会 32 个自
然村 2021 户 7661 人饮用水供水和 0.22
万亩的农田灌溉用水。

2021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南涧县

整体温高雨少，水库蒸发量加大，大龙潭
水库在2022年第一、二季度蓄水量一度
降至 21 万立方米，仅为死库容的三分
之一。水库蓄水量的严重不足，影响周
边群众的供水保障和饮水安全。

面对这一困境，南涧县积极应对，
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实施“补
水行动”，全力保障民生用水和饮水
安全。

实施分年度工程，夯实“补水治
水”基础。南涧县坚持“应引尽引、能引
则引”的原则，逐年恢复水库的补水功
能。2022 年 8 月，投入资金 330 万元完
成大龙潭水库提水补水工程，当年提水
补水8万立方米；投入50万元实施水库
库区防护栏及安全标识标牌安装项目，
有效防止库区违法行为发生。2023年，

投入 45 万元实施 2 条引水渠道修复项
目，有效增加大龙潭水库的蓄水效益。
2024年，投入 7万元实施水库闸门维修
项目，使水库闸门长期渗漏问题得以解
决。今年，计划投入 25 万元实施水库
维修养护项目，投入 39.28 万元实施大
龙潭水库雨水情测报及大坝安全监测
设施项目，两个项目有望在 6月份完工
投入使用，为水库的运行管理加强安全
保障。

坚持“一库一策”，多措并举抓实管
理。南涧县水务局在增派局属专技人
员加强管理的基础上，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聘请大龙潭水库管理人员 2
名，通过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形成
水工程有人维护、水环境保护有人监管
的良好局面，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管

理。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
水”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水资源的统
一调度和管理，科学合理制定大龙潭水
库蓄水供水计划，并对蓄水供水情况进
行“一周一通报、一月一分析”。为筑牢
水质安全防线，县水务局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大龙潭水库进行水质全分析检
测，并密切配合环保部门，适时开展水
质监测工作。通过不懈努力，大龙潭水
库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推进河（湖）长制工作，形成强大管
护合力。充分发挥县河长办的统筹协
调作用，建立“河长主抓、水务主治、环
保主督”的工作机制，适时组织宝华镇、
南涧镇及环保部门等对大龙潭库区进
行全域巡查，将发现的问题形成台账，
按职能职责进行分办、督办，以“清单
制+责任制+销号制”推动问题整改，形
成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此外，依托河
（湖）长制工作的开展，不断加强水资源
保护宣传教育，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
识，引导鼓励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水库保
护工作。

“补水行动”的实施，让大龙潭水
库重焕生机。水库蓄水量逐年增加，
2024 年达到最高正常蓄水位 2486.55
米，蓄水量 184 万立方米。库区环境明
显改善，杂物、漂浮物及放牧行为逐渐
减少，周边群众爱水、护水、节水意识明
显提高，并积极主动参与到水库运行管
理中来。

今年，南涧县将继续巩固大龙潭水
库“补水”成果，计划持续达到最高正常
蓄水位，润泽一方。

蓄水量从21万立方米恢复到184万立方米

南涧县实施“补水行动”让大龙潭水库重焕生机

2022年，水库受干旱影响导致蓄水量严重不足。（资料图片） 目前，水库达到最高正常蓄水位。（摄于5月22日）

游客在大理市喜洲古镇观赏睡
莲。（摄于6月8日）

近期，喜洲古镇正义门前的睡莲
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与拱桥、民居构成了一幅浪
漫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
赏、拍照。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谢琳娜）近年来，
巍山县纪委监委扛牢监督首责，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外卖食品无证经营、卫生
不合格等问题，以“室组地”联动发力、

“改治防”全面落实，推动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纪委监督、群众参与”的
监督监管模式，以有力监督为外卖餐饮
装上“安全锁”。

针对外卖餐饮市场准入门槛低、监
督监管难等特点，巍山县纪委监委坚持

“以网管网”，横向联动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安局等职能部门，灵活运用“大数
据抓取+定位式核查”的双线检查模式，

对全县现有的 679 户网络交易经营商
家，围绕工作人员健康、卫生条件、防鼠
措施、清洗消杀等方面，开展外卖食品
安全检查。利用大数据搜索抓取外卖
网络平台客户评价中有关食品安全的
关键词，找准县域内食品安全问题较为
集中的外卖门店，通过实地走访，对门
店的经营资质、环境卫生、原料存贮，
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行核查，对
酒类、食用油、腌腊肉制品、咸菜、食
用农产品等 27 个批次的食品进行抽
样检验，并将抽验结果及核查处置在
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为确保专项检查直击外卖餐饮安

全的痛点，巍山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
派驻纪检监察组“派”的权威和“驻”的
优势，针对入网商户经营资质不齐全、
经营主体信息不真实、加工流程不规
范、“幽灵餐厅”等问题，通过参加会
议、听取汇报、查阅材料、明察暗访等
方式，开展“嵌入式”监督，压紧压实行
业部门主管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
各级党委属地责任，督促市场监管部
门加强对外卖餐饮安全监督管理，严
格落实第三方网络订餐平台经营主体

准入许可，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2024 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线检查
各类网络交易经营者 959 户次，督促整
改问题 1个。

巍山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立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
发力，以强监督促监管，督促职能部门履
职尽责，守牢线上线下餐饮安全底线。

巍山县以有力监督护航民生“食”事

清廉大理建设

□ 通讯员 李晓月 钱丽娅

2024年以来，云龙县聚焦中心工作
和重点目标任务，全力构建“引育留用”
全链条人才体系，以高质量人才工作赋
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诚意“引才”活水来。聚焦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
域，建立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持续实施
人才“周转编”引才机制，引进 1 名生态
学专业人才；用好用活定点帮扶机制，
引进7支支教团队、4支医疗团队。制定
印发《关于做好专家工作站相关工作的
通知》，明确各级专家工作站的建立程
序、服务管理，畅通柔性引进专家人才
渠道，新建 2 个省级专家工作站，挂牌 1
个“高山生态茶研究中心”、1 个乡村振
兴工作站。有力实施“人才回引工程”，
动态调整充实“云龙县乡土拔尖人才
库”和“云龙籍在外人才库”，召开“乡贤
大会”24场次，刚性回引人才22名，吸引
437名高校毕业生回乡创新创业。

悉心“育才”根基固。健全完善“1+
5+N”人才政策体系，提供人才引进、培
养、使用、激励等全方位保障机制，择优
推荐5名年轻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到州级
部门跟岗学习。用好“省管校用”“省管
县用”机制，强化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
人才队伍建设，先后选派110名优秀骨干
医生到上级医院培养，选派6名优秀教师
跟岗研修，不断提升专业技术人才能力

和素质。同时，聚焦乡村振兴人才需求，
组织开展种植养殖、服装缝纫、农机具使
用等实用技术培训24期，参与人数1221
人次，引导性培训1.17万余人次，精准匹配
人岗需求，推动本土人才就地就业创业。

真心“留才”生态优。制定印发《关
于调整充实县级领导联系服务专家人
才和专家工作站的通知》，由 19 名县级
领导联系服务51名专家人才、18个专家
工作站，提升人才礼遇。同时，在“云龙
关注”微信公众号开设人才专栏，专题
宣传农业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
事业等行业领域优秀人才事迹、人才故
事7期，在省、州级媒体刊登人才信息29
条，讲好人才故事，凝聚人才力量，营造
尊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精心“用才”活力涌。深入实施以
诺邓火腿为支撑的人才工作“一县一
品”示范创建工作，启动诺邓火腿乡村
振兴科技创新村项目，引进诺邓火腿产
业科技特派团，举办生猪产业专题培训
和诺邓火腿巧匠技能大赛 1 次，有力有
效推动产才融合。深化拓展“校地合
作”，将帮扶高校“所能”与云龙“所需”
有效结合，云龙一中“同济试验班”顺利
开班，云龙二中确定为“同济大学产教
融合创新实践基地”，昆明理工大学2个
专家团队建立专家工作站，大理大学谋
划建立科技小院。充分发挥90名“万名
人才兴万村”人才和49名“天池金光”人
才作用，推动技术下沉、产业升级。

□ 通讯员 马旭东 熊贵才

近日，笔者走进漾濞县苍山西镇
淮安村委会龙井村民小组，一大片绿油
油的葱田映入眼帘，走近，浓郁的葱香
扑鼻而来。

“我们于 5 月 20 日开始采收大葱，
每天发货近 8 吨，销往昆明、曲靖等地
市场，价格每公斤为 2.5 元左右。”种植
户陆贵贵一边忙着组织采收，一边向笔
者介绍。

据了解，今年初，来自曲靖的陆贵贵
以每亩租金1500元，与龙井村民小组村
民租了近50亩的连片土地，用来种植大
葱。“这里地平土肥、气候适宜，种植出
的大葱粗长肉厚、葱香浓郁。”在葱田，
陆贵贵随手拿起一根大葱吃得津津
有味。

葱田里一派繁忙，40多名工人合理
分工、配合有序，拔葱、剥皮、分拣、打
捆、装车……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
呵成。当日下午2点多，采收的5.8吨大
葱被装车运走。

休息间隙，大家围坐在葱田边，算

起了经济账。“亩产 3 吨，亩产值约 6000
至 7000 元，一年还可以种两季”“这几
天 ，每 天 的 工 资 200 元 左 右 ，很 划
算”……大葱丰收，田间“葱”满欢笑和
希望。

家住龙井村民小组的李丙泰说起
在家门口务工，很是满意：“我从年初开
始，就时不时到大葱种植基地干活，又
能照顾家里，又增加了收入。”

“这一季采收，我们主要聘用外地
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同时也让本地
村民跟班学习技术。下一季采收，本地
用工量就会增多。”陆贵贵说。

“淮安村采取‘党支部+种植大户+
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让土地生金，村
民共富。”淮安村党总支副书记王亚情
介绍。近年来，淮安村立足气候、交通
等优势，按照“一村一品”“一组一业”发
展思路，积极引进种植大户发展水果、
蔬菜等，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陆续培
植出西瓜、大葱、制种玉米、香软米等特
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

云龙县——

做优“引育留用”激活“人才引擎”

漾濞县淮安村——

大葱喜获丰收 田间“葱”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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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州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与会同志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全会通过的《实施意见》要求，
一步一步主动想、谋发展，一件一件扎
实干、抓落实，跑好接力赛、走好赶考
路、当好答卷人，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开创大理发展新局面。

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建平
表示，教体部门将围绕全州教育体系构

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高中教育提质发展、职业教育提
高就业、高等教育面向一流体系构建
等，更进一步抓好全州教育工作发展。

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凤伟表示，
农业农村部门将抓实全州农业产业发
展，全链条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发挥好
生态良好、品质优越、四季时鲜的优势，
做实做优生态农业、设施农业、高效农
业和数字农业，着力打造中国最优绿色
食品生产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大理
高质量发展实践新篇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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