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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到周保中将军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
“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烈士事迹展”。（摄于6月6日）

参观展览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赵一曼烈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
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公安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不懈奋斗。

［通讯员 赵汉桢 摄］

祥云县刘厂镇消防队员向辖区企业安全工作负责人示范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摄于6月12日）

当日，刘厂镇安监办联合镇消防工作站，在祥云泰兴公司三农综合服务中心组
织辖区重点企业安全工作负责人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教活动。活动创新采用

“院坝课堂”形式，通过“警示教育＋专业培训＋实战演练”的组合模式，切实提升企
业安全生产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通讯员 冯雪娥 摄］

□ 通讯员 何丽 王映芬

为守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不让一分一厘医保基金流失，永平县在
医保基金监管举措上再加力，县医保局
聘请了 15 名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县
人民医院明确了 30 名医保专员，共同
构成基金监管的有效力量。

据了解，县医保局聘请的 15 名医

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已于 5月上岗，分别
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参
保群众以及打击欺诈骗保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负责监督所有

“两定”医药机构和参保群众使用医保
基金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及时向医保
局提供欺诈骗保线索。县人民医院明
确的 30 名医保专员则从内部管理的角
度，强化对该院各个科室医保基金使

用的监督，确保将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
在“刀刃”上。

“每个科室都明确至少一名医保专
员，目的就是让这部分人深入学习医保政
策，点对点指导好各科室医生安全规范
使用医保基金。一方面降低各级飞行检
查、各项专项检查等扣款的风险；另一方
面保障好患者的待遇落实，不让一分医保
基金流失。”县人民医院院长施超凡说。

“无论是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还
是医保专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监督
好医保基金的使用，让基金安全的防护
网更加牢固，保障群众的福祉。”县医保
局副局长杜惠灵说，下一步，县医保局
将督促指导其他定点医药机构借鉴县
人民医院的做法，明确专人，压实责任，
从内部规范医保基金使用，共同构建基
金监管的强大合力。

施工人员正在建设苍山监控设施。（摄于6月9日）
苍山监控设施建设是云南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苍山片区）保护与监测

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之一，该项目在苍山保护区漾濞片区建设20余个监控设备
以及配套的智能监控系统，目前，项目全面建设完成，投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运
行后，不仅能提高保护区的管护能力和监管水平，还能对保护区监管数据获取手段、
传输手段、存储手段和处理手段进行信息化升级换代。

［通讯员 李惠赟 罗仕权 钱荣 摄影报道］

永平县基金监管“马力”再加强——

15名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和30名医保专员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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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涧县委常委、南涧县人民
政府常务副县长朱国荣介绍，近年
来，南涧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推动生态高
颜值与发展高质量齐头并进，着力打造
出了“生态+产业+旅居”的三产融合发
展示范样板。

一是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南涧县
着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有机联动的工作格局，全力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切实保护好
无量山、澜沧江的生态环境，全县环境

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和
达标，先后被命名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天
然氧吧”等称号，今年被列为国家生态
补偿重点县。

二是拓宽茶业发展赛道。南涧县
被云南省列为“一县一业”茶产业省级
示范创建县以来，全力推动12万亩绿色
有机茶园高质量发展，不断探索茶产业
加工新模式，在持续推进绿茶、普洱茶、
乌龙茶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抢抓中国白
茶、云南白茶产业转型升级新赛道，在

无量山樱花节期间举办“首届云南白茶
（无量山）产业发展大会”等系列活动，
打造茶产业特色街区，把“南涧无量山
高山白茶”推介到全国各地，助推南涧
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做优南涧旅居样板。南涧县
围绕“无量山”和“澜沧江”两张名片，不
断做美冬季旅游目的地——无量山樱
花谷，做精茶旅融合示范样板——无量
山藏茶谷，做优康养旅居圣地——无量
药谷，做新户外野钓旅居新场景——
澜沧江孔雀渡野钓基地、云上小湾休闲

园，做活户外水域运动天堂——澜沧江
猛龙渡。推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相继举
办了“澜沧江猛龙渡公开水域游泳抢滩
赛暨云南省第十七届冬泳比赛”“2024
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大理（南涧）
澜沧孔雀渡第四届全国野钓公开赛”
和“南涧县 2024 年无量山樱花季跳菜
文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不断擦亮南涧
县“秘境无量山、云上澜沧江”户外旅
居运动品牌，让“上无量山观鸟喝茶，
下澜沧江野钓畅游”成为“云南旅居”
的示范样板。

南涧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会军介绍，
南涧县是茶的故乡，种茶历史悠久。近年
来，南涧县抓住白茶销售逆势增长的机
遇，以白茶生产为突破口，发挥生态、资源、
文化、品牌四大优势，着力打造“云南白茶
第一县”，推进南涧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发挥生态优势。南涧县高山、
生态、净土的资源禀赋，高山云雾出好
茶的地理条件，林茶相依的茶园布局以
及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奠定了茶叶生

产安全、优质、绿色、环保的坚实基础，
满足了茶叶产品纯天然、无污染、高品
位的要求，成就了南涧白茶氨基酸、水
浸出物含量高以及“琉璃汤、花蜜香、自
然甜”的优异品质。

二是发挥资源优势。全县有高山
茶园面积 12.09 万亩，有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镇 1个、南涧无量山高山茶产业园
1个、茶叶企业 105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122个。有绿茶、普洱茶、乌龙茶、红茶、

白茶 5大类茶叶产品，2024年茶叶产量
9300吨、总产值22亿元。

三是发挥文化优势。南涧县位于澜
沧江中游，无量山北端，是世界茶树起源
地的核心区之一。早在唐代就有“茶出
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做法，蒙舍蛮以
椒姜桂合烹而饮之”的记载。中国农业科
学院专家多次到南涧考察，认定南涧是
云南最早种茶和饮茶的地区之一。

四是发挥品牌优势。南涧白茶产

业发展聚焦无量山，打造“南涧无量山
高山白茶”区域公共品牌。无量山玉
璧、大邦、土林、古德、云水姑娘、云品华
等企业品牌知名度、产品品牌美誉度不
断提升。2024 年南涧白茶产量达 806
吨，实现产值 2.56 亿元，获得亚太茶茗
大奖特别金奖、金奖、银奖，被农业农村
部列为全国名特优新产品目录，2025年
南涧县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2025
白茶产业优势集聚区”。

南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丽松
介绍，近年来，南涧县紧扣“一区两城三
化”战略目标和“绿美茶区 农旅融合发
展示范县”定位，充分挖掘旅居资源新
优势，以大视野谋划全域旅游、全季旅
游，以需求为导向，做好“旅居云南”文
章，着力打造“旅居南涧”示范样板。

一是品牌创建成绩可喜。无量山
樱花谷跻身国家 4A 级景区，藏茶谷和
跳菜村创建为 3A 级景区，西山跳菜村

被命名为省级旅游金牌村，藏茶谷景区
被列入云南省绿美景区标杆典型景区，

“大理无量山一园两谷之旅”入选 2024
新茶饮茶文旅线路，孔雀渡野钓大赛入
选云南省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孔雀渡体
育旅居案例和无量药谷康养旅居入选
全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案例。

二是产业带动成效明显。全力以
赴打造“旅居云南”南涧样板，不断推进

“文旅+”“+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无

量山樱花谷、无量山藏茶谷、无量药谷
“三谷”经济持续壮大，南涧跳菜 2008、
云水姑娘凤凰山茶庄园、切格无量山野
奢帐篷营地等一批文旅新场景相继推
出，“春采茶、夏野钓、秋拍鸟、冬赏花”
的精品线路迭代升级。“沧江野钓+”户
外运动旅居经验在《云南信息》刊载，
孔雀渡、云上小湾、翡翠湾“三大钓场”
火爆出圈。今年 1 至 4 月，全县接待海
内外游客86.25万人次、增长12.07%，实

现旅游总花费11.31亿元、增长5.96%。
三是节庆赛事层出不穷。“穿越无

量山、畅游澜沧江”品牌矩阵初步形成，
彝族火把节、无量山樱花季跳菜文化艺
术节、村晚等文化盛宴轮番上演，澜沧
江孔雀渡第四届全国野钓公开赛、云上
小湾路亚精英赛、澜沧江猛龙渡公开水
域游泳抢滩赛暨云南省第十七届冬泳
比赛、大理乡愁马拉松等户外运动赛事
成功举办，全网流量突破10亿+。

建好“无量幸福小院”，守护农村“一老一小”

南涧县结合农村“一老一小”实际，
以“小切口、微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建
设“无量幸福小院”，有效推动解决农村
留守儿童和老人关爱服务的问题，让农
村“一老一小”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一是用“小资金”办出民生“大实
事”。采取“政府补一点、村集体投一
点、上级争取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子女
交一点”等多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县
财政整合投入项目建设、沪滇协作等各

级各类资金 400 多万元，各乡镇动员投
入村集体资金 100 多万元，并发动爱心
人士捐赠、村民筹资投劳、捐赠桌椅板
凳，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幸福小院建
设。目前，全县已建成“无量幸福小院”
100个。

二是用“小院子”实现功能“大整
合”。积极盘活现有的幼儿园、撤并校
点、村卫生室、党支部活动室、村民议事
室和乡村治理中心等闲置资产资源，改

造成多功能集合体小院，里面配套建设
餐厅、休息室、棋牌室、阅览室、游乐室、
小广场、卫生厕所等设施，以满足“一老
一小”多元化的日常生活需求。

三是用“小平台”推动服务“大联
合”。开办“幸福食堂”，制定 5 至 10 元
不等的梯次就餐收费标准，为全村老年
人及孩童提供助餐服务，并通过市场化
运作对外经营，以经营收入反哺公益支
出。通过“幸福小院”这个载体，在受助

老年人患病等紧急情况时，提供联络其
家人、呼叫 120、联系村医等应急帮助；
对有生活用品、农副产品代购、快递取
件等代办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代办代
取；对留守儿童群体，将亲情陪伴、学业
辅导、自护教育等志愿服务送入小院，
让“无量幸福小院”逐步实现“老有所
依、幼有所托”的多种服务功能。

记者 马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