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任／苏生林 总编辑／赵正琳 值班编委／杨稀豪 本版责任编辑／刘春兰 终校／何俊倬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权威性·影响力·责任感

DALI DAILY

2025年6月

17
星期二

乙巳年五月廿二

中共大理州委主管主办

大理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11

邮发代号63－37

第11125期
今日8版

□ 通讯员 杨学坤 李月秋 周杰

近日，位于洱源县西山乡的牛香登
光伏发电项目如期实现全容量并网投
产，该项目是洱源县 2025 年并网投产
的第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是洱源县全容
量并网投产的第 4座光伏电站。

据介绍，牛香登光伏发电项目备案
总投资 7813 万元，规划装机容量 20 兆
瓦，投产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1.06 万
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2.76万吨。

近年来，洱源县依托丰富的风、光
资源，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向政策要思路、向空间要效益，成立
工作专班，强化统筹协调，积极协调相
关职能部门及时化解新能源项目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力加快推进以光
电、风电为重点的新能源项目建设，随
着大唐、中电建、中核汇能、华澜等大型
能源企业相继落地，为洱源县新能源产
业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昔日贫
瘠的荒山坡重新焕发生机。西山乡
胜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灿军
算了一笔“致富账”：“光伏发电项目不
仅每年可增加 10 万元的村级集体收

入，还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让
村民能实现‘家门口就业’，赚钱顾家
两不误。”

为推动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并网运营，洱源县先后出台一系列优化
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成立 6 支“驻企
服务队”，进驻 16 家新能源产业重点企
业开展服务，通过“穿针引线、联动疏
通”，及时了解项目动态及企业困难，并
将收集到的企业诉求梳理后逐一向相
关部门“派单”解决，为项目建设提供全
过程服务和全方位保障。2024年以来，
驻企服务队梳理出企业反映的关于要素
保障、项目审批、社会协调等问题诉求
106 个，其中，已解决问题 89 个，17 个问
题正在推进解决中。

截至目前，洱源县共规划集中式光
伏电站 16 座，列入省级建设清单 13 座，
装机 85.45万千瓦；4座太阳能光伏电站
全容量并网投产，2 座正在推进建设。
今年一季度，洱源县新能源发电量为
6.815487 亿度；规模以上新能源工业产
值达 1.8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38.17%；规模以上新能源工业增加值
1.3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 75.11%。

边疆稳，国家安。边疆的治理直
接关系到边疆稳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
安，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州委九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夯实边疆
治理根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续
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大理实践。

近年来，大理州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积极
探索具有大理特色的边疆治理路径，
谱写了和睦相亲、团结进步、共同发展
的动人篇章。新征程上，我们要聚焦
定向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加强边疆
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
稳固、边境安全”的重要指示要求，夯
实边疆治理根基，不断开创边疆治理
新局面。

举网提纲，振裘持领。夯实边疆
治理根基，必须牢牢抓住民族团结这
一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生命线。要紧
扣区域特点，把“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定位指向和“持续加强边疆民族
地区治理”重要指示贯通衔接对应起
来学，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推进边疆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打造更具辨识度和显示度
的“苍洱处处石榴红”民族工作品牌。
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扎实做好民族工作，深度发掘南诏
德化碑、苍山会盟等心向国家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的典故内涵，讲好大理各
族人民心向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的历史传统。实践运用古生村、郑家
庄等鲜活经验，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

入的实践路径，实施民族共享的中华
文化视觉形象工程，接续巩固提升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成果。

宗教事务治理是边疆治理中的重
要一环。夯实边疆治理根基，必须深入
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
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要立足多民族聚
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省情，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提高宗教工作
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
社会和谐大好局面。要培养一支精通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
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切
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发展是解决边疆民族地区一切问
题的基础和关键。夯实边疆治理根
基，要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能

力。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
问题的总钥匙，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
协调，把边疆治理有机融入各方面事
业发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入实施“苍洱
阳光幸福工程”，增强优质教育、医疗
资源牵引功能。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将“民之所盼”变为“施政
所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统一、制度并轨，提升各族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
个都不能少。新时代，我们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持续探索具有大理特
色的边疆治理路径，创造性地做好做
活“边疆”“民族”两篇文章，夯实边疆
治理根基，推动大理高质量发展。

夯实边疆治理根基，续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大理实践
——论深入学习贯彻州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 通讯员 陆向荣

近年来，巍山县立足文化资源优势，通过“非遗+产业发
展”“非遗+文创产品”“非遗+创业就业”“非遗+节庆演艺”
的形式，把富集厚重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助推文旅
商产业融合，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和乡村振兴。

“蜜饯是将原生态的水果，经过加工后放在水中煮洗，
然后拌白糖或蜂蜜，晒干而成。”这几天，在位于巍山古
城南街非遗街区的“厚生号”百年老店里，巍山蜜饯制作技
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左永惠正带着工人
赶制杨梅蜜饯。

巍山传统蜜饯采用具有药用功能的瓜、果、花、根为原
料，配以本地上好的蜂蜜，采用祖传工艺经灰、漂、煮、晒等
十余道工序精制而成，把形、色、香、味完美结合，看着色泽柔
和、晶莹剔透，闻着蜜香四溢、甜润馋人，吃着舒心润肺，回
味无穷，是典型的绿色环保食品，深受游客欢迎。“前不久做
的是玫瑰花，这几天做杨梅，接下来就是木瓜、橄榄、野姜花、冬
瓜……”左永惠介绍，制作蜜饯也如同“蜜蜂赶场”一般，根据季
节的变化，在市场上收购不同的瓜果，生产出不同的产品。

多年来，左永惠凭借着精湛的技艺，从刚开始的小锅小
灶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拥有400多平方米的厂房，如今的

“厚生号”蜜饯厂，共生产冬瓜蜜饯、沙参蜜饯、桔饼蜜饯、
杨梅蜜饯等 10 多个品种，年产量达 20 多吨，产品远销上
海、昆明、景洪等地，年产值 60 多万元。同时，每年都要向
当地群众收购木瓜、冬瓜、橄榄、杨梅等农特产品50多吨，支
付收购费40多万元，每年还要支付工人劳务费20多万元。

和蜜饯一样，由巍山布扎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刘春丽创办的阿依布玛民族工艺有限公司
也积极参与到传统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活动中，配合相
关部门对山区农村妇女进行布扎技能培训，通过“公司+
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助力当地妇女实现脱贫致富。“只
有紧跟市场的步伐，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继续向前走。”
刘春丽说，通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远销北京、上海、重
庆等地，实现年产值 380 多万元。目前，公司有固定员工
20 多人，带动手工居家灵活就业 800 多人，产量高时一年
支出劳务费 120 多万元。2024 年 1 月，刘春丽被聘为大理
州妇女手工产业创业导师。公司也先后被省、州、县妇联
评为“巾帼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在充分发挥乡村文化人才示范引领和骨干带动作用的
同时，巍山县还依托土陶、竹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强化“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研学”新发展
模式。在位于庙街镇六合村委会顾旗厂村的尚恩陶艺作
坊，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就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体验土陶制
作。“过去制陶作坊每月可生产花瓶、茶具等 20多个品种近
15 万件陶器，每年有 12 万多元的纯收入。”作为尚恩陶艺
作坊的负责人，现年25岁的巍山土制陶技艺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葛俊超过去一直和父亲从事土陶生活
用品的制作，2023年，他借助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契机，推
出“沉浸式”手工陶器制作体验项目，手把手地教游客制作
花瓶、花盆、茶壶等土陶产品，完成初步的制作以后，再将后
期烧制好的土陶成品邮寄给游客，每个月又为作坊增加2万
多元的收入。

立足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彝族
打歌、彝族服饰、扎染等传统文化，截至目前，巍山县共有四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96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6 项、州级 29 项、县级 60 项；有代表性传承人 150
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9人、州级20人、县级119人，并成
立了23家非遗传承利用设施。

如今，无论是永建镇萝卜地村的左氏竹编、巍宝山乡
洗澡塘村的土碱制作，还是大仓镇小三家村的彝族刺
绣……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参观体验、选购产品，
一个个极具特色的非遗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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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丽合 田野） 6 月
16 日上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
在 大理国际会议中心会见晶储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仲轩，双方就
深化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陈真永表示，新能源电池是大理

重点关注和发展的产业，符合大理的
产业布局和发展实际，大理也具备项
目落地的基础条件。希望双方进一
步深化共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就资源配给、承载配套、项目落地等
加强研究论证。大理将积极创造条

件，以高效的服务和保障推动双方深
入合作。

孙仲轩介绍了晶储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相关情况。他表示，大理有
强 有 力 的 招 商 引 资 措 施 和 良 好 的
营商环境，而且大理位于中国—东南

亚、南亚经济走廊关键节点，区位优
势明显，符合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
需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大理各
级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深化务
实合作。

州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真永会见晶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

近日，弥渡县新街镇董和村委会
大荒地村二期“双绑”黄瓜进入采摘
期，农户抢抓当前黄瓜价格上扬的有
利时机采收黄瓜。（摄于6月13日）

近年来，新街镇积极探索农业发
展新模式，以“深度双绑3582”联农带
农模式为抓手，通过土地整合、设施共
建、统一生产、产销联动的模式，推动
现代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动力。
［通讯员 赖晓娴 李荣忠 摄影报道］

洱源县——

光伏发电“点亮”绿色经济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 王光保）6月16
日下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主持召
开全州经济运行专题工作会议，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传达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大理
州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加压
奋进，全力冲刺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及 12 县（市）、
大理经开区汇报工作，州政府领导发言。

陈真永指出，当前大理正处于攻坚
克难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
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准确把握经
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的魄力和奋发进取、真抓

实干的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交出
合格答卷。

陈真永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
发力，坚持不懈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
抓招商，用行动说话、用结果交账，奋力
推动大理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夯
实农业基础，发挥高原特色优势，做强

做优农业，筑牢经济“压舱石”；强化工
业支撑，建立增量、存量、减量项目清
单，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释放三
产潜力，拓展消费市场和发展空间。要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反映发展成效，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优化企业服务，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陈真永主持全州经济运行专题工作会议强调

实干担当 加压奋进 全力冲刺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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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黑马村：种植文玩玉米 追求幸福生活

铜匠新秀续写传统技艺风华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赵子忠 王光保）6月
16日下午，州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5年第四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围绕“国家安全和安全生产”“统一战
线和民族团结”主题进行学习研讨。

州政府党组书记、州长陈真永主持
学习并讲话。

陈真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全

州各项工作。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城乡文明
水平，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落实统
战工作责任，细化举措，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地；深化教育改革，注重质量
与特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立足国
家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蓝
图，推动全州高质量发展。

陈真永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违规吃喝问题的严重政治
危害，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
入开展自查自纠，从严从实整治突出问
题；强化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警醒干
部队伍，切实筑牢思想防线，做到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

陈真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总
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政治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发展安全和社会安全，防范化解风
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维 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的良好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
理，凝聚全州各族各界的力量，推动
大理高质量发展。

李苏围绕学习主题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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