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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邓永凤 马晓燕 文／图

眼下，宾川县大营镇的毛豆正值
丰收，沉甸甸的豆荚挂满枝干，田间地
头、交易市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走进大营镇团山村，目之所及是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村民们抢抓农
时，忙着收割、采摘、打包、运送成熟的
毛豆。“我家种了8亩，每亩产量1吨左
右，价格最高的时候能卖 4.2 元每公
斤。”在田间，团山村农户宋建波忙着
组织采收，脸上挂着止不住的笑意，她
向笔者介绍他们的种植“秘籍”：“第一
茬采收后就紧接着种第二茬，8月份便
能上市。”

据了解，大营镇种植的毛豆品种
主要为“翠绿宝”，该品种凭借生长周
期短、易于管理的特性，成为农户的心
头好；而其颗粒饱满、口感清甜的品
质，更是深受市场青睐。今年，该镇共
种植“翠绿宝”毛豆 1200 余亩，年产值
约800万元，小小毛豆成为了托起增收
致富新希望的“金豆子”。

近年来，大营镇立足农业产业发

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广特色种植，组织
农技人员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
指导，积极推广毛豆、玉米、贡菜等轮
作种植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土地综
合利用率，还减少了病虫害发生，改善
了土壤肥力，让产出的特色农产品质
好价优，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下午 3 点，位于大营镇大营街的
毛豆收购点热闹非凡。农户们将采收
的毛豆整齐码放，等待收购；收购商忙
着称重、验质、装车，现场一派产销两
旺的景象。“我从 5 月份开始收毛豆，
到现在收了 200 多吨，这里产的‘翠绿
宝’毛豆品质比较好，销往外地市场非
常受欢迎。”收购商张爱学说。

丰收季不仅让当地农户增收，还
吸引了周边县份的群众前来务工。“我
每年都来这里摘毛豆，这两天工价按
1.3元每公斤计算，这个月摘毛豆能赚
3600 元左右。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既
能挣钱，又不耽误家里的农活。”来自
南涧县的务工人员高国林说。在收获
季，像高国林这样的季节性务工人员，
每天都有近百人来大营镇务工。

在这片土地上，一颗颗饱满的绿
豆子，逐步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豆
子”。据介绍，大营镇将积极探索毛豆

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
值，让小小毛豆释放更大能量，助力乡
村振兴。

宾川县大营镇——

千亩毛豆获丰收 田间地头采摘忙

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收割、采摘毛豆。（摄于6月20日）

□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马翠萍 文／图

近日，走进弥渡县苴力镇苴力
村委会新立村，成片的葡萄园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翠绿的藤蔓上沉甸甸的
葡萄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在空气
中，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景象。

村民刘永德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
户，他连续种植葡萄13年，从一开始的
两三亩，到如今规模达23亩。今年，他
家种植了3亩夏黑与20亩红提。目前，
成熟较早的夏黑品种已销售一空，预
计6月底、7月初上市的红提，产值有望
突破40万元，将成为家庭收入的“顶梁
柱”。谈及葡萄种植带来的变化，刘永德
感慨颇深：“以前种植玉米、黄豆等传
统作物，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种
植葡萄后，收入提高了很多，几年前家
里还建盖了小洋楼。”

新立村是苴力村委会的一个小自
然村，仅有 15 户 58 人。村里发展葡萄
种植始于2010年，当时，两三户村民大
胆尝试，种下了30多亩葡萄。几年后，

这些葡萄树结出的“金果子”，让种植
户收入相较传统作物翻了几番。眼见
效益显著，越来越多村民纷纷投身葡萄
种植。如今，全村葡萄种植面积已扩
大到200余亩，除2户外出务工家庭，其
余13户均以葡萄种植为主业，种植规模
最小的也有六七亩，多的达20余亩。

“行情好时，优质品种每亩收入近
2.5万元，扣除成本，纯收入也能达到 2
万元一亩。”新立村村民小组长周仕成
说，为了让种植的葡萄在市场上更具
竞争力，村民们大多选择种植红提、夏
黑、阳光玫瑰、妮娜等优质品种，还创
新采用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相结合的
模式，确保产量和品质。凭借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新立村的葡萄色泽鲜
艳、颗粒饱满、甜度高、口感好，备受市
场青睐。每到葡萄成熟季，外地收购
商的电话便络绎不绝，销路无忧。

十多年来，随着葡萄产业的发展，
新立村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家家户
户盖新房、购新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
葡萄种植专业村。

弥渡县新立村——

葡萄种植让村民腰包鼓了起来

新立村村民在自家葡萄园里进行管护。（摄于6月12日）

在鹤庆县辛屯镇辛屯村洋葱种植
基地，一袋袋采收完的洋葱被整齐码
放在田间。（摄于6月13日）

辛屯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路
径，将洋葱种植作为优势产业推进发
展，在品种选育、种植技术优化等方面
持续发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寸春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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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陆向荣） 6 月 23
日，《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彝族
打歌保护传承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公布施行会议召开，《条例》按程
序依法制定，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

巍山是“彝族打歌之乡”，彝族打
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是一项融彝族传统民俗、审美趣味、
技巧才华、民族精神、健身娱乐为一体
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老民间歌舞艺
术，是巍山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为了让彝族打歌这一民族民间文
化艺术瑰宝得以更好地保护传承，巍山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突
出特色、成熟可行、急需先立的原则，
将《条例》列为县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
地方立法计划加以推进。在《条例》制
定过程中，巍山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
持开门立法，广泛征求意见，依靠各方

力量、扎实有序开展，注重方法创新、
把握立法质效，注重问题导向、突出务
实管用。多次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认真
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依据，搜集相关资
料，深入各乡（镇）、村实地走访，积极
开展立法调研。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到
南涧、漾濞及普洱、玉溪、楚雄等地，考
察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的立法经验，做
到提前介入、全程参与。

《条例》在体例结构上摒弃“大而
全”章节式结构，坚持形式服从内容，共二
十四条，简单明了，实用性强，力求精准
有效地保护传承好巍山彝族打歌。

今年 2 月 19 日，巍山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条例》；
5月28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批 准《条
例》。《条例》的正式公布施行，标志着
彝族打歌这一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迈入了规范化、法治化
的崭新阶段。

本报讯（通讯员 周亚银） 6 月 23
日，州委 办 公 室 邀 请 州 统 计 局 局 长
茶智锦为全体干部职工专题讲授统计
知识，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当标杆、
树形象。

茶智锦以《漫谈统计》为题，围绕
“什么是政府统计、什么是 GDP、数说
经济、守护数据生命线”4 个方面内
容，为全体干部职工深入浅出地讲授
应知应会、常学常新、可感可及的经
济知识、统计知识。全体干部职工认

真听、仔细记、用心悟。大家一致认
为，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数感”，将运
用所学知识逐步改变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

据悉，州委办公室将持续强化理论
联系实际，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加强经济领域知识学习，提升本
领、履职尽责，在拼经济、破困局、谱新
篇中发挥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当好“第
一方阵”排头兵。

州委办公室组织专题学习统计知识

《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彝族打歌
保护传承条例》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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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间彼此感染带动，对“面子”
的理解正发生改变。“有婚礼没有聘礼，
收祝福不收礼物。今天要讲的故事，主
人公就在我们身边。”前不久，在一场文
艺表演中，主持人讲述了巍山彝族回族
自治县永建镇东莲花村村民张巍燕为
女儿简办婚礼的故事，还请张巍燕上台
向村民分享心路历程。

“咱不比排场，就比家风，比谁能把
日子过得红火。”张巍燕一番话，赢得阵
阵掌声。

近年来，大理州从群众身边取材，
宣传移风易俗典型故事、经验做法，随
着一个个践行新风的身边人成榜样、受
表彰，越来越多群众成为移风易俗的参
与者、受益者。

以文化人，干净干事成自觉

“先驱精神永在，英灵浩气长存。”
午后，祥云县刘厂镇王家庄村一座宅院
前，村民王汝彦牵着小孙女，教她认读
门联上的文字。这里走出了王复生、
王德三、王馨廷三位英烈。

大理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文化资
源丰厚。清廉村居建设中，大理州充分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的
廉洁因子，推动廉洁文化浸润干部群众
心田。这一背景下，三位革命先烈的事
迹、王氏家风家训被绘制上墙、编成歌
谣、广泛宣讲，祥云县红色文化传承中
心等一批教育基地也陆续在王家庄村
落成。

“在烈士故乡当干部，传承红色廉
洁文化更要走在前面。”王家庄村党总支
书记王汝学说，“现在，村里从涉及几百
万元资金的高标准烟田建设到维修路
灯等决策、收支情况都及时公开，接受
监督。乡邻关系也很和睦，很少出现矛
盾纠纷。干部群众想法是一致的，清白
做人、干净做事，才对得起先烈。”

漫步剑川古城西门街，家家户户挂
有手写或木刻的楹联，古意盎然。

剑川县古时是滇藏茶马古道重
镇，民间盛行创作联语、书写楹联的风
气。老百姓往往将家风、家训寄寓在
楹联中。清廉村居建设中，大理州指
导剑川县收集整理精忠报国、清白做
人等方面的楹联 200 余副，阐释其中的
故事、道理，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鲜活
教材。

剑川县金华镇西门社区党总支
书记姜顺菊家的堂屋中就挂着一副楹
联：“忠孝传家德为本，仁义处事信当
先”。姜顺菊记得，刚从外地嫁来时，公
公罗茂昌说，这是罗家代代相传的祖
训，希望后人清白传家、以德育人。“这
句话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从此对楹联产
生兴趣。”

从“堂正家传浩然气，谦和子有
儒雅风”中，感受正直谦和的家风；从

“持家勤劳宜今古，寄性田园乐养生”
体会勤俭持家、淡泊名利的情怀……
在大力挖掘楹联文化的过程中，西门
社区干部群众更加熟知楹联背后的
故事，潜移默化中将廉洁化为行动：
持续优化党务、居务、财务公开，畅通
居民参与集体事务决策和监督的渠
道，推动遇事共商议、决策共协定、
过程共监督，保障社区事务在阳光下
运行……

“我们将严格落实《农村基层干部
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持续深入推进清
廉村居建设，持续规范村级议事决策
程序、加强村级集体‘三资’管理、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使廉洁
文化在基层的影响力、渗透力不断增
强，持续提升广大群众在乡村全面振
兴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理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
刘力说。

［转载自6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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