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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范洁 马炳雷

近年来，永平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筑牢基层人才根基，坚持以选准用
好为根本，通过分析研判、队伍优化、
保障激励“三步走”举措，不断优化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切实夯实基层
战斗堡垒。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分析研判
在分析研判工作中，永平县坚持全

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原则，由县委书记
带头、挂钩乡镇第一书记具体负责，派
出 48个分析研判组深入村组开展班子
运行情况中期评估，从政治素质、带领
能力、工作实绩、工作作风、群众评价等
方面，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
逐一“把脉问诊”，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按照“好、中、弱、差”四个等次，逐
村分析研判，找准存在问题，确定 15个
弱差村，对标对表逐项提出 50 条具体
整顿措施，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整顿
提升时限，以“一名县级领导班子成员
联村、一名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一
名第一书记驻村、一个县级以上机关单

位结对”的挂钩帮带机制推进弱差村整
顿提升。

此外，将分析研判情况作为村（社
区）班子调整配备、评先评优、激励约束
的重要依据，及时调整工作不作为、能力
不胜任、群众不满意的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 7人，建立健全能者上、庸者下、劣
者汰的鲜明用人导向。

坚持多措并举 优化队伍结构
为破解农村选人难、留人难问题，

永平县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注重在高校
毕业生、致富能手、退役军人中选优配
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个人自
荐、群众推荐、组织选拔等方式多渠道
挖掘人才，“一村一簿、一乡一册、一县一
库”建立后备人才库，确保每个村（社区）
至少储备 1 至 2 名比较成熟的党组织
书记后备力量。目前，全县共储备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 163人，其
中大专及以上学历134人，占比82.2%。

在选人标准上，严格落实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和村（社区）

“两委”成员任职资格县级部门联审制
度，会同纪检、政法、公安、法院、检察、

信访等部门对村（社区）干部进行任前
“政治体检”，对联审出的 10 名不符合
条件人选不予使用。

同时，健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管
理机制，制定《永平县村干部队伍管理
办法（试行）》《永平县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考核办法（试行）》，强化日常管
理、考核评价，将考核结果与评先评
优、绩效报酬及政治待遇相挂钩，实
现以制度立规矩管作风，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

坚持多维保障 激发干事活力
永平县健全“省、州示范培训+县级

重点培训+乡镇兜底培训”体系，每年开
展轮训，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分享、互动
研讨，帮助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提升带
富能力和治理水平。坚持“请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采取“实地观摩+现场
交流+擂台比武”形式，让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在田间地头、城市街道、项目建设
一线学习产业发展良策、基层治理妙
计、攻坚克难巧思，不断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本领。

在关心关爱方面，严格执行村级组

织“大岗位制”，开展社区专职工作者职
业体系改革，建立村干部岗位补贴和社
区干部生活补贴长效机制，探索制定村
级集体经济创收奖励办法，并统一购买
干部意外险，切实提高待遇保障。同
时，拓宽晋升渠道，从优秀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班子成员 2人、
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事业人员 3人，推选
优秀者 75 人担任“两代表一委员”，着
力激发和调动工作积极性。

在松绑减负方面，规范村级组织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制定

《永平县村级组织工作事项准入制度
（试行）》，清理挂牌1153块、不应出具证
明事项 78 项，严格督查检查考核计划
备案，2024年起乡镇对村不再有考核事
项，真正让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卸下包
袱、轻装上阵，实现从“忙事务”到“重服
务”转变。

永平县——

“三步走”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 通讯员 寸红亮 俞洪福 施燕飞

近年来，鹤庆县聚焦老年人急难愁
盼问题，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
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做优做实养老服
务，稳稳托起了幸福“夕阳红”。

补足设施短板，谋划项目稳步推
进。鹤庆县坚持“项目为王、规划引领、
实施为本”的工作理念，建立“调研—分
析—决策”三级项目需求研判机制，针
对全县敬老院基础设施存在短板、难以
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问题，谋划了
鹤庆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1530万元，申请中央预算
内资金1224万元，将新建一幢建筑面积

437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综合楼，设置床
位 102 张。目前，项目已完成前期所有
工作，并通过提级论证，县政府给予300
万元建设启动资金，正在开展招投标等
相关工作。

扩面养老保障，提升老年人幸福
感。今年 1 至 6 月，鹤庆县按标准和要
求，为全县 40555 人发放高龄津贴补助
资金184.85万元，为3338人发放经济困
难老年人服务补助资金 16.269 万元。
此外，鹤庆县还定期对补助对象进行复
核，根据老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补助，
以更精准、更贴心的保障，为老年人的
生活增添温暖底色。

建设“幸福食堂”，构建老年助餐服

务网络。鹤庆县第一家“老年幸福食
堂”落地云鹤镇文峰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重点解决孤寡、独居和有就餐需求
的老年人“三餐热饭”难题。该食堂对
86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就餐服务，还
开设棋牌娱乐室、书画图书阅览室、影
音室等。作为鹤庆县第一个由第三方
企业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它标志
着该县社会各界关心老年人、支持老年
助餐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此外，松桂
镇镇级“幸福食堂”项目建设已完工，正
在招商；云鹤镇菜园村“幸福食堂”项
目预计今年 8 月底完成建设并投入使
用。届时，该县老年助餐服务网点将
更加完善，服务率将进一步提升，老年

助餐便利度、满意度将得到明显改善，
多元供给格局将基本形成，让全县老
年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推进适老化改造，打造安全舒适的
居家环境。鹤庆县以“一户一策”为原
则，深入了解家庭实际状况和老年人个
性化需求，从安装防滑扶手、配置无障
碍马桶，到铺设防滑地胶、改造低矮门
槛，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考量。按照
户均不超过3500元的补贴标准，目前该
县已完成60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切实消除居家安全隐患，让老年
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舒适、贴心的关怀
与爱护。

鹤庆县多举措织密养老服务网托起幸福“夕阳红”

漾濞县漾江镇紫阳村党员志愿先锋队在清理路面落石。（摄于7月3日）
近期，因降雨频繁，紫阳村多处村组道路出现落石、受损等情况，村党总支部不等不靠，积极组织党员、群众自带工具，以分段、分组的方式投身到道路清理和修复

工作中，力争将水毁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群众出行顺畅与安全。 ［通讯员 李惠赟 罗云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袁建彪 唐亚玲）
近日，云南省科协“智汇云岭·百名专
家基层行”活动走进祥云县鹿鸣乡，为
当地群众带来肉牛养殖和贡菜种植技
术指导，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活动邀请云南省种畜繁育推广中
心冷冻精液站副站长鲁增荣、祥云县
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所农业推广研究员
余伟才等专家授课教学。在位于鹿鸣
乡的上海援建肉牛养殖基地，鲁增荣
将课堂搬进牛舍，现场讲解消毒防疫、
发情期判断、提高受孕率等实用技

术。此外，鲁增荣还通过图文并茂的
课件，系统讲解了现代养殖技术。在
贡菜种植培训现场，余伟才针对贡菜
长扁、炸裂及霜霉病等常见问题，从选
种育苗、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治，进行
全方位指导，并留下联系方式方便种
植户后续咨询。

据了解，本次培训吸引鹿鸣乡 7
个村100余名种植户、养殖户参与，解
决实际问题20余个，有效提升了群众
的科学素养和产业技能，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技术支撑。

省科协“智汇云岭·百名专家基层行”
活动走进祥云县鹿鸣乡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智鹏） 近日，
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宾川）第四届葡
萄生产技术研讨会在宾川县宏源农
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举行，来自
宾川、西昌、元谋等地的200余名葡萄
产业从业者、农技专家及科研院校代
表齐聚一堂，交流分享实践经验、生
产技术和科技运用，赋能金沙江干热
河谷区葡萄产业可持续发展。

会上，针对近年来多地共同面临
的极端天气频发问题及葡萄转色困

难等种植难题，15位技术专家分享了
葡萄科学着色、数字农业应用等方面
的实践经验，为种植户提供了宝贵的

“技术锦囊”。
此外，参会人员还探讨了金沙江

干热河谷区葡萄产业发展趋势，围绕品
种优化布局、轻简化栽培技术等内容展
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守“以
质量求生存”的发展理念，推动产业向
标准化、绿色化、高效益转型升级，擦
亮“金沙江干热河谷葡萄”金字招牌。

金沙江干热河谷区（宾川）
第四届葡萄生产技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树禄 左希义
字绍伟） 近年来，巍山县抓实渔政管理
工作，全面加强渔业监管执法，保护渔
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普法宣传全覆盖，筑牢思想防线。
巍山县农业农村局持续加大渔业法律
法规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普法教育，通
过张贴通告、发放材料、微信公众号宣
传、广播宣传等形式，广泛宣传渔业法
律法规和“中国渔政亮剑 2025”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的重要意义，推动法律意识
与保护自觉深入人心。今年上半年，累
计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张贴通告 30
份；联合乡镇及水务等部门在黑惠江流
域、西河流域、饮用水源地和部分天然
水域布设警示标牌48块。

严打违法不松懈，形成强大震慑。
巍山县各相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行为，2024 年以来，县公安局办理非法
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14 起，涉及 14 人；
县农业农村局出动执法人员 151 人次，
立案办理渔政案件 13 件，已办结 10 件，
处罚违法人员10人，罚没款39488元，没
收禁用渔网11张、电鱼设备3套，清理无

主地笼 84 个，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
此外，在水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执法部
门协同发力，对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环节开展监管，严厉打击使用禁用药
物、销售不合格水产品等违法行为，完
成水产品批发市场检查 2 次、自然保护
地内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检查 1 次，确
保水产品质量安全。

部门联动聚合力，提升执法效能。
巍山县健全乡镇和县级部门工作联动
机制，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执
法合力，共同打击渔业违法行为。县农
业农村局配合县公安局做好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件中捕捞水域、捕捞渔具和渔
获物的认定工作；配合县水务局开展水
库渔政执法工作。通过持续深入推进
执法部门联动，建立定期联合执法机
制，提高联合执法频次，提升行政执法
效能。

巍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刘彤锦表示，将认真组织开展“中国渔
政亮剑 2025”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持续
深化多部门协作，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做好渔政管理工作。

巍山县加强渔业监管执法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民盟大理州委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委员会委员、各基层支部主委及2024年新
盟员到大理州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摄于7月4日）

活动通过参观展厅、听取讲解、查看资料、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进一步强化
盟员廉洁自律意识。大家表示，将以案为鉴，坚守纪律底线和法律红线，持续加强
大理民盟作风建设。 ［通讯员 段杰 王亚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