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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杨福军 文／图

盛夏，永平县城树木葱茏，流水逶
迤。从县城高处俯瞰，博南山、银江河、
市政道路与园林绿地相依相偎。漫步
银江河畔，水波粼粼，罗汉松、银杏、榕
树、樟树、三角梅枝繁叶茂，连绵不断，
形成一条条绿色通道。辛苦工作一天
的人们，漫步河畔放松身心；行色匆匆
的路人，驻足拍照，留下美好瞬间。

沿着银河东路，穿过永兴大桥，径
直走 800 米，有一个景观小品带。这
里，休闲步道蜿蜒伸展，黄冠菊、海桐、

石楠、满天星相映成趣，云南松、桂花、
映山红摇曳交融，如龙、似马、像牛的
风景石静中有动。

在永平县城，像这样的景观还有
很多，在县城中心、车站前、小区里、机
关单位、城郊接合部，各美其美。

近年来，永平县借助云南省城乡
绿化美化三年行动和“建设滨水园林
城市”省级绿美城市试点工作的东风，
聚焦“一河七脉”（银江河及其东山河、
观音河、中屯河等7条支流），推进口袋
公园、城市绿道、滨水绿岸、公共空间
林荫化等建设，“绣”出美丽新景象。

八大滨河园林，让县城可赏、可
憩、可游、可乐。依托“一河七脉”，永平
县充分利用山、水、田园等自然资源，
采取河道综合整治、湿地生态系统建
设、局部景观打造等措施，建成银江河
曲硐滨河公园、观音河滨河公园、
中屯河滨河游园等 8 个滨河园林景
观。“每隔一公里左右，就有健身器材、
儿童滑梯、休闲凉亭、象棋石桌、夜间
照明设施等，没想到银江河边会变得
这么美。”提起家门口的滨河公园，家
住博南镇老街社区富足山二组的
张赛荣喜上眉梢。

38个口袋公园和城市公园，让群
众幸福一年四季“不打烊”。永平县通
过规划扩绿、拆房补绿、破硬植绿、
留白增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立
体添绿等途径，因地制宜将城市中
的边角地、零碎地、闲置地、道路节点
建成城市公园 23个、口袋公园 15个，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22平方米，公园
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100%，城市绿
化覆盖率 44.27%。“家门口就有公园，
绿化好、空气好，健身设施齐全，到这
里打太极、散步，很开心。”退休干部
张建春说。

11.622 公里城市绿道，让美景与
运动一起飞扬。紧密结合城市路网更
新改造以及城市绿道慢行系统建设，
永平县新建改建博南路、博南东路城
市绿道及博南公园、永乐公园、观音河
滨河公园、龙坡森林公园等一批绿道，
构建起“点、线、面、轴、片”相融合的绿
道构架和体系，县城建成区绿道增至
11.622 公里，万人拥有绿道 1.9 公里。

“晒着太阳，吹着微风，闻着花香，在风
景中运动，心情真好。”在博南公园绿
道上跑步的张树超说，城市绿道把生
态环境和民生福祉串了起来，实实在
在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8个省级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
让居民推门见绿、移步闻香。永平县
以创建园林式居住区（单位）、绿美校
园、绿美社区、绿美庭院等为载体，建
设绿美点位 131 个、绿化美化村庄
36.57万平方米、绿美示范街区3个、绿
美示范街道3条，命名绿美庭院示范户
200户，先后创建省级园林单位、小区
48个。

“一河七脉”，永平县城新景观，串
起了永平县城的地理空间，更串起了
永平人民的美好生活。

决战决胜“十四五”·变化

□ 通讯员 刘怡

巍山县庙街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日前召集司法所、平安法治办、村委会
参与，经沟通商议，该镇润泽村村民陈某
反映的菜地纠纷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庙街镇推行“中心吹哨、部门报到”
工作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及时化解矛盾风险，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庙街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探索建立“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通过明确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为“吹哨”主体，整合平安法治办公
室、司法所、禁毒工作队合署办公，集
结各村各部门力量“报到”参与矛盾调
处工作并限时办结，设立矛盾纠纷“一
站式”调处化解中心为指挥调度中心，

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响应高效的制度
框架，真正做到了资源优化配置，工作
无缝对接，服务关口前移，直击基层

“小马拉大车”困境。
为确保这一机制落地生效，庙街镇

进一步规范“吹哨”原则，防止随意“吹
哨”，科学设置“日常哨”和“紧急哨”，压
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吹哨人”和

“应哨人”，同时，依托大理州市域社会治
理智慧系统、社会治理通App等平台实
现线上矛盾纠纷、信息线索等信息传递，
进一步畅通了“吹哨”渠道。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实
施以来，庙街镇先后“吹哨”15 次，部门
单位“响应”21 次，摸排各类矛盾纠纷
122 件，化解 106 件，实现了“一站式受
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打通了基
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 通讯员 万树香

夏日，鹤庆县西邑镇西园村委会
杨家院村，成片的大荚豌豆田沿着山路
铺开，一排排豆架上，翠绿的豆荚缀在
豆蔓间，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映入眼帘。

村民杨玉春和妻子一大早就下地
忙活了。“这两天价格好，有外地收购商
直接来村里收购，不用自己跑集市，一
公斤能卖六七块钱。”杨玉春一边麻利
地摘下豆子装进背箩，一边笑着说。

西园村海拔 2400 米，年平均气温

12.9℃，阳光足、无霜期长，特别适合种
大荚豌豆，村民有多年种豌豆经验。村
党总支书记杨树标介绍，西园村种植的
豌豆6月中旬上市，能采摘到7月底。

近年来，西邑镇按照“一村一品”的
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促农增收的特
色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
前，西园村共种植大荚豌豆 1400余亩，
按亩产 2000 公斤、每公斤 6 元算，预计
产值 1680 万元。曾经普普通通的小豌
豆，如今成了让村民们喜笑颜开的“金
豆豆”。

永平县：“一河七脉”串起和美生活

城市公园，公园城市，让群众幸福一年四季“不打烊”。（摄于7月6日）

巍山县庙街镇——

“中心吹哨”聚合力“部门报到”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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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庆县西园村——

大荚豌豆进入采摘季

本报讯（通讯员 赵敬洪） 连日
来，宾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野生
菌市场专项检查行动，防范和遏制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

专项检查重点针对野生菌流通
和餐饮服务环节，执法人员深入辖
区各农贸市场、乡镇集市、城乡接合
部、旅游景区、临时交易点、路边摊

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摊贩售卖的
野生菌情况。积极发放、张贴宣传
资料，面对面宣传讲解、普及辨别方
法及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急救措施
等相关知识，强调误食后及时就医，
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引导群众不采、不买、不卖、
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不轻

信网络和社会流传的鉴别有毒野生
菌的方法。

同时，宾川县利用媒体发布《关
于预防食用野生菌中毒的预警公
告》，严禁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单
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
堂、医院食堂、旅游景区餐饮单位和
婚丧嫁娶、集体会议等群体性聚餐

加工食用野生菌，防止群体性中毒
事件发生。

截至目前，宾川县共出动执法人
员106余人次，检查农贸市场16个、乡
镇集市 24个，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1100
余家、旅游景区1个，张贴、发放各类预
防野生菌中毒知识宣传资料 5000 余
份、签订承诺书2000余份。

宾川县开展野生菌市场专项检查

漾濞县太平乡栓皮采集能手向群众示范栓皮采集技巧。（摄于7月10日）
近年来，太平乡积极探索“村党总支+公司+合作社+林农+金融”的栓皮栎（软

木）产业发展模式，2024年全乡采集销售栓皮445吨，林农增收达130万余元，实现村
集体经济增收5万余元，预计2025年栓皮栎（软木）采集销售量将达600吨。

［通讯员 蒙漾辉 摄］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绿地毯海葵
绿 地 毯 海 葵 体

形硕大，布满触手，
形状是钝状呈手指
形，有时他们会因共
生藻的影响而使颜
色有所改变，不过大
都为暗色调。

绿 地 毯 海 葵 触
须很 短 ，但 蜇 刺 会
伤害直径 25 厘米范
围内的珊瑚和其他
海葵。

巍山县南诏镇文笔村村民在加
工野生菌。（摄于7月7日）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
好转，巍山县不少山区乡镇通过包
山拾菌等措施，让生态良好、盛产野
生菌的林地成为山区农户增收的“绿
色银行”。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