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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本报讯（通讯员 李银海）
“县理论宣讲团创作的《懒汉脱
贫》《白乡颂歌十九大》等白曲弹
唱作品，唱得好，大家都爱听。”
10月 12日晚饭刚过，大理白族
自治州剑川县新和村党员杨福
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广场上观
看演出。目前，全州 15个宣讲团
分别活跃在基层一线，开展各类
宣讲活动 2067 场次，直接受众
124.16万人次。

“通过培训，我更加体会到
祖国的强盛来之不易，要珍惜
党员身份，把握好乡村振兴机
遇，继续发展特色产业，当先锋
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参加完

“流动党校”培训后，宾川县柳
家湾华侨社区党员戴晓初深有
感触地说。

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大理州常委班子
带头抓学习，全州开展理论中心
组学习研讨、“杨善洲精神”专题
讲座、“党史新中国史”专题辅导、
重走红军长征路等系列活动；同
时围绕“牢记嘱托、奋进大理”主
题，积极探索创新学习方式，通过
理论宣讲团、流动党校、送学服务
队、白族艺术作品等喜闻乐见的

形式，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
作指示精神中受教育、悟初心、担
使命。

大理州还充分发挥乡镇党
校、基层农村讲习所等阵地功能，
组建“流动党校”“志愿送学服务
队”，依托“千堂党课下基层、万名
党员进党校”，先后发放学习书籍
40.05万册，举办主题培训 704期
13万人次，推动广大基层党员学
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针对流动党员外出务工、老
龄党员出行不便等实际，为避免

“漏学”，大理州还安排2000多名
驻村工作队员走村入户，进行零
距离、全覆盖“兜底”讲学。弥渡县
文化和旅游局老干部党支部开展

“主题党日+志愿送学服务”，由
支部党员、驻村队员结对送学上
门，为老龄党员送去“微党课”“宣
传册”。洱源县由驻村工作队员统
计外出务工党员信息，逐人邮寄
必读书目为主的“红色包裹”，并
邮寄一封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

“红色家书”，对流动党员进行动
员和要求，实现主题教育学习“零
遗漏”。

大理州主题教育学习“零遗漏”

风景如画的“大理读吧”，10
月 13日呈现了一道亮丽风景：
100多名读者共同分享一本新书
《传说洱海有舌头》。90岁的知名
画家谢长辛送来字画，向书的作
者秦蒙琳表示祝贺。

《传说洱海有舌头》一书，
收录了春城晚报首席记者秦蒙
琳近 10 年来的 60 篇人文地理
作品。她以女记者的视角，以新
闻散文的笔触，写下苍山洱海、
大理古城、无量山、云南驿古
镇、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树、弥苴

河畔的“鸟窝树”、遗留鹤庆乡
村的“造纸术”等特色景致，以
及骑在自行车上环游世界的阿
根廷人迪亚戈一家，手绘大理
古城图走红网络的英国人万哲
生，从德国到大理当义教的“洋
金花”的故事等。

3个多小时里，志愿者现场
朗读分享书中的精彩篇章，作者
介绍难忘的采写经历，资深教授、
年轻公务员、大学生、中学生纷纷
请作者在书上签名留念。

本报记者庄俊华

《传说洱海有舌头》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赵春祺）
“张伯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先驱者之一，是云南少数民族和
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先
驱……”每天，张伯简纪念馆解说
员杨自丽与同事们热情饱满，向
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介绍张
伯简同志革命事迹。

剑川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目
前境内有31处云南省革命遗址、
7个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座
革命烈士陵园、8座革命纪念碑。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该县充分利用这些“红色经
典”教材开展学习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自觉主动学习党史、学习新
中国史，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
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全县18个党
（工）委、县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各支部党员以读书班、理论中

心组学习活动、“主题党日”等为
载体，深入学习张伯简革命事迹、
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烈士。

剑川教育体育党工委书记、
局长李锡华说：“通过学习红色经
典，思想上受到洗礼。我将在实
践中恪尽职守，以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为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而努力奋斗！”老君山镇宣
传委员李双梅说：“张伯简短暂
又光辉的一生，使我很震撼，很
受教育。作为一名党员，我将以
张伯简为榜样和标杆，为谱写新
时代的美丽剑川篇章贡献自己应
有的力量。”

今年 9月以来，张伯简革命
纪念馆、剑川“四·二”武装暴动纪
念碑共接待 5300余名干部群众
参观学习，剑川龙门红色传承教
学馆接待7100人次参观学习。

剑川县用好“红色经典”开展教育

10月17日清晨，巍山彝族回族
自治县蒙阳公园内，人行道边开满
了金黄色的黄冠菊，随处可见晨练、
下棋、遛鸟的人群。“现在公园建得
越来越漂亮了，空气也好，环境也
好。”一提起蒙阳公园的变化，县城
居民杨毓祥激动地说。

蒙阳公园早晚的热闹景象，折
射出巍山县城的美丽蜕变。满城绿
树红花，蓝天白云与文物古建相衬，
这座古色古香的南诏古都，一改昔
日模样，古风邈远新跨越，山水田园
乐安居。

补齐短板，建设干净县城

“旱厕改造后，家里的环境比过
去好多了。”南诏镇日昇街社区居民
陈永康说，他家过去一直用着旱厕，
这次借力“美丽县城”改造项目，单
独建了一个冲水式厕所。陈永康家
的变化，是巍山县实施县城“厕所革
命”的缩影之一。

在“美丽县城”创建过程中，巍
山县围绕城市公厕、污水处理、农贸
市场、小区改造、拆临拆违、空间环
境等项目建设干净县城。实施县城

“厕所革命”，新建智慧厕所3座，按
智慧厕所和A级标准提标改造公厕
10座，对县城建成区内尚存的 318
座旱厕，一厕一方案实施改造；启动
棚户区改造，目前已实施棚户区改
造 280户；全面启动实施拆临拆违
拆高，已完成拆临拆违 1170户，共
61000平方米；全面推行“街长制”，
设立县级街长 26名、镇级街长 26
名、社区街长 41名，县级挂包部门

36个，推进县城管理网格化、规范
化、精细化；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加大县城乱停乱放、乱摆摊点等整
治力度；投资1075.98万元实施县城
内电缆入地项目，对县城内空中网
线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已完成上水
坝、下水坝两条街道整治工作。

夯实基础，建设宜居县城

“地面坑洼不平，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两旁摊点的遮阳伞占
据了路的大半，别说是车，连人都要
侧着身走……”这是巍山龙池路过
去的真实写照。如今走进龙池路，12
米宽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过去的

“肠梗阻”成为了连接蒙化北路和大
富时代的便民路。

在“美丽县城”创建过程中，巍
山县围绕路网建设、停车场、供排
水、信息设施、文化旅游、城市公

园、公共安全等项目建设宜居县
城。启动入城口项目建设，完成南
北两个入城口景观方案设计，完成
北入城口征地工作并启动绿化工
程；实施停车建设，完成圣火广场
停车场建设，完成原农贸市场停
车场建设，启动陈家庄停车场前
期工作；不断提升古城信息化水
平，启动智慧古城一期建设项目，
投资 900万元完成智慧城管设备
采购；启动文化馆设计和施工布
局调整，完成全民健身中心主体
工程建设，对拱辰楼城台墙体进
行表面修复；引水活城项目完成
方案编制；不断提升县城品质，北
隅公园、东岳宫文化公园项目正
在开展前期，完成菜秧河综合公园
北岸建设，启动菜秧河综合公园南
岸征地工作；启动 2019年最美庭
院创建工作，计划创建 100个最美
庭院。

保护优先，建设特色县城

顺着石板铺筑的小巷走进雷祖
殿街 3号，刚经过风貌整治的小楼
显得古色古香，主人赵宁国正在书
房里画画。他说：“古城的街道过去
是坑坑洼洼的，出行很不方便，通过
这几年的青石板路改造，街道变宽
了，也更加展现了古城的底蕴。”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巍山
的重要组成部分，巍山县围绕风貌
提升、主题街区、历史文化三方面，
梳理项目 10项，概算投资 97320万
元，目前已开工项目5项，完成投资
18792.14万元。全面启动县城风貌
整治，结合棚户区改造，完成西街风
貌整治，文献街、东街、华兴南路、后
所街风貌整治有序推进；全力打造
主题街区，完成巍山小吃街的提升
改造，引进精品小吃业态17家，启动
南街扎染传统工艺主题街区和北街
文博街区建设，目前南街扎染传统
工艺主题街区已通过征收或租赁方
式取得18家商铺，完成设计包装并
进行布展；彰显古城历史文化，北街
139号院进入装修阶段，赵进士故居
正在进行土建施工，完成施家宅院、
南诏财政所等4座古院落的设计方
案，启动崇正书院、南社学、名城食
府等7座古院落的项目前期工作。

目前，巍山县共启动实施“美丽县
城”建设项目26项，完成投资34972.51
万元，围绕“干净、宜居、特色”三大要
素21项指标体系，夯实基础、补齐短
板、突出特色建设“美丽县城”。

本报通讯员 陆向荣 文/图

荒山坡上挂致富果

“明年 3月至 5月，沃柑采摘时
一个可卖 3元至 5元。”在宾川县力
角镇小河底，云福公司董事长曾靖
宇指着树上像乒乓球一样大的沃柑
介绍，沃柑的果和花“两代同堂”，每
年春天一边挂果一边开着下一代的
花，因为从挂果到采摘在树上长达
14个月时间，享受到充足的阳光所
以果实特别甜，市场售价也特别好。

满目青翠的小河底，过去是一
片荒山坡。当地村民靠天种地，主要
种植包谷，一亩地毛收入不到 1000
元。曾靖宇自豪地说：“我们正在打
造万亩柑橘示范园，严格实行‘建园
标准化、种植规范化、肥水一体化、
管理科学化’，株行距2米乘2.5米，
每亩种133株，一亩地毛收入可达4
万元。”

3 年前，云福公司采用“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
式培植果园，目前已经投资 1.65
亿元，流转土地 1.2 万亩、种植柑
橘 6000亩，主打优质柑橘品种沃
柑，辅以椪柑、红美人等品种，明
年第一次挂果，已规划完成“绿色
认证、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溯源”
前期工作。曾靖宇介绍：“园区要
将柑橘种植、包装、销售及旅游观
光深度结合起来，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之路，配套建设柑橘文化
博物馆、水果采摘体验区、山地运
动及健身等现代农业观光设施，
挖掘和弘扬宾川百年柑橘文化，
示范引领全县加快恢复发展 10万
亩柑橘产业。”

“水引到哪里，水果就种到哪
里。”宾川县农业农村局园艺站技术
员姚宝芳介绍，全县农田水利化程

度达81%，截至今年9月，全县种植
以葡萄、柑橘、石榴为主的优质水果
30.1万亩，挂果面积达 25.61万亩，
产量55.16万吨，产值达43.16亿元。

走出深山创幸福

金牛镇彩凤村委会的大坪地，
两年前建起一个95户349人的易地
扶贫搬迁新村——尼萨，在傈僳语
中意为“幸福”。走在村里，水泥路面
平坦干净，统一规划的房屋整齐有
序，周边一派绿色田园风光。

“当年县长去到钟英乡赵卡拉
村委会字左拉村，动员大家从泥石
流地区易地搬迁，我带头领着 13
户 43人搬了出来，如今大家的生
产、生活和娃娃读书都比过去方便
了。”村支部书记李新华风趣地说，

“过去给老母亲一两百元钱，在山里
两个月也花不出去，现在给她五六
百元钱，在村里一星期就花掉了，她
今年 87岁，活得很开心。我们在山
里没有打工机会，过去每天收入不
到20元，现在最少也有80元。”

“刚来的时候，好多青壮年都
聚在广场上闲，如今天一亮就出门
打工了。”彩凤村党总支书记董必
相介绍，尼萨村民小组的村民以傈
僳族和彝族为主，来自金沙江沿
岸、渔泡江沿岸集贫困、高寒、民族
为一体的深度贫困村。如今人均耕
地 1 亩，主要种植沃柑和软籽石
榴；同时参与光伏发电扶贫，每年
户均收入 3000元；家家户户都有
人外出打工，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14580元。

“尼萨村是全县脱贫攻坚中的
一个典型。”宾川县扶贫办副主任邢
新玥介绍，宾川县以脱贫攻坚统领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盯“两不愁、

三保障”总体目标，强化责任、政策
和工作落实，在2018年9月30日成
为全省第一批脱贫摘帽的 15个县
之一。今年以来，强化补短板、防止
返贫致贫、持续推进脱贫成果巩固
等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村民齐心奔小康

沿着水泥路走上一个小坡，大
营镇大营村委会上苴村让人眼前一
亮：地势平坦了，周边种树的大池塘
边，有十几个妇女在练习唱歌跳舞；
村民活动中心前的小广场上，年长
的村民围坐在一张张石桌前聊天；
远处的幢幢高楼，时尚而漂亮。

“过去，上苴村最好的房子就是
一幢瓦房，其余全部是茅草房。”大
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赵阳介绍，村
里的路最早是土路，后来变成弹石
路，如今是水泥路。全村共 103户
379人，目前种植葡萄 280亩、玉米
151亩，葱、蒜、脆笋等 215余亩，养
殖业主要以猪、牛、羊为主，农民人
均纯收入 13683元。他高兴地说：

“全村乡风文明，群众工作最好做，
只要在广播里通知开会，大家很快
就到齐了。村集体自筹了9万元钱，
要让‘莲花塘’变得更清秀。”

“我家儿子前久在网上卖软籽
石榴，6个售价128元。”宾川县齐亿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朝权
说，合作社取名“齐亿”就是要带领
村民齐心协力赚大钱、过上好日子。
他指着路边的一棵香叶树说：“这棵
树原来在草丛中，有老板开价 2万
元想买，村民不愿卖，而把它移种到
来路边美化环境。上苴村是宾川县

‘垃圾分类示范村’，也是‘大理州美
丽乡村示范村’，小康之路会越走越
宽广。”

本报讯（记者 庄俊华 通讯
员 张红梅）自“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每天都有单位组织党员干部来到
周保中将军纪念馆参观学习。近
一个多月来，纪念馆已接待参观
单位152个、参观人数4308人次。

周保中将军纪念馆位于大理
市湾桥镇上湾桥村，自1998年建
成并对外开放以来，该馆已成为
省、州、市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云南省创建红色旅游示范景
点景区、大理白族自治州红色传
承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和
廉政文化示范点、大理市勤政廉
政教育基地。今年9月，该馆被中
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

“我从小听着东北抗日联
军的故事长大，现在来到周保
中将军的故里，特意从大理古
城乘出租车来参观将军纪念
馆。”在周保中将军塑像前，来
自吉林的游客张凯说。“用钳子
无麻药取子弹、肠子流出来依
然坚持战斗……听了周保中将
军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故
事，心中肃然起敬。我们要沿着
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坚
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正在馆内参观学习的大理州委
宣传部干部迟富华说。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大理州积极发挥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不
断强化宣传教育功能，讲好革命
先辈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
事，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凝聚起砥砺新征
程、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周保中将军精神激励后人

宾川：乡村处处是美景
本报记者庄俊华 文/图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宾川县

乡村，感受到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的景象。“近年来，全县积极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宾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薛茂禄介绍，“全县以优化农

业产能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加快农业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农村经济

持续增长，今年1至8月，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537

元，同比增加9.6%。”

巍山：千年古城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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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中将军像 本报记者 庄俊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