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抓共管 社会治理有特色

＞ 人物

编辑出版中心主编
电话：0871-64141286

E-mail:ynrb—zbs@yndaily.com

9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
编辑/李清 美编/杨千红 制作/何叶

关注

“四子”落地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李春林 黄翘楚文/图

“提倡喜事新办，丧事从俭”
“积极开展文明新村、美丽家园建
设”“各民族要团结和睦，共同致
富，建设家乡”……这是勐来村去
年刚修订的《村规民约》的内容。针
对村风民俗、社会治安、卫生教育
等内容，勐来村共制定了 18章 85
条行为规范，旨在解决农村基层治
理中的实际问题，保障基层群众的
安居乐业。

“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施行，
不论是村子的面貌还是老百姓的思
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勐来村村
委会主任田江平表示，在探索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过程中，勐来村

“两委”充分发挥群众力量，通过规
章制度引导村民自觉遵循。

据了解，勐来村充分发挥村民
自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
用，坚持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
法权益。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结合”的原则，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同时，围绕增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将一批政治素质
好、富有活力能干事的人充实到村

“两委”班子中，不断深化基层组织
建设，打造“群众满意乡村”。

针对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环
境问题，勐来村一方面通过广泛宣

传引导群众树立爱环境、讲卫生的
意识，另一方面制定了《卫生公约》，
要求村民在维护好公共卫生的同
时，自觉搞好家庭卫生，坚持每天一
保洁、每周一清理、每月一大扫。通
过村组干部、管护人员、全体群众的
三级联动，推行环境卫生门前“三
包”制度，促进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形
成常态化，通过定期检查评比，开展
洁净村庄、洁净庭院、洁净田园、洁
净水源等行动，调动了农民群众参
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以前村里都是土路，垃圾到处
堆放，出门就是一身泥水。如今依靠

好政策，我们把路修好了，还要自力
更生维护好村里的环境。”勐来村村
民李永雄表示，现在大家爱护环境
的意识不断增强，村内村外都环境
优美，干净整洁，希望通过大家的努
力，让“颜值高”“底子厚”“里子美”
的勐来村迎来更好的明天。

除此之外，勐来村还通过制定
《文明公约》《道德讲堂制度》《红白
理事制度》等不断激发基层社会治
理内生动力，助推乡村生态文明建
设。近年来，当地基本杜绝了赌博、
打架、偷盗等现象，形成了支部号
召、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临沧市消防救援支
队结合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
实际，以党建为抓手，建强支队、
大队、中队三级党组织堡垒，凝
心聚力提升党性修养和党员素
质，通过抓党建催化队伍战斗力
生成，恪尽职守守卫祖国边陲各
族人民群众的平安。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筑牢队伍初心使命。支
队召开党委会专题学习上级会
议精神、研究主题教育工作，在
教育方案中结合驻地实际，在完
成规定动作的同时配套开展 10
项自选动作，细化任务措施，在
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上下联动、整
体推动的良好局面。开展“对标
英雄、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在缅怀田正军烈士的过程中继
承英雄遗志，传承英雄精神，激
励广大指战员对党忠诚、献身使
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
精神投身消防救援事业。全市各
级指战员自发组织开展“主题教
育口袋书每日一小学”活动，利用

“学习强国”App组织指战员开展
学习大比拼活动，形成你追我赶
的良好学习氛围。在全市消防指
战员比武竞赛活动中，该支队优
秀、良好占比大幅提升，切实做
到了以主题教育开展推进主责
主业能力素质提升。

持续推进“云岭消防党旗
红”创建活动。支队始终秉持让

“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锻造忠
诚担当的新时代应急救援过硬
队伍。连续四年开展指战员能力
素质提升行动计划，定期举行

“火焰蓝”读书会、佤山消防大讲
坛等活动，将学习常态化、长效
化，引导指战员以能力素质的增
长来应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

进一步完善典型灾害事故处置
编成，修订编制数字化灭火救援
预案，每季度开展 1次精品预案
评比。联合公安、交通、医疗等部
门开展综合应急救援演练，针对
重点单位开展各类实战演练。强
化应急通信人才队伍建设和器
材装备配备，强化集中训练，以
学代训，以战促训，在实战中提
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积极践行“党的光辉照边
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实践活动。
支队结合辖区边疆民族群众生
产生活实际，党员带头进村入户
帮助群众解难题、送温暖。将农
村消防水源、消防装备、电气线路
改造等纳入精准扶贫、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地区抵
御火灾风险的能力，辖区47个社
区、236个行政村、375家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全部建立微型消防站。
支队探索出“沧源防火模式”等专
群综合、群防群治典型，带动辐射
全市城乡筑起一道道坚固牢靠的

“佤乡防火墙”，全市连续26年未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党建引领，激发了消防救援
队伍内部活力，近年来，支队圆
满完成了系列重大消防安保任
务，成功处置了“7·7”云县泥石
流救援、沧源“3·01”5.5级地震救
援等急难险重任务。特别是在大
临铁路云县段隧道冒顶“10·24”
救援行动中，支队快速反应、科
学施救，7车 36人 3犬鏖战 80小
时，搜寻出6名被困者，成功获救
4人，受到了各级部门的肯定和
认可。支队多次被部局、总队表
彰为安全管理先进支队，被部局
表彰为集中教育整训先进单位。

本报记者黄翘楚李春林
通讯员杨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春林 黄翘
楚 通讯员 林丽波）去年 12月 12
日，镇康县人民医院财务科出纳
员肖某某涉嫌严重违法，已投案
自首，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今年 3 月 27 日，经临沧市监察委
指定管辖，临沧市临翔区公安分
局特警大队大队长赵某某涉嫌
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监察调
查。5 月 13 日，县人大常委会保
留正科级待遇干部、原镇康县农
业局局长李某某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近日，镇康县纪委监委在

“镇康纪检监察网”“清廉镇康”
官方微信平台上，接连对外发布
了 3 个留置公告，在当地引发了
不小“震动”。

面对来自不同单位的办案人
员，安全责任、权利风险集中，任
务繁重、社会接触面广、工作压力
大等多种原因，该县纪委监委在
监督执纪执法一线及时成立专案
临时党支部，加强对办案人员的

教育、管理、监督，把一岗双责落
到实处，把政治建设和政治要求
贯穿于业务工作中。通过充分发
挥专案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在从各领域各工作岗位抽调
的临时参与办案人员的齐心协力
下，“12·12”“3·27”“5·12”专案
顺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我们的案件有的跨年，有的遇

节假日，有长有短，但每一个办案
岗位都必须遵守相关的保密规
定。随着办案工作的推进，难免有

的同志会有疲惫懈怠情绪，我们
及时与其谈心谈话，进行帮助教
育，纠正偏差。”“5·12”专案临时
党支部书记这样介绍。专案临时
党支部注重办案人员思想政治工
作，结合党纪法规的学习，进一步
增强办案人员依规依纪依法履职
尽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临时党支部将严管和厚爱
相结合，真正发挥临时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确保案件工作“严、
谨、细”，经得起推敲。

从 1993年起扎根边疆民族
地区，长期奋斗在反腐斗争最前
沿；她雷厉风行，摸排线索敏锐细
致，坦然面对挫折；她把青春和热
血献给了沧源，和佤族干部群众
融在了一起，不分彼此——她就
是沧源佤族自治县纪委常委、纪
委监委第一监察室主任杨玉芝。

时间拉回到 2013年 9月，杨
玉芝在带队查办案件过程中突
感身体不适，但她一直继续工
作，直至闲暇时到县医院检查才
发现甲状腺左叶长有肿块，医生
建议尽快到上级医院复诊，而她
却赶紧收起检查报告一头扎进
案件中。同事纷纷劝她抓紧时间
去复查确诊，但她却表示，目前
正是案件紧要关头，自己怎么能
离开岗位，“就算去了心里还不
是放不下案子，我的身体状况我
最清楚。”说完后，她又继续投入
到案件查办中。

“那段时间工作任务很重，连
续几个月加班，一同办案的我们
看到她突然发青的脸色和滴下豆
儿大的汗滴，看过她加量服用降
压药，知道她是强忍着病痛坚持
着。她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从未
叫过一声苦累。”回忆当时的情
况，县纪委纪检监察室的许冬云
颇有感触地说。

带病坚持工作一年多后，经
不住领导和同事的反复劝说，杨
玉芝才到省肿瘤医院检查治疗，
被确诊为甲状腺癌，并做了手术。
出院前医生反复叮嘱，要注意休
息，定期复查，但回到工作岗位
上，杨玉芝又将医生的话抛到了
脑后，继续投入到往日的快节奏
的工作中。领导和同事劝她多休
息，但她总是笑着表示：“案件结
了，身体就正常了，把工作干好就
是最好的治病药。”

“纪律审查工作不能等，快查
快结、快进快出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杨玉芝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无
论在什么岗位，她以积极、乐观、向
上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自2013年担任县纪委纪检监察室
主任以来，她带领着科室人员查办
每一个案件，县纪检监察机关工作
效率不断提高，连续两年查办案件
数居全市第一。

“纪检监察工作体现着我生
命的价值，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
我的初心，我觉得我做到了。”杨
玉芝说，虽然纪检监察工作有风
险、有压力，但面对着反腐倡廉的
高压态势，唯有积极认真地履职
尽责，方能不负人民的嘱托。
本报记者李春林黄翘楚文/图

从沧源佤族自治县向北出发，沿途如刀削斧劈形成的两山
崖壁间，是风光旖旎的观光田园，桫椤、董棕等“活化石”珍稀
植物在此均有分布。行经于此，仿佛走入了一幅天然画卷里。

良好的资源禀赋为周边村寨带来了绝佳的发展条件，位于
勐来大峡谷旅游区核心地带的勐来乡勐来村因势利导，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通过抓实产业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
居环境、树牢文明新风等举措，逐年呈现出发展新气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当地不断挖掘发展潜力、找准短板，

通过在村子、房子、院子、园子“四子”建设上持续发力，将乡村旅
游打造、“百村示范 千村整治”工程实施、鲜花盛开村庄建设等统
筹结合，把村寨人文活动、民俗文化与乡村景观等融为一体，全力
打造“布局美”“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美”的美丽村庄。

目前，各项工作不断分类推进、同向发力，勐来村的“振兴版
图”已逐步完善。这里的佤族特色民居相互掩映、文明乡风深入人
心、“一村一品”初具规模、乡村旅游日趋红火……这个佤族、傣族
同居的村子，正以“四子”落地为契机，推动形成阿佤山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

临沧市消防救援支队——

党建引领提升队伍战斗力

杨玉芝：履职尽责无悔初心

镇康县在监督执纪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

不久之前举行的佤族传统节日
新米节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纷造访勐来村，前来参加这里举
行的“稻田摸鱼”体验赛。金黄的稻
田间鲫鱼肥美，让游客在体验传统
农耕文化之余也感受到了勐来村产
业发展的欣欣向荣。

近年来，勐来村围绕市场需求
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统筹推
进现有传统支柱产业的同时，积极
发展蔬菜、木耳种植和农牧渔、烤烟
等产业。同时引进外地企业与当地
群众合作养殖大闸蟹、鱼、台湾泥鳅
等特色水产养殖，以抓好“园子”建
设为切入口，不断带动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

52岁的王贵芹是勐来村首批
尝到稻田养鱼甜头的村民之一。“以
前田里光种稻谷，卖出去就是每亩
2000多元，现在养上了鱼，收入整
整翻了一倍。”王贵芹说，自己家从
去年开始尝试发展稻田养鱼的新模
式，没想到第一年 7 亩田就有了
30000多元收入，这样的观光体验
式农业还给村里带来了不少游客。

以农业生态观光带动养殖业、
餐饮业、旅游业的发展，是勐来村在
调整产业结构上作出的探索之一。
随着“村子、房子、院子”建设的不断
推进，勐来村的乡村旅游也迎来了
新一轮的发展。“以前游客来到村
里，因为没有吃、住、玩的地方，经常

是转一圈就离开了。如今我们房子、
路面、环境都好了，还有农家乐、客
栈，游客啥时候来都能吃到生态的
食品，体验到我们佤族村寨最淳朴
的风土人情。”

赵秀兰说，自家经营的“叶坎农
家乐”生意近两年逐渐红火，平均每
月都有不低于5000元的毛收入。今
年新米节期间，仅 3天营业额就达
到了 5000元，比过去种菜、养猪收
入高多了。

“不论是生态米、烤烟、猕猴
桃，还是大闸蟹和稻田养鱼，如今
勐来村每个自然村都有拿得出手
的产业，乡村振兴这四个字转化为
了老百姓能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

好处。”勐来乡干部李云琴说，通过
不断调整产业布局，加快发展“一
村一品”，补齐了农村发展短板，产
业的不断发展真正撑起了老百姓
的“致富伞”。

通过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上的不断探索，勐来村各项产业效
益初显，2018年勐来村实现农村经
济总收入 1157.23万元，人均纯收入
达10251元。此外，通过“村集体+合
作社+农户”“村集体+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勐来村在扶持企业及
合作社发展壮大、拉动产业发展的同
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破解了村集
体“没钱办事”的难题，2018年村集体
收入达到了7万余元。

走进勐来村大寨自然村，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红顶灰墙的佤
族民居和一幅幅形象生动的佤族墙
画，进村道路两旁鲜花盛开，活动广
场、太阳能路灯、垃圾分类桶等一应
俱全，家家户户庭院里的“小果园”

“小菜园”“小花园”更是形成了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线。

佤族村民赵秀兰家从油毛毡房
到砖木结构的瓦房，再到如今住上了
两层的小洋楼，亲眼目睹了勐来村的
发展。“以前觉得只要能住上瓦房就
很满足了，哪里敢想能有今天这样的

光景。”她感激地说。
如同赵秀兰所言，一幢幢风格统

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小洋楼，是勐来
村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最好见证。2012
年，勐来村抢抓沧源县佤山幸福工程
实施的机遇，完成了茅草房、杈杈房
撤除重建任务，大寨自然村 102户
423人全部搬入了新居。通过历年来
的新农村建设、新家园行动计划的实
施，勐来村村容村貌进一步得到整治
和改善，为沧源崖画谷景区增添了一
道独具民族特色的亮丽村寨景观。

赵秀兰说，新房建起后，大家的

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改
变，不少邻居家院内院外还种植起
了果树、蔬菜等绿化植物，并主动编
织篱笆绿化、美化村庄。

村民赵红芳家中不仅种有玉
米、黄瓜、白菜等蔬菜，枝繁叶茂的
桃树、橘子树也给宽敞的庭院增添
了一丝别样的风味。赵红芳介绍，年
初，她把土地出租后在乡镇集市上
开起了早点铺，自家面积约 2分的
果园和菜园发挥了大作用，不仅美
化了环境，还节约了开店的成本，每
月仅店铺就能给家里带来近 2000

元的纯收入。
村里基础设施的提升，进一步增

强了村民的幸福感。对于村庄的发
展，老百姓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在
文化室、卫生室、村史室、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等硬件建设不断完善的基
础上，农户自发抓好绿化、美化、亮
化、净化公共环境建设，并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切入点，依托本地资源，通
过开办水果蔬菜自采园、农家乐、驿
站、洗浴场等产业项目主动发展乡村
旅游，不断提高勐来村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以“环境美”促成“生活美”。

凝心聚力 记住乡愁添颜色

因地制宜 观光旅游增亮色

沧源佤族自治县勐来村挖掘发展潜力，找准存在短板——

沧源消防大队在耿沧二级路糯良段沧源消防大队在耿沧二级路糯良段3030吨汽油油罐车侧翻处吨汽油油罐车侧翻处
置现场置现场。。

杨玉芝杨玉芝（（中中））和办案人员一起共同梳理案情和办案人员一起共同梳理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