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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改革

“我家里上有一位 83岁的老
母亲，下有两个患有重度智力残
疾的儿子，平时对他们的照顾护
理很不容易。”家住南华县沙桥镇
沙桥村委会姚安山村民小组的张
世洪今年 63岁，平时既要务农又
要照顾身患残疾的儿子，随着岁
数的增加，越来越感到家庭生活
负担的沉重。

自去年9月南华县开展“阳光
家园”服务以来，每月都有家政人员
上门为张世洪家进行服务，给他患
有重度智力残疾的儿子理发，帮助
他家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等，为他减
轻了许多负担。1月6日，又到了“阳

光家园”服务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的时间。

望着打理精神的儿子、收拾干
净的屋子，张世洪表示，专业的家
政人员定期到家对儿子进行关心
与帮助，让他们这样的家庭感受到
了党和社会的关心。“感谢党和政
府的贴心好政策，现在家里家外都
收拾干净了，我们正准备迎接新春
的到来！”张世洪高兴地说。

“阳光家园”服务是南华县
政府实施的一项扶残助残惠民
新举措，改变了以往将托养补助
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到残疾人
家庭的方式，采取由政府购买服

务、委托专业机构指派专人定期
上门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
务的新模式。

自“阳光家园”项目实施以来，
南华县残疾人联合会根据残疾人
实际需求，制定个人护理、居家保
洁、生活协理、康复护理、人文关怀
5个方面19项内容的服务菜单，统
一组织专业机构入户评估，由残疾
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服务项目，为
符合居家托养的对象提供有针对
性、多样性、个性化和“保姆式”的
服务，实现了残疾人“点单”、政府

“买单”的贴心、暖心家政服务。
“在服务过程中，县残联还适时

深入到开展服务项目的残疾人家
中，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服务质量，
对服务次数、质量、残疾人及家庭满
意度进行定期回访，确保扶残助残
惠民政策落实到位，真正为残疾人
撑起一片天，让残疾人生活美起
来。”南华县残联副理事长严荣华介
绍，自去年9月以来，南华县残联通
过争取上级支持，在沙桥镇、五街镇
为 150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施

“阳光家园”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
南华县惠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上门
提供服务，每户家庭均已开展了 5
次服务。
本报记者 吕瑾 通讯员 者春美

文艺业余表演队各展舞姿，具有拉
祜特色的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近日，西盟
佤族自治县力所乡南亢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挂牌，现场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来自
力所乡各行业的志愿者们组成的农村志
愿服务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村
民发放科技宣传单、为村民理发、义诊、
写春联送祝福等。

“平时我们理发很不方便，今天志愿
者们来帮我们理发，我很感谢他们。”南
亢村帕科组村民扎袜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弥补
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近年来，西盟县着
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志
愿服务推进到乡、到村组。

南亢村党总支书记娜袜介绍，他们
将南亢村 15个村民小组的业余演出队
都纳入农村志愿服务队中来，让文明服
务覆盖村村寨寨。

“过去我们忙完农活回来就在家里
做事，有些村民还会喝酒。现在不同了，
干完农活、忙完家务，我就赶紧到文化室
放音乐，等着文艺队的姐妹们来跳舞。音
乐一响，整个寨子就热闹起来了。”南亢
村富倮组村民娜香说。

本报通讯员 李毅 奚川江

2020年1月7日，省民政厅纪
检监察组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所
属事业单位云南工业技师学院监
督检查发现：2019年 1至 3季度，
学院工会以“工会医疗互助兼职
人员津贴”“工会兼职财务人员津
贴”的名义向院长、党委书记等12
名人员发放津补贴共计7530元；
学院制定“私车公用管理办法”和

“私车公用审批单”，允许学院人
员因出差、值班等工作需要“私车
公用”，并报销一定的油费和过路
费，如2019年8月29日财务凭证
显示，1名工作人员2019年5至7
月报销加油费1800元。

2020年 1月 6日，玉溪市峨
山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
发现：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
峨山县政协以记账方式从峨山大
酒店先后领取和谐香烟50条、软
玉溪香烟50条用于公务接待，价
值共计 31500元；2016年 9月，峨
山县政协机关工会以发放生日蛋
糕卡的形式对 34名工会会员进
行生日慰问，每卡面值400元，人
均超标准 100元，共计 3400元；
2016年11月，峨山县政协违规向
本单位 10名干部发放峨山县政
协《第二十四辑文史资料》审稿费
人均300元，共计人民币3000元。

2020年 1月 6日，保山市龙
陵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发现：
2019年 12月 10日至 11日，县教
育局财务室职工到昆明参加教
育经费统计培训，在主办方统

一安排食宿的情况下，仍报销
培训期间市内交通费和伙食补
助 360元。

2020年 1月 2日，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纪委监委监
督检查发现：2017年 8月 8日，泸
西县文化和旅游局支付中考期间
文化市场整治检查、校园周边环
境整治误餐费3566元。

2020年 1月 2日，临沧市耿
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监督
检查发现：2019年5月14日至16
日，耿马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接待市妇幼保健院 2人，
陪餐人数6人。

2020年 1月 2日，临沧市双
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
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发现：双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购买小
窖酒 8瓶、玉林酒 6瓶的发票，金
额160元。

2019年 12月 30日，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纪委监委驻州民政
局纪检监察组监督检查发现：西
双版纳州医疗保障局局长胡永健
下乡出差，超标准报销住宿费
107元。

加强作风建设、纠治“四风”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人民
群众、社会各界监督举报。省纪委
省监委网站开设了2020年元旦、
春节监督举报专区，可登录云南
省纪委省监委网站（网址:www.
ynjjjc.gov.cn）或拨打电话 12388
监督举报。

本报讯（记者 谢进 通讯员
秦明媛）胡某因严重违纪违法被
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贪污罪、滥
用职权罪，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近日，丽江市纪委监委
分别向关押在看守所的胡某本人
和案发所在单位宣布了对胡某的
处分决定，并将其作为“活教材”，
在案发所在单位开展以案释纪释
法廉政教育。

2019年以来，丽江市纪委监
委通过对违纪违法党员的违纪事
实、处理结果等的通报，公开宣布
处分决定，并把处分与教育整改
相结合，以案说纪、以案施教，让
处分决定从“一张纸”变为鲜活的

“一堂课”。
该市纪委监委紧紧抓住党

委（党组）主体责任履行这个
“牛鼻子”，对存在的廉政风险
和制度漏洞的单位下发纪律检
查建议书或监察建议书督促整
改，并要求党委（党组）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以案为鉴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召开党委
（党组）会议、全体干部职工警
示大会等方式，做好执纪审查

“后半篇文章”。
“自己的‘老领导’违纪违法

受处理，我们将汲取教训，时刻警
醒鞭策自己。”胡某所在单位一名
干部说。2019年以来，丽江市纪
委监委先后公开宣布处分决定
29份，让案例成为党员干部和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正衣冠的

“一面镜子”。

南华：“阳光家园”温暖残疾群众

西盟：志愿服务进乡村

2020年元旦、春节作风建设进行时 ④

省纪委省监委曝光近日监督检查发现的
10条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线索

丽江将处分决定宣布
变为纪法教育“增效剂”

新 春 走 基 层

一大早，邢尖冒着严寒和工
友一起来到工地上，开始搭井
盖。进城一年来，他从一个在大
山里种地的农民，变成了城里建
筑工地的井盖工。

“以前在家只会种地，参加
政府举办的技能培训后，学会
了建筑工地井盖工的工作。”邢
尖说，“现在一个月有 3000多元
的收入，比以前在老家种地强
多了。”

邢尖的老家在会泽县大海
乡，他是全县第一批进城的安置
人员，参加会泽县建筑技能培训
班后，到会泽县易地搬迁县城安
置点二期建设工地上班，日均收
入 150元以上，实现了“楼上搬
迁，楼下就业”。他的妻子经过培
训后，在工地上做扎钢筋的工
作，月收入也有3000元。

为了确保贫困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脱贫”，县城安置
搬迁群众的金钟、钟屏、以礼 3
个街道建起了党群服务大厅，街

道党工委根据搬迁群众的情况，
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2018
年 6月，县人社局还根据市场需
求，开办了建筑培训基地。会泽
县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在搬迁
新城区建立技能培训基地，对有
培训意愿的进城群众进行技能
培训，培训结束后，直接推荐到
新城建设的二期工地去，每天的
收入在 100元到 150元之间，一
人工作，就基本解决整个家庭的
生活费问题。”

中河社区的王兰英，以前家
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打工，
每月挣来 2500元，她在城里做
保洁工，月工资仅 800元。参加
家政服务培训取证后，她找到了
一份婴幼儿护理工作，月工资
2500元，现在两个人一个月收入
5000元，娃娃的上学费、家庭的
日常开支都不用愁了。

“我们的培训主要有两种，
一是定向培训，如建筑工、钢筋
工、砌筑工。培训完就送到搬迁

二期建设工地就业，供不应求。”
会泽县人社局局长徐洪仙说，

“另一种是定业培训，如草莓、石
榴种植，猪、牛养殖等。全县开展
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902期共计
102801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52516人，有 12792人取得初
级职业资格证书，帮助和带动
60182人实现稳定就业。”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
业，会泽县委、县政府在加大技
能培训力度的同时，依托县级
平台道成扶贫开发公司，建设
一个面积 5520亩的集育苗、水
培、栽培、冷链物流为一体的蔬
菜产业扶贫基地，在 23 个乡
（镇、街道）成立了子公司，在
364个村委会都成立了村级合
作社，可以提供 4000个就业岗
位。据统计，搬迁群众还有 3900
多户是零就业，该项目建成后，
可以确保每个贫困家庭有一个
人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蒋贵友

定时喂水、喂草料，鹤庆县
草海镇柳绿河村的李志峰精心
照料着家里的 2头西门塔尔、4
头荷斯坦奶牛，这是他走上致富
道路的希望。

现年 43岁的李志峰，因双
眼有残疾，只上过小学一年级，
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鹤庆县进行产业
扶贫，给李志峰 10万元无息贷
款买了 3头奶牛饲养，短短一年
时间，通过卖牛奶、小牛，他的收
入可观。已经摘了贫困户帽子的
李志峰一脸开心，对致富充满
信心。

靠借 8000元买了第一头奶
牛起家的赵金良，现在已养了30
头奶牛。他的家已经由土木结构
的老房子换成落地玻璃、木雕装

饰的楼房。
“我开了 20年的农用车搞

运输，一分钱没挣到，还出了车
祸伤了人，欠了亲朋好友 6万元
的债。2007年，我贷款买了第一
头奶牛，卖牛奶政府还给补贴，
才 8个月就回了本。”发现致富
道路的赵金良又借钱买了两头
牛，奶牛产下小牛，如今已有了
30头。

“赵金良家是靠养奶牛致富
的典型。2013年他家的 10头牛
达到县里产业扶贫规定的家庭
牧场标准，每头牛有 1000元补
贴，贷款再买牛还有 50%的贴
息，前前后后已经享受到几万元
的补助。像他这样的标准养殖
户，有了养牛经验，一年少说也
有十几万元的收入。”鹤庆县畜

牧工作站高级畜牧师赵六一说。
鹤庆县针对奶源基地建设

出台一系列措施，依托乳制品
企业，做好区域布局和品种改
良，并加大扶持力度，对从县外
购买奶牛的给予每头 1000元的
财政补助，对新建存栏 50头牛
的标准化养殖场、10头的家庭
牧场给予相应的有偿借款。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 3年期的
免息借款扶持。

在饲养技术上，由县畜牧
工作站等开展奶牛养殖技术培
训，包镇包乡进行技术服务。同
时，与欧亚乳业有限公司协议
约定，建立鲜牛奶最低保护价
收购机制，促进了全县奶源基
地建设。

本报记者 黄兴能

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

会泽县对搬迁群众进行技能培训——

山里人打工脱贫

砚山县工业园区人大代表联
络活动站自 2015年 8月成立以
来，采取人大代表轮班接待选民
的方式开展工作，了解民意、为民
发声，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园区不少员工遇
到就医、就学等问题，可以到这里
咨询，我们能办的、能答复的，就
当场答复。不能答复的，由工作人
员反映到县人大常委会帮助协
调，解决了不少实际矛盾纠纷。活
动阵地建成以后，代表与群众关
系拉近了不少。”砚山县人大常委
会选举联络工委主任赵敏说。

人大工作的主体是代表，人
大工作的开展靠代表。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出，要
像重视立法、监督工作一样重视
代表工作，通过创新代表工作方
式，推进人大代表活动阵地建设，
切实促进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
权、履行义务，全面激活各级人大
代表在全州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中的能动作用。

“要把代表活动阵地建成‘加
油站、连心站、宣传站、知情站、监
督站’”。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兰朝明介绍，自2008年全州首
个人大代表联络活动站在文山市
薄竹镇挂牌建立以来，目前全州
已建成 1062个基层人大代表活
动阵地，成为社情民意的聚集地，
发挥了基层人大代表活动阵地的
作用。通过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
代表们及时把群众的呼声和愿望
向人大、政府传递，上下联动共同
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和问题。砚山县先后建成 11

个乡（镇）、105个村、社区和 1个
工业园区人大代表联络活动站，
全县辖区内 1013名各级人大代
表均编入人大代表联络活动站参
加活动，实现了县乡人大代表同
选区人民群众的联系全覆盖。马
关县都龙镇针对长期以来各代表
小组活动缺乏组织、工作薄弱、交
流不畅的实际，在全镇 8个代表
小组开展跨片区交流活动，促进
了代表间的相互学习。广南县底
圩乡开通了代表联络活动站电话
专线，人大代表在联络站内工作
时，可接听群众来电，并依照有关
程序受理群众来访，及时转交有
关部门协调处理。

除了抓好履职平台搭建，代
表建议办理也得有成效。近年来，
文山州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提高
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工作质量，
通过及时召开建议交办会、加大
跟踪督办力度、创新工作机制等
方式，全力推进议案和建议办理
工作。2014年以来，州级财政累
计划拨代表建议专项经费 1200
余万元，用于解决一批基层群众
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2018
年，州人大常委会将《关于立项建
设西畴兴街至广南那洒高速公路
的建议》等 8件建议列为常委会
重点督办建议，将《关于马街村
委会丫口田三面光沟建设的建
议》等 10项建议列为人大代表
建议专项经费补助办理事项。州
政府投入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补
助经费 200万元，拉动县市乡及
部门资金 1260万元投入代表建
议的办理。 本报记者 瞿姝宁

文山州人大常委会搭建代表履职平台——

情牵百姓关切民生

云南省人大设立常委会 40 周年

新时代 新使命 新担当

本报讯（记者 李悦春）近日，
“数智互联 创新驱动”——产业互
联网与自贸区发展论坛暨走进
2020企业家辞旧迎新嘉年华活动
在昆明举行。

活动旨在让更多企业家了解产
业互联网时代、中国（云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的发展机遇，为
云南企业引入新的发展理念，为云
南企业与产业的互联网升级赋能。

论坛剖析了目前的市场经济环
境，认为产业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
特别是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5G等科技领域极速成
长。云南自贸试验区有着得天独厚
的发展优势，产业互联网与云南自
贸试验区的结合，有着非常好的发
展前景与发展机遇，云南民营企业
应抓住机遇，转变思维、实现突围，
成功完成产业互联网升级。

产业互联网与自贸区
发展论坛在昆举行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经世
界旅游联盟（WTA）组织评选，“云
南世博集团推动哈尼梯田遗产保
护与旅游减贫融合发展”项目入
选《2019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
案例》。

世界旅游联盟是由中国发起
成立的全球性、综合性国际旅游组
织，也是旅游减贫事业的倡导者和
践行者。2019年，世界旅游联盟联
合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共同发布《2019 世界旅游联盟旅
游减贫案例》。根据可量化的减贫
效果、创新性、可复制性、积极的
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等标准遴选
审议，最终确定了 30个旅游减贫
案例。

据介绍，10年来，华侨城云南
世博旅游集团与当地党委、政府一
起，推进红河元阳梯田旅游项目的
合作开发，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哈尼
梯田，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旅
游，受益群众2000余人。同时，引导
和带动200多户贫困户从事旅游经
营，减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此次案例中介绍的元阳梯田旅
游减贫经验包括：推动旅游与特色
效益农业、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
设融合发展，通过旅游产业发展促
进传统农耕文化保护，通过原产地
农副产品帮销，形成产、供、销一条
龙产业链条等。

哈尼梯田旅游扶贫模式
入选国际旅游减贫案例

鹤庆县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贫困户养牛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