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雁群 见习记者
隋鑫）近日，记者从嵩明县获悉，该县持
续完善“常态+长效”的“家门口”就业服
务体系，把政策和岗位送到求职者身边，
全县超过70%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县内转
移就业，9.9万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今年以来，嵩明县组织春风行动、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等线上线下专
场招聘活动，累计开发有效就业岗位
2875个，新增城镇就业1733人，举办供
需对接现场招聘活动 15场次、公共就
业服务进校园招聘活动7场次，涉及岗
位2万余个。

该县在拓展就业岗位上深耕细作，
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小街片区云南

省花卉示范园区进驻的 68家企业，每
年吸纳周边群众及外地务工人员 8000
余人，年增加农民收入2亿多元。其中，
省级龙头企业昆明安祖花园艺有限公
司有 80%的工人来自周围村镇，为 400
个家庭提供了近500个岗位。

该县在就业公共服务上优化创新，
努力实现量和质双提升。聚焦企业用工
需求和劳动者就业增收实效，采取“培
训+就业”的模式，有针对性地组织开
展保育员、电工、特色果蔬种植等工种
的技能培训 1259人次，开展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10861人，全县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10012人，新增转移就业
收入1.606亿元。

嵩明县逾七成农村劳动力县内转移就业
9.9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产业：提升“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

项目：打造绿色发展文旅IP

去年，“点亮滇池圆梦春城”文创大赛系列短视频点击量超过3亿人次

今年，400多家餐企参加首届环滇特色美食大赛，全网浏览、播放量突破4000万人次

人才：开启绿色发展之门

11位社会知名人士担任滇池文化大使，挖掘传承滇池乡村文化

20名高校旅游行业专家成为首批智库成员，为创新绿色发展传经送宝

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既保护好滇池，
又让沿岸183个小渔村变得更美。

昆明市对滇池沿岸183个村庄进行
梳理，选取46个重点村庄，按照“一村一
主题”“一村一特色”进行改造提升。截至
目前，46个重点村已全部确定投资运营
主体，17个投入运营，营业收入达 1.85
亿元，带动 2600户群众创收、提供就业
岗位 2.6万个，29个村庄正有序推进规
划设计、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作。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重点对具
有重要历史文化、地理民俗价值的10个
滇池沿岸重点乡村“一村一策”进行提升
改造，其余自然村全面推进绿美乡村建

设。通过不同主题进行有机串联，形成类
型多样、风貌各异、多姿多彩的美丽乡村
环线，让环滇池沿线生态文化景观串珠
成链，积极探索走出在保护滇池的同时，
促进沿岸乡村美、产业旺、村民富的生态
化、可持续发展路子。

度假区大渔街道海晏村不仅有网红
沙滩、绝美落日，还有特色民居“七十二
道门”、“一颗印”式传统建筑等。今年 8
月底，大渔街道对海晏村的青石板路、景
观环境等进行全面提升改造，进一步提
升人居环境，重现昔日历史村镇的风貌，
让游客赞叹不已。

与海晏村遥遥相对的石城村，开展

了党建引领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充
分调动村民参与美化家园和环境卫生整
治的积极性。如今，走在石城村内，房前
屋后的空地上盛开的格桑花迎风摇曳，
片片花海让人流连。

走进位于环湖东路的杜曲村，原本
老旧的土坯墙上，一幅幅接地气的滇池
乡居图再现村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和村庄
的人文历史。定位为音乐小镇的杜曲村，
未来让人期待。

按照规划，该旅游度假区将把海晏
村、石城村和杜曲村联合起来打造，实现

“大渔三村”构想，让滇池沿岸的小渔村
变得更美。

争当排头兵 奋力强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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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速览

本报讯（记者 王琼梅） 11月 10日
上午，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国家
药监局药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该基地是我省首个被国家药监局命
名的药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近年来，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
极探索法治宣传新形式、新方法，着力
扩大以点带面、典型带路的示范引领作
用，以法治进企业、法治进学校、法治进
口岸为载体，积极打造有区域特色、民
族特色、产业发展特色的药品普法教育

宣教点位。
截至目前，法治宣传基地已建成昆

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法主基地1处，
华龙圣爱中医集团有限公司药品法治
宣传宣教点8处，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
司、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云南贝泰妮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中
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禄劝云南彝道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嵩明杨林镇兰茂纪念
馆（兰公祠）、官渡五里多社区法治主题
公园、磨憨口岸边境宣教点各1处。

昆明再添法治建设“国”字招牌

本报讯（记者龙舟）近日，五华区
莲花池小区首批15名业主拿到不动产
权证。

五华区莲花池公园建设和莲花池
村回迁安置工程项目是昆明市第一个
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于 2006年 12月
启动拆迁工作，后因开发企业资金链断
裂烂尾。2015年，五华区政府通过司法
途径接管项目后，于当年年底顺利实现
了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工作，但不动产权
证一直未能办理。2021年全省启动不
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莲花池小
区纳入五华区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

解项目，五华区税务局、昆明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五华登记处联合开设审批绿
色通道，全力确保在国家化解不动产历
史遗留问题的政策窗口期，完成莲花池
小区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

五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区级各部门将分批次推进莲花池小区
全部 1680套房产不动产权证办理工
作，组成工作专班对莲花池小区安置房
进行信息核实。五华区与华山街道将通
过办证与追缴税费相分离、依法登记与
部门监管相分离的方式，积极推动剩余
业主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

莲花池小区首批15名业主拿到不动产权证

本报讯（记者 党晓培 见习记者
李燕）携程数据显示，11月全国最受
关注的避寒城市榜单中，昆明排名第
三，温泉旅游订单量进入全国前十。

云南是温泉地热大省，拥有全国最
多的温泉资源，且分布广、储量大、种类
齐、品质高。昆明所在的滇中地区又是
云南温泉较为聚集的地区，拥有排名全

国省会城市第一的高品质温泉资源。近
年来，昆明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发展温
泉康养旅游，不仅推出康养温泉之旅等
一批精品旅游线路，还围绕温泉资源较
为富集的环阳宗海片区、安宁温泉及太
平片区等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引导企业
创新温泉旅游业态、产品和营销方式，
推动昆明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

昆明位列11月最受关注避寒城市第三
温泉旅游订单量进入全国前十

本报讯（记者 党晓培 见习记者
李燕）为带动群众就业，安宁市积极打
造以食用玫瑰种植工、采摘工、操作工、
管理员、服务员、销售员为主的就业集
群，擦亮“锦绣八街食用玫瑰工匠”劳务
品牌，探索出创劳务品牌、兴劳务经济
的发展新路。今年以来，安宁八街鲜花
总产量达2739吨，加工量达3835吨，综
合加工产值达1.46亿元。

八街食用玫瑰从庭院种植到规
模化种植经历了近 70年发展历程，如
今已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今年，八
街食用玫瑰种植面积 5956亩，种植农
户达 2175户，累计培育食用玫瑰花加
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18家、食用玫瑰
专业合作社 35家，已建成厂房面积达
42446 平方米、食用玫瑰现代标准化
生产流水线 22 条，年加工能力达
5000多吨。

为让当地更多群众好就业、就好
业，实现增收致富，八街街道围绕食用
玫瑰产业链，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在22个村（居）委会开展技能培训工作，

累计培训村民 800余人次。2022年，安
宁八街玫瑰协会直接从业人数超 1500
人，带动就业人数超 2500人，间接带动
300人从事销售、旅游服务，年劳务经济
收入超过1000万元。

安宁实施“锦绣八街食用玫瑰工
匠”劳务品牌技能提升行动，采取菜单
式、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模式，提升产
业务工人员技能水平。同时，创新管理
模式，对种植户提供统一品种、供应农
药、技术管理，统一鲜花收购、加工、销
售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既保证了食用
玫瑰产量高、品质优，又实现了产业全
过程精细化管理。搭建用工求职平台，
形成了村民务工就近就地、企业用工
随时随地，有组织、成规模的模式，拓
宽了脱贫人口的增收之路。

“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劳务品牌发
展壮大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深
度打造‘锦绣八街食用玫瑰工匠’一个
特色劳务品牌，培养一批人才、振兴一
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安宁市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11月14日，盘龙区第56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盘
龙校区拉开帷幕。本次田径运动会为期4天，共设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来自
55所中小学的2077名运动员将参加167项比赛的角逐。

本报记者王琼梅见习记者舒倩摄

图片新闻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深入推进滇池保护治理探索绿色发展新路——

滇池沿岸村美业旺民富
本报记者李向雄熊明 文/图

到杜曲村百余幅漫画墙前寻找记忆中的乡愁，

在海晏村网红沙滩打卡……眼下，“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在滇池沿岸出圈。这源于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

假区推动滇池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精心作为。

作为昆明市滇池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牵

头部门，滇池度假区以滇池沿岸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深入推进滇池保护治理，把沿岸乡村美、产

业旺、村民富作为滇池保护治理的试金石，

从人才、项目、产业等全方位入手，探索

滇池沿岸绿色发展新路径。

6月中旬的一天，昆明滇池国家旅
游度假区杜曲村里，一位戴遮阳帽的花
甲老人站在近两米高的脚手架上执笔挥
墨，一幅乡愁味浓厚的壁画跃然笔端。

作画的是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常
务理事、昆明著名漫画家李昆武。今年
3月，李昆武受聘为滇池文化大使，在
深入滇池沿岸村庄采风后，他有感而
发，为杜曲村创作了百余幅漫画作品。
乡村晚会、铁匠打铁、舂饵块……白墙
上勾勒出的是杜曲村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展现的是滇池沿岸村落的悠久
历史和村民的日常生活。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目前的
11位滇池文化大使中，有著名演员、导
演、制片人于荣光，曲作家万里，词作家
蒋明初，音乐家李怀秀、李怀福，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
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钰。他们发
挥各自专长，围绕滇池开展产业调研、创
作文化艺术作品、开展青年美育培养等，
让滇池沿岸的乡村文化得以挖掘、传承，

也让乡村振兴有了根和魂。
近年来，昆明滇池国家

旅游度假区全域推进柔性引
才。滇池度假区产品创新联合实验
室揭牌成立以来，已有 20名高校学者、
旅游行业专家受邀成为首批智库成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国辉、国务院特殊政
府津贴专家樊均明教授受聘为昆明市春
城产业导师，他们共同为该旅游度假区
推进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创新绿色发
展传经送宝。

今年以来，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按照滇池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1+
8+N”规划体系中所明确的滇池沿岸绿
色发展的蓝图总纲，加快推动整体规划
策划。积极与市级相关部门开展基础资
料收集、实地调研、专家座谈及问卷调
查等，汇总形成滇池沿岸现状数据库与

“一张工作图”。
滇池度假区还完成了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耕地保护与永久基本农田
优化调整、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城镇开发

边界划定与建设空间布局优化、综合交
通与市政基础设施 5个专门研究课题，
推动成果转化，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整体空间结构。

为进一步挖掘和聚集滇池沿岸历
史文化内涵，打造滇池沿岸文旅 IP，
该旅游度假区去年开展了为期半年
的第二届“点亮滇池 圆梦春城”文创
大赛，系列短视频点击量超过 3 亿人
次。今年筹办的文创大赛获奖作品巡
展工作，在宣传营销、文创产品研发、

美丽乡村提升方面充分做好文创大
赛成果转化，滇池沿岸文旅 IP营销宣
传初见成效。

今年 6月以来，滇池度假区举办首
届环滇特色美食大赛，以滇池沿岸餐饮
企业为主，推出滇池美食“民厨、名店、名
菜”称号，进一步推动滇池沿岸餐饮文化
营销宣传。截至目前，美食大赛共有400
多家餐饮企业参与，全网浏览、播放量突
破4000万人次，吸引了更多游客到昆明
观美景、尝美食。

46个重点村已确定投资运营主体，17个投入运营收入达1.85亿元

提升改造10个沿岸重点乡村“一村一策”，其余自然村推进绿美乡村建设

区县亮点

安宁市擦亮“锦绣八街食用玫瑰工匠”劳务品牌

●实现鲜花综合加工产值1.46亿元

●培育食用玫瑰花加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18家

●建成食用玫瑰专业合作社35家

●年劳务经济收入超过1000万元

盘龙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

滇池绿道

杜曲村
乡愁壁画

海晏村的柴
火面包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熊明）近日，在西山
区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西山区棕树
营小学教育集团棕树营校区与云南省
科技馆签订馆校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
科学教育、科普等合作。

此次馆校合作，作为云南省重要科
普基地的云南省科技馆将借助西山区棕
树营小学教育集团的资源优势，让科技
馆的展品活起来、科学知识动起来，让学
生们在探究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西山区馆校合作开展科普活动

滇池落日

花农在采摘食用玫瑰花农在采摘食用玫瑰。。

招聘活动现场招聘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