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思想 权威资讯 人民心声
报网连线 www.yunnan.cn 数字报 www.yndaily.com

YUNNAN DAILY

昆明地区天气预报：白天 晴 西南风3级 3～18℃ 夜间 晴 西南风2级 4～13℃ ＞发行服务：0871－64162840 ＞广告服务：0871－64155976 编辑/徐保祥 美编/谭冰

10
2024·1

星期三
癸卯年十一月廿九

第26755期

今日8版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1

邮发代号:63-1

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深入探索加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美丽中国”科学路径中，先后推进“厕
所革命”“污水革命”“垃圾革命”，持续打
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仗、硬仗、苦仗，
结合实际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建设投入，切实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
题。2023年楚雄州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表扬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督查激励州
（市），农村人居环境省考连续两年排名
全省前列。

当前，楚雄州正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进一步增强推动绿色发展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压实责任担当，积极深入
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绣花功
夫”推进乡村有机更新、风貌提升，全面
重塑宜居宜人的农村人居环境。

推广农村污水治理“牟定模式”

冬日，楚雄州双柏县妥甸镇小村社
区大干田村养殖户李昌明家新修缮的畜
牧圈吸引众多村民前来参观。这个畜牧
圈养殖着40多只鸡、5头牛、4头猪，每天
产生的粪便等污物便捷地归入圈外的

“小三格”厌氧发酵池，经过预处理氧化
后进入村里污水主管网，随后再流入“大
三格”厌氧发酵池，长期困扰养殖户的畜
禽粪便清理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自村里
统一建设污水管网后，农户积极修缮畜

牧圈，扩大养殖规模的积极性高涨。牟定
县江坡镇高平村委会牌坊村村民李嫦惠
家的洗浴、洗涤、餐厨及冲厕4类污水也
是如此处理。讲起村里的一系列变化，李
嫦惠说：“以前，庭院污水遍地，垃圾满
村，环境很差。现在，家家户户生活污水
实现管道排放，垃圾统一投放，庭院干净
了，村子也整洁了。”

2021年，楚雄州开始啃农村污水治
理这块“硬骨头”时，牟定县率先开展整
县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分类施治，将城镇周边 49个自
然村的污水纳入县、乡污水处理厂处理，
在 16个自然村环境敏感区使用环保设
备，其余 662个自然村的污水都收集到
户户“小三格”、村村“大三格”厌氧发酵
池和氧化塘进行循环资源化利用。到
2022年底，牟定县率先在全省实现 727
个自然村污水治理全覆盖。牟定县污水
治理之所以取得突出成效，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推行污水变肥水的资源化利用治
理模式，成本低、治理效果好、群众满意
度高。这对于位于滇中旱区的楚雄州山
乡来说，意义重大。

楚雄州迅速组织在全州推广“牟定
模式”，2023年摸清全州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底数和现状情况，以自然村为单位，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治理任务、
问题设施 3项清单，制定印发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将污水
治理与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

同研究、部署和考核。目前，全州划分不
同区域不同村庄类型，将农村生活污水
进行分类处理：将县城及乡镇周边的村
庄污水纳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和乡镇集镇
污水处理厂处理；在环境敏感区域且常
住人口超过 400人的村庄投入“小型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人工湿地”达标排
放处理，污水采取前端分户收集预处理，
后端纳入村庄一体化设备处理达标排
放；针对远离县城、乡镇集镇和非生态环
境敏感区的村庄则使用“小三格”氧化后
收入污水主管网，由污水主管网统一收
集纳入村庄“大三格”厌氧发酵池，再进
入生态氧化塘氧化，最后还田还地进行
资源化利用。

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完成行政村污
水治理 830个，乡镇镇区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85.86%、行政村治理率达
76.92%、自然村治理率达 76.43%。乡镇
镇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自然村
垃圾有效治理率均达100%。

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既是政府的
责任，也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楚雄州委、
州政府高度重视调动农村基层组织和广
大农民群众参与整治的积极性，各地在
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机制工作中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该州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建起“支部吹

哨、党员报到、群众参与”的长效机制，在
乡村污水治理方面通过支部发动、党员
带动，力促群众主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方面形成了群众自主投工、投物、投
地、投技、投资的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新常态。

楚雄州在全省率先制定实施“乡村
清洁条例”，全面完成 1105个村（居）委
会“一约四会”修订工作，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将其意见建议融入村庄规划与建
设之中，落在实处。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中持续推进乡村德治建设，提升群众文
明素质，改变陈旧观念，推行村（社区）

“红黑榜”“大比拼”等激励问效机制，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考评前三名的县
（市），由州财政分别给予 300万元、200
万元和 100万元激励资金，对排名靠后
的进行约谈提醒。

该州还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制度和“绿美乡村建设”工作制度
进行融合，以“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
建设为突破口，组织发动村民在房前屋
后、庭院内外破墙透绿、见缝插绿、培植
绿篱，通过乡村绿化、美化、亮化结合，
确保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向深、向精、
向美推进。

如今，楚雄州越来越多的县（市）、村
镇都形成了良好的人居环境整治氛围，
各乡镇形成了固定的“每周环境保洁日”

“党员分片包保”“门前五包”等保洁、护
绿制度。 下转第三版

楚雄州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整体颜值 铺展宜居画卷
本报记者 吕瑾 王璐瑶 段晓宇

曲靖市麒麟区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立足资源禀
赋，在资源开发、资产盘活上狠下功夫，实施城市资源盘活攻
坚行动，通过打造品牌、业态聚集、创新赋能等，不断盘活城市
闲置资源，实现老旧资源更新利用、闲置资源盘活增值、低效
资源提能增效。截至目前，共盘活土地资源 220万平方米、房
屋12.5万平方米。

老街旧院焕发新气象

狭窄、拥挤、斑驳颓败，是许多人对城市老街老巷的印象，
但位于麒麟区寥廓街道的西门老街却别有洞天。经过岁月沉
淀的老街巷、老房子在一个个新街景、网红小店的装点下，焕
发出新魅力，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地。

走进西门老街的糖行街，街面上方悬挂着油纸伞，两侧斑
驳的墙面上镶嵌着绿植盆栽、绘着彩绘画，沿街古色古韵的珠
宝品鉴·中式茶空间、傣味餐厅、书吧、酒吧、私厨等让人眼前
一亮。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以前的老城片区基础设施老化、
环境秩序较差、人员结构复杂、治安问题频发，是街道、社区
开展社会治理的痛点和堵点。为破解治理难题，麒麟区寥廓
街道想办法、找路子提升人居环境，大力开展老城片区提升
改造工作，根本解决“脏、乱、差、堵”问题的同时，对糖行街实
施绿化增设工程，在极具历史韵味的老建筑、老民房墙壁上
通过彩绘展现老城特色。通过抓新兴业态与传统产业双提
升，充分挖掘糖行街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将悠久的
历史文化与现代新兴业态相结合，打造特色街区，成为市民
游客的打卡“网红地”。

通过持续提升老城片区特色街区品质，如今糖行街引进
的各种新兴业态小店越来越多，“老建筑+新消费”“旧院落+
新经济”的产业模式逐步壮大，激发老城经济、文化新活力。

在距糖行街仅一公里远的国风市集里，店铺鳞次栉比，各
种美食、网红甜品、糖画等为市集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我们
采取招引优质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形式，盘活了闲置 8年的原
曲靖市国风影剧院。”国风市集项目负责人魏靖恒介绍，目前
已将国风影剧院打造成为曲靖首个室内垂直街区式美食文化
博物馆“国风市集”，创造就业岗位500余个，日均营业收入达
20余万元。

老厂旧址迸发新活力

位于模三厂的晶耀体育运动公园，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前来锻炼，废旧老工厂
与健康生活方式在这里耦合；露营烧烤、咖啡烘焙、拍照打卡，晚饭时的重机厂不
再是以前孤寂的模样；灯光旖旎、烟火升腾，焕然一新的爨兴商业综合体已成为
曲靖夜生活热闹之地。目前，麒麟区白石江街道共盘活闲置低效用地400余亩，
并通过招商引资、转型升级成功运营新经济、新业态项目20余类，带动2000余人
就业，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20余万元。

爨兴商业广场原本是个老旧摩托车市场，如今成功转型。白石江街道官坡
社区监委会主任代长喜全程参与其中。他介绍，街道党工委研究了多次，并认真
学习成都等地的成功经验，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这个专业市场单体容量大、整
合空间大、能够产生集中效应，同时结合周边已经成形的夜间经济带，建成集
吃、住、游、娱、购于一体的全业态、一站式、体验式的城市综合服务体最符合发
展趋势。

2021年底，白石江街道引进爨兴商贸公司对市场进行改造提升，一期项目
于2022年10月1日正式营业，入驻商家约180户，二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容纳商
户300余户，盘活低效用地31.4亩，增加集体收入130余万元。

与此同时，借力城市快车道交会点交通枢纽优势，长河小工业园区正在全面
转型升级，何家屯片区9个市场、3条特色街区也正在连片发展，白石江街道在老
城区有限的小地盘上做足城区转型大文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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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在云南
典型引路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段晓瑞）省发展改革
委近日公布2023年云南省“健康美丽文
明智慧幸福县城”名单，凤庆县、腾冲市、
水富市、禄丰市、安宁市、永胜县、澄江
市、景洪市、祥云县、弥勒市上榜。

经严格推选，并报省高质量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同意，此次共有 10个县（市）入选。
2023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充分发挥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帮助各县
（市）对标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发展实际
找差距、补短板、谋项目，以项目为抓手，

统筹各类资金50亿元以上给予支持。通
过各方努力，各县（市）积极争创“健康美
丽文明智慧幸福县城”的积极性得到充
分激发，各地在补齐县城短板、激发县城
经济活力、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深入探索，为推动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
经验路径。

2022年，我省出台《关于高质量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实施
方案》明确，统筹推进健康县城、美丽县
城、文明县城、智慧县城、幸福县城建设，

有效推动全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到 2025年，全省县城常住人口与
2020年相比增加 150万人左右，健康美
丽文明智慧幸福县城不少于30个。

据了解，我省将继续抓好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促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
化协同发展、解决县城发展中最迫切最
突出的问题等，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
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打造
一批名副其实的健康美丽文明智慧幸
福县城。

乡村行 看振兴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冬季的昆明依然繁花似锦，火红灿烂的樱花盛开在大街小巷，将春城装扮得多姿多
彩。图为昆明市红塔西路一景。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为您导读

云南省“健康美丽文明智慧幸福县城”评出
10县市上榜

省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1至11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89万平方米，总量
排全省第四位；增速45.1%，排全省第一
位。同时，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
市场网签备案平台监测，在西双版纳州
购房者中，省外购房人占比高达77.86%。
在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西双版纳，火
爆的房地产市场也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

近日，记者从景洪市江南片区走访
至江北片区，经过的每一家房地产项目
售楼部均人满为患。在位于景洪市流沙
河畔的雨林时光项目销售中心，宽敞的
销售大厅挤满了看房、购房者，大厅外还
有20余人排队等候接洽。雨林时光项目
销售经理何彦薇介绍，该项目占地 360
亩，总房源8071套，分6期开发，从2020
年12月一期开盘至今，一至四期房源已
经销售得差不多了。目前销售的是在建
的五期和六期项目，预计春节前后即可
售罄。她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平均每
天要接待 300人，房地产公司是一家四

川企业，西双版纳州本地和四川的购房
者各占 30%左右，还有 40%左右的购房
者则来自全国各地。”一旁来看房的赵女
士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她和家人选
择到西双版纳过冬，也感受到这里的不
同：“来到西双版纳，我们发现除了旅游
景区就数房地产项目销售中心最热闹。”

在西双版纳州，不仅雨林时光这样
的大型楼盘热销，相对较小一些的楼盘
也同样走俏。“我们这个项目去年 12月
19日开盘，一周时间，980套房已售出
400多套，预计春节前可全部卖完。”在

位于景洪市江北宣慰大道的黎都盛景项
目销售中心，销售总监丁霖告诉记者，这
个项目开发的毛坯房均价每平方米
8700元，虽略高于同类房地产项目价
格，但企业保持着提前交房和交房即交
证的良好口碑，项目销售前景很乐观。

西双版纳州住建局副局长胡琦介
绍，去年以来，面对房地产市场的严峻
形势，州委、州政府聚焦主要困难问题，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稳住基本盘。
同时通过围绕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强
化服务、提高审批效率，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促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稳住建
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推动房地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

据悉，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
良性循环，西双版纳州出台了《关于促进
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意
见》，分别从落实财税支持政策、优化住
房金融服务、提高审批服务效率和防范
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等8方面制定相关
政策。同时，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提升市场宣传力度，提振信心，鼓励项目
开发企业让利、银行机构提供金融支持
激活房地产市场，促进合理住房消费。随
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该州房地
产和建筑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有力提振
了开发企业投资信心，促进了房地产投
资的快速回升。 本报记者 戴振华

多举措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西双版纳楼市“风景独好”
2023年云南经济观察

本报讯（记者 邓清文） 在第
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向全社会宣传发
布 20 名 2023“最美基层民警”先进
事迹。

李春（女）、祖旭（女）、霍耀明、李
华瑞、刘欣（女）、杨文卿、陆迅、陈飞、
马义民（回）、曾东、刘文巍、马怀龙、
罗瑱（女）（壮）、徐凯（藏）、王泽郁
（女）、郭勇、艾尼瓦尔·吐尔孙（维吾
尔）、张威、朱奕耿、黄日（壮）等 20名
个人光荣当选。其中，王泽郁为云南
省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禁毒大队
四级高级警长。

王泽郁从警 33年，扎根禁毒战
线 29 年，参与破获毒品案件 300 余
起，率先在全省制定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规范，对吸毒人员“一人一档”全员
纳入风险管控；首创社区戒毒康复心
理辅导“春雨”工作室，帮助 2332名
戒毒人员戒除毒瘾，回归社会；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覆盖全区 82所中小
学的 20万名学生，为校园筑牢安全

屏障。
此次发布的 2023“最美基层民

警”中，有的战斗在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第一线，英勇无畏，不
怕牺牲；有的冲锋在抗洪抢险最前
沿，迎难而上，逆行出征；有的坚守在
街巷社区百姓身边，一心为民，共建
平安家园；有的奋战在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行动和重大活动安保现场，以最
高标准，确保绝对安全；有的扎根国
门边境，默默守护，无私奉献。他们虽
警种岗位不同，但都用实际行动，忠
实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兑现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庄严承诺，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作出
了重要贡献。

2023“最美基层民警”发布
我省1民警入选

王泽郁——

缉毒战线的“拼命三娘”
见第二版

云集一端

报览天下

扫
描
二
维
码

下
载
客
户
端

我省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巡察——

把利剑磨得更光更亮
见第二版

昆明市聚焦平台建设、高效
便捷、办事堵点、制度建设4方面

推动政务服务
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见第三版

2023年全国粮食
收购量超4亿吨
我国将实施六大行动推进

优质粮食工程

见第四版

我国成功发射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长征火箭年度首飞告捷

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