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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文峰 陆橙）今年
以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口岸经济保
持去年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州口岸预计
完成货值 13.9亿元，同比增长 19.5%。
其中，天保口岸完成货值 13.6亿元，同
比增长 15.3%；都龙口岸完成货值 2692
万元，同比增长4618%。同时，全州外贸
进出口总额增长强劲，一季度全州完成
外贸进出口 8亿元，同比增长 25%，增
幅排全省第3位。

近年来，中越两国边境贸易、边
境旅游日益红火，国家一类口岸天
保口岸的区位优势越发凸显。天保
口岸位于麻栗坡县天保镇，从这里
出发是云南省乃至我国西南地区通
往越南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
要陆路通道。2023年以来，天保口岸
新增了榴莲、再生铝锭、咖啡豆、杏
仁、草豆蔻等进口商品，口岸货运量

大幅增长。
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贸易

向优、产业向新，壮乡苗岭正逐渐成为
开放高地和发展热土。近年来，文山州
以工作专班高位推动全州口岸经济发
展，不断提升口岸基础设施功能，持续
优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在稳住外贸
基本盘、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担
当作为。

聚焦服务提升挖掘增量。对全州外
贸企业进行摸底调研，全面摸排外贸新
增长点，形成以重点单品、重点企业为
突破口的重点工作方案。帮助推动企业
拓展境外加工业务，稳定鲜花、榴莲、辣
椒等传统商品进出口规模。

聚焦畅通物流降本增效。打通跨境
直达运输堵点，逆向思考创新运输模
式，协调越南车辆到文山境内装卸货，
于 4月实现文山州内县（市）至越南国

内各省（市）“一箱到底”全程“零驳货”
跨境直达运输，大大降低企业运输成本
和货物损耗。

聚焦政策红利扩展品类。组织有关
部门、外贸主体开展外经贸培训，指导
企业用足用好云南省食品用药食同源
商品进口通关便利化政策，最大限度为
企业办理手续提供便利，推动干赤豆、
丁香、胡椒、龙眼肉、干姜片、荜拨等药
食同源商品进口。

聚焦互市贸易促民增收。大力发展
“边贸互市+”模式，推动全州边民互市
贸易规范发展，边民互市贸易规模稳步
提升。全州 3个口岸共成立边民互助社
（合作社）16个、边民互助小组81个，累
计备案边民 1.3万余人，引进落地加工
企业18户，预计年加工产值5000万元。
2024年1至5月，边民互市贸易完成7.8
亿元，增长42.3%。

口岸经济跑出加速度
天保口岸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本报讯（记者 王世涵）近年来，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大力实施“旅游+”“+
旅游”，教体农工商、文交林水卫密切配
合，推动文旅商、文旅农“破圈”融合，助
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
全州预计接待游客 2375.68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66.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85%、15.75%。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山州
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广范围、更高
水平深度融合，打造更多人们喜闻乐
见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围绕红
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乡村旅
游、沿边旅游五大特色，持续深化“有
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畅享文山”文

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首创“春耕节”，尝
试群星演唱会、腊科·中越民间合唱
节、云南民歌大家唱等聚合了会展、美
食的文旅活动；《锦绣如歌》《坡芽歌
书》等文艺精品圈粉无数。

发挥普者黑主引擎作用，加快实施
旅游业“十百千万”工程、推动旅游高质
量发展“十大工程”，重塑了白脸山、东
升、马洒等乡村旅游新形象，创建国家
A级旅游景区 60家，数量居全省第 2。
在此基础上，依托山地自行车联赛、桨
板公开赛等旅游赛事让山水运动激情
上演；引入热气球、直升机等低空经济，
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仙人洞村成为世界

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案例，普者
黑获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景区、文旅部

“长江自然生态之旅”线路；广南梦幻田
园之旅入选文旅部全国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世外桃源·壮乡风情体验之旅入
选云南省 10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旅游线路。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文山州重点突
出中医药特色禀赋，依托三七、石斛、蒜
头果等优势药材，壮族、苗族等民族医
药资源，拓展中医药种植、加工、生产、
科普、疗养保健等观光体验旅游，建成
了六郎城·仙草秘境、云南七丹三七文
化产业园等特色旅游地，形成了独具一
格的康养旅游市场。

文山州文旅产业再升级
走进文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大

厅，一排排电脑和监控设备、分析图
表映入眼帘，身着红色马甲的“海迪
图侦”队队员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全
神贯注盯着画面，手指在键盘上灵
活地跳动，快速切换着监控视频的
画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
在监控探头织就的层层密网中寻找
着蛛丝马迹。

“海迪图侦”队用敏锐的目光和精
湛的技术，在案件侦破中屡屡建功，成
为文山公安一张亮丽的名片。

2017年，文山市公安局结合警务
信息化建设，大胆创新，公开招录了一
批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且能熟练操作电
脑的残疾人，充实到指挥中心及城区
四所从事图侦文职工作。“海迪图侦”
队的名字，来源于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人的残疾人榜样张海迪。

“海迪图侦”队中队长龙宗学是
最早入职的队员之一。他告诉记者，
刚加入“海迪图侦”队时，面对复杂
的监控系统和密密麻麻的道路，感
到无从下手。为了尽快熟悉工作，他
每天下班后，就拿着本子骑着电动
车在文山城里穿梭，把分布图和监
控编号都仔细地画在本子上，熟记
于心。

一次，指挥中心接到一起被盗
案。龙宗学接到任务后，立刻投入工
作。嫌疑人十分狡猾，不断变换行动
轨迹，但龙宗学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最终成功锁定他进入了卧龙村，
并迅速将情况反馈给辖区办案民警。
在队员们的紧密配合下，民警成功将
嫌疑人抓获，被盗物品也悉数追回。

“每当看到案件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
以侦破，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
形容的，从事这份工作很自豪。”龙宗
学感慨。

除了协助侦破刑事案件，“海迪
图侦”队在寻找走失老人儿童、劝阻
被骗群众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一次，一位老人在街头走失，
家人焦急万分。“海迪图侦”队的队
员们迅速行动，通过调阅大量监控
视频，一点点排查老人的行踪。经过
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一个偏僻
的角落找到了老人。

近 3 年来，“海迪图侦”队共协
助抓获犯罪嫌疑人 1300余名，破获
案件 1200余起，追回车辆 216辆，挽
回经济损失 230 余万元，协助找回
走失老人儿童 100 余人。他们的出
色表现，成为案件侦办不可或缺的
一环，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
贡献。

“他们非常珍视这份工作，7年来，
用认真、细致和耐心守护着文山的平
安，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文山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副主任李菁丹说。

在文山的大街小巷，“海迪图侦”
队的队员们就像一群默默守护的卫
士，为城市的平安和谐保驾护航。他们
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勇敢追梦，创造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黄鹏

“海迪图侦”
护卫城市安全

全闭环管理推动提案真落实
日前，一场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委主要负责人领衔督办的“打造平远片
区‘三区’民族团结产品矩阵”提案办理

“三见面”协商会在砚山县平远镇召开。
承办单位现场汇报办理情况，提案代表
发表意见建议，领衔督办领导、提案者、
承办单位面对面沟通协商提案办理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提案办理和建议
转化落实。

“‘三见面’协商会既是提案督办答
复会，也是现场面对面沟通协商会，更
是提案办理验收会。”文山州政协主要
负责人表示，“协商会不仅架起了提办
双方的连心桥，增进协商主体的共识，
更调动了提案者、办理单位和受益群众
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文山州政协以提案工作
为切入口，围绕培、提、立、办、督全链条
建设，明确办理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
创新探索一清单、三见面、全闭环的提
案工作法，着力推动提案办理机制创
新，增强协商机构效能，推动协商成果
更好转化。

以问题为导向，文山州政协强化提
案清单化管理，创新“数字政协·清单提
案”平台，实现提案从征集到评价的线
上闭环服务，提案写得好不好、办理效
果行不行，一目了然。目前，线上收到州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353件、立案

318件。
针对以往协商成果转化上存在

的重答复轻落实、重承诺轻落实、落
实中“最后一步”无法到位等问题，创
新推出州委、州政府、州政协厅级领
导领衔督办提案制度，以更高标准强
化提案办理责任。全面落实督办领
导、提案者、承办单位“三见面”协商
要求，做到“零距离”沟通，把平等深
入协商、增进理解认同、共促问题解
决融入协商全过程。目前，已经选出
重点提案 23件由州级领导领衔督办，
开展“三见面”协商 11次。

加强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行办
理前有沟通、办理中有协商、办理后有
跟踪的办理模式，对重点提案中正在推
动的工作和待落实事项进行挂账，以挂
账销号对意见建议实行全闭环管理，州
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州委办公室、州政
府办公室开展提案办理检查视察和“回
头看”，确保每一件重点提案依法依规、
优质高效办理。目前，已交办提案 318
件，安排提案办理专项经费 350万元，
推进 30件民生提案办理，拉动 1077万
元群众期盼项目建成，进一步提升了提
案办理实效，提案采纳率 97%、落实率
90.6%，提案办理逐步实现由答复型向
落实型转变。

本报记者王世涵张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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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山药上市的季节，在文
山市红甸乡红宏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山药种植基地里，已是熟练工的
本地居民王建林，正麻利地挥舞着铁
铲挖山药。

“旺季一天能赚500元左右。”在基
地务工一年多，王建林感到日子越过越
安稳，“过去为了找活干，长期在外打工，
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家。现在回乡后，一
年到头都有活干，工资还比省外高。”

近年来，红甸乡因地制宜发展山药
产业，不仅带动当地农民增收，更为农村
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山药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种植到采挖都
需要大量劳动力，每年用工人数在2000
人以上。”红甸乡红宏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马自然介绍，如今，红甸乡山
药产业持续发展壮大，种植面积达1.5万
余亩，用工需求不断扩大。

文山市是劳动力资源大市，农民工
就业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返乡农民工较多，而不少行业和本地
企业缺少技术技能人才，出现了就业难
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文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针对新的就业形势，文山市通过以产业
带动就业、优化就业服务、开展技能培
训，多措并举构建“半小时就业圈”，促进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2023年以来，
文山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6.49万人
次，其中就近就地转移就业16.83万人；

“半小时就业圈”促进就业84853人，年
均实现约21亿元的劳务经济收入。

一个产业、一个项目就是一座“就
业富矿”，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为抓
手，文山市依托重大项目、重点民生工
程及蓝莓、山药、三七、绿色铝等重点产
业不断扩大就业岗位、开辟就业空间，
以产业带动增加就业岗位1.23万个，让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不久前，待业在家的王师傅被聘用到

文蒙铁路1段项目部担任项目部厨师，不
仅工资满意，还包吃住，“学历不高，年纪
也不小了，没想到还能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心仪的工作。”王师傅欣慰地说，这份工
作，受益于重点项目的开工，也受益于文
山市建设的“幸福里”新村就业平台。

文山市依托马塘工业园区企业用
工资源，在马塘镇干塘子村建设“幸福
里”新村；依托城市商贸服务用工，在城
区建设零工市场1个、劳动力市场1个，
摸底汇总当地零工及用工岗位数量，建
立劳动力资源台账，提供求职登记、职
位匹配、政策解答、技能培训等就业指
导服务，促进岗位供需精准匹配，2023
年以来，新型就业服务平台累计为1965
家企业、2.9万余人提供了就业服务。

去年，王师傅参加了“幸福里”新
村平台组织的厨师技能培训，培训结
束后，工作人员根据他的基本情况和
求职意向牵线搭桥，让他顺利在本地
实现了就业。

为了助力“幸福里”新村和零工市场
多元化场景运行，文山市还自主开发文
山幸福里就业平台微信小程序，求职者
在线即可进行检索、洽谈。截至目前，平
台已入驻企业2000余个，发布岗位信息
4000余个，受理求职登记4000余人。

“幸福里”新村负责人杨秋荣表
示，平台不仅统筹利用各类职业培训
资源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还
将培训群转化为求职平台，精准推送
就业信息，实现技能培训与企业用工
无缝对接，“目前建立了 18个培训群，
有 4000余名零工，每天在群里推送零
工岗位，让有需要的人在家就能找到
合适的工作。”杨秋荣说。

本报记者王世涵

“半小时就业圈”托起群众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