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娅蓉 王金河

本报讯 日前，州财政局召开
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工作
调度会议，确保省级明确的八个
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任务按照时间
节点有序推进。

作为清廉云南建设红河实践
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工作
专班牵头部门，今年以来，州财
政局结合实际制定印发《红河州
财政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纵深
推进清廉云南建设2024年工作要
点〉措施清单的通知》《红河州财
政局关于印发财政资金监管“清
源行动”2024年重点任务措施清
单的通知》，组织州本级85家一级
预算单位、13县（市）财政部门
聚焦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财
经纪律执行、财务会计行为“三
项重点任务”开展自检自查。

自启动“清源行动”工作以
来，屏边县对虚假编制预算骗
取、套取财政资金，迟拨、滞

留、占用财政资金等问题进行全
面深入复查。屏边县财政局按照

“统筹整合、点面结合、突出重
点、强化监督”的思路，针对复
查中发现的3大类15个问题进行
督促指导。同时，通过创新构建

“1113”财务监管格局、定期通报
“晾晒”支付进度等措施，不断完
善财政资金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
体系。

“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
是今年州、县（市）各级财政部
门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有效防
范化解风险、保障积极财政政策
加力提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州财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陈代波表示，州财政
局将坚持把推动发现问题整改作
为落脚点，做到问题不整改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同时，
从建设源头防治的长效机制入
手，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
督制度体系，切实堵塞管理漏
洞，筑牢源头治理“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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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七霞 文/图

重峦叠嶂，飞瀑流泉，屏
边县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
积66万亩，动植物资源丰富。

“屏边山美水美，是宜居宜游宜
养的好地方。”登顶屏边大围山
国家森林公园主峰后，来自广
东的游客张东林说，轻纱般的
云雾随风飘动，令人心旷神怡。

立足生态优势
做足山水康养文章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城
在绿中、人在景中……这是屏
边县生态图景的生动写照。这
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
丰富的生态资源，具有四季温
和、夏令避暑、富氧康养、日
光疗养的养生气候。

“屏边绿植多、环境好、空
气清新，每年休假我都会来这
里住上一个月，爬爬山，放松
放松。”游客张瑞林笑称自己是
半个屏边人。

屏边因山而名、因水而
美，拥有大围山国家森林公
园、滇东南唯一保存完好的万
年陆地火山遗址阿季伍火山、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滴水苗
城、矗立于悬崖峭壁之上的百
年滇越铁路人字桥文旅资源，
是中国100个最具诗意的旅游城
市之一。

近年来，屏边县围绕建设
“山水园林城市”目标，不断推
进以城市园林绿化为重点的生
态环境建设，厚植国家森林城
市生态底蕴。以大围山国家森
林公园为龙头，带动全县森林
康养产业发展，以康养产业为
纽带，旅游、医疗、文化、体

育、教育等产业为主的相关产
业联动机制基本形成。

2023年，屏边森林康养旅
游接待游客146万人次，实现康
养文旅总收入16.74亿元。

弘扬药学文化
做强苗药康养产业

走进中国·云南苗医药博
物馆，目光所及皆是源远流长
的苗族文化、历久弥新的苗医
苗药。在这里，通过琳琅满目
的标本，生动的图文、视频，
惟妙惟肖的动植物模型，可以
了解屏边民族医药发展的历
史，感受苗医药的神奇。

丰厚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为
屏边大力发展康养文旅添上了
浓重的一笔。屏边县以中医康
养为支撑，全面激活旅游业
态，充分利用当地中医药资源
的先天优势，打造了一批中医与
生态高度融合的康养产业集群，

创新了一批旅游新业态。
屏边县共有药用植物资源

752种，其中，国家级重点药材
77种，占云南省重点中药材的
29.85%。过去一年，屏边县累
计种植中药材36.01万亩，产量
2.83 万吨，综合产值 14.55 亿
元。目前，屏边县成立了云南
苗十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建
有苗医回春堂、苗药珍品堂、
苗家药膳食府等中医药康养理
疗馆11个，成功打造了民族医
药一条街，配齐了药膳房、健
康疗养中心、民宿等康养旅游
设施。

促进文旅融合
打造康养特色村庄

沐浴在阳光下，徜徉于新
现镇石洞村，错落有致的农家
小院，灰黑色的瓦、土黄色的
外墙，别有一番韵味；热情好
客、淳朴善良的村民，泡黄

豆、磨豆浆、做豆腐，传承着
做豆腐的手艺；村旁的喀斯特
地貌溶洞，因其洞壁砂石奇
特，光线照射仿佛漫天珍珠闪
闪发光；民间艺人高亢的唢呐
声，时快时慢，起伏有致……

“最诗意的民族古村”石洞村，
凭借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在这里不仅能够欣赏奇特
的自然美景，还能够体验多姿
多彩的苗族文化，观赏精美的
苗族服饰，共同欢跳‘芦笙
舞’，品尝苗家美味‘剁鸡
身’。”游客苏东成说。

来到新华乡倮姑寨，优美
的自然风光和人字桥厚重的历
史文化，让康藤·滇越铁路帐
篷营地颇具特色。游客们在营
地内，或听着鸟鸣、闻着花
香，感受古朴自然的神秘；或
俯瞰火车在险峻群山中蜿蜒穿
行，感受沧桑岁月遗存的人文
印迹……

精品文旅项目“串珠成
链”、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乡村
旅游发展好戏连台……近年
来，屏边县突出“绿生态”和

“苗文化”两张名片，依托山水
相融的自然优势和厚重淳朴的
历史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融
合发展，打造集休闲体验、文
体放松、学习创作于一体的康
养胜地，努力培育有屏边特色
的乡村旅游品牌，走出一条

“农文旅康”融合发展的乡村振
兴新路子，让乡村旅游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记者 何梦琪 张娜

夏日的午后，漫步在建水东
林寺街·迎晖路街区，阳光透过
茂密的树冠，洒在青石板铺就的
街道上，光影斑驳，仿佛一幅流
动的历史画卷。微风轻拂，带来
了古街特有的宁静与悠闲。古色
古香的老街，熙熙攘攘的人群，
街边散发着香气的各类小吃，构
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
气”。在这里，历史与生活交
织，传统与现代相融，展现出独
特的城市韵味。

《建水州志》记载：“明洪武
二十年建城。砌以砖石，周围六
里，高二丈七尺。为门四，东迎
晖，西清远，南阜安，北永
贞。”建水东林寺街·迎晖路街
区，作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承

载了建水古城千年的历史记忆，
是这座城市文化的精髓所在。

走进离朝阳楼不远的建水供
销生活超市，货架上摆放着各类
商品，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地方特
色食品，应有尽有。货架上还挂
着一些复古的招牌和海报，让人
仿佛置身上世纪80年代。超市
的角落里，摆放着一些老式的柜
台和收银机，这些老物件充满了
历史感，让人不禁想起那个时代
的繁华。在超市的另一边有一家
旅社，旅社的门上挂着一块木制
的牌匾，上面写着“供销旅社”
四个大字。旅社过道的墙上挂着
翠绿色的玻璃灯罩，为这个老式
的旅社更添一丝韵味。供销食堂
则是一家提供传统美食的餐厅，
餐厅里摆放着木制的餐桌和椅
子，墙上挂着老照片和画作，让

人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职工
餐厅。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建筑
的原始风貌和格局都保存了
下来，让我们这些老居民感
到特别欣慰。”居民李晓如
说，“古城越来越好”是含蓄
的“老建水”们溢于言表的骄傲
与自豪。

喜欢这里的，不仅有居民还
有游客。临安古城米轨小火车主
题公园，近年来火出了圈。呜呜
呜……米轨小火车沿着铁轨缓缓
行驶，带游客穿越时空。坐在复
古的车厢内，随火车穿越沿线历
史悠久的建筑和秀丽的风景，感
受建水古城的独特魅力。来自北
京的隋穆是一名退休老师，她在
徐霞客的《游颜洞记》中初识建
水，又从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建

水小火车“百年寸轨黄金线，千
年古城第一车”的描述，觉得这
里充满了“碰撞感”，专程坐火
车来此，想走一走这“滇南最美
乡愁路”。

“穿上旗袍，换上中山装，
与小火车和近现代建筑合个影，
沉浸式感受这里的百年历史。”
来自吉林的游客吴慧与家人一起
换装拍照，留下专属于“滇南最
美乡愁路”的旅行纪念。

在这个充满历史感的街
区，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
子，都诉说着建水古城的过
往。它们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见
证，也是传承文化，延续城市
精神的载体。建水通过对历史
文化街区的修缮、保护、更
新，不仅留住了城市的文脉，还
丰富了城市的文化涵养。

●通讯员 郑曦

本报讯 今来，我州以微视频
制作为切入口，将“本地特色”融
入“传统普法”中，用“互动传
播”取代“单向传播”，推动保密
宣教走进群众。

我州结合边境民族地区特点，
开展微视频征集活动，将乡村保密
法治教育普及宣传与当地民族文化
有机融合，以生动直观的画面，让
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学得进、记
得住、用得上，使保密普法宣传更
有“温度”。通过深刻阐释“时刻
绷紧安全保密之弦”“维护国家秘
密安全的重要意义”等，引导社会
公众学习了解新修订的保密法，自
觉自愿做新时代“护密人”。

全州各地积极引导微视频创作
人员以情景剧、动画、微电影等形
式，将保密知识编写成贴近生活的
情景剧脚本，展现群众日常生活与
保密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场景，
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互

联网语言进行生产加工，增强保密
宣教的趣味性和接受度，让群众自
动融入其中，沉浸式体验，从而改
变保密普法无人听、宣传手册不爱
看的原有宣教模式。

蒙自市针对青年群体量身策划
宣教活动，在西南联大先锋书店举
办“密语新声·脱口秀”专场活
动，组织开展保密主题海报征集；
在南湖公园举办保密宣教海报展，
发动州、市融媒体中心将保密宣
教活动开展情况制作成微视频全
面推送，通过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宣传，将传统保密宣教与
现代流行文化有机结合，让保密
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易于接受，
切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共筑保密
防线、共守家国之安。屏边县制
作的《乡村大舞台解读新修订保
密法》微视频，主题鲜明、创意
新颖，得到观众广泛认可，荣获
2024 年中央保密办组织开展的

“寻找最美保密法治代言人”微视
频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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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重工业大州，轻纺

产业的落地实属难得，有着广阔
的发展前景。”据开远产业园管理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云介绍，近年
来，开远市依托资源优势，激活
传统煤、电产业，推动纺织产业
与现代煤化工产业融合发展，依
托要素共建共享的产业链区块布
局，加强与开远小龙潭化工园区
联动，上游发展聚乙烯类纺织材
料生产项目，下游引进品牌服装
制造项目，促进行业产业链和关
联企业快速向园区集聚。

出口便，便在区位优势和合
作模式

红河州地处“一带一路”建
设重要节点，具有云南建设我国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重要前
沿的区位优势，发展产业有信
心，更有底气，且更具可持续性。

依托入驻纺织园区的龙头企
业，红河州在“区县”之间、“区
市”之间、“县市”之间实现了纺
织产业链条联动发展，“一企两国
三厂”的跨境产能合作模式实现
了最优布局。“东部技术、红河面
料、越南服装”，“三厂”的紧密
协作、联动发展，形成了面向东
南亚、欧美国家纺织服装生产出
口的完整产业链。“3个厂之间距
离均不到200公里，物流时间短，
各生产环节实现了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许艳洁对产业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项目总体建成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35亿元，年上缴税
收1亿元以上，可安排就业岗位
2500个以上。”

服务佳，佳在营商环境和园
区建设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如果遇到
问题，只要向园区反映，定会第
一时间得到答复和妥善解决。”项
目定型车间主管陈学明告诉记

者，园区优质的全程跟踪服务，
让大家忙生产更安心、谋发展劲
更足。

“聚焦规划布局、基础配套、
产业集群、营商环境等关键环
节，推动产业、企业、园区突破
发展。”王云介绍，一直以来，园
区按照“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的原则，全力协调解决 GRS 验
厂、蒸汽稳定供应、电力保障等
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切
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为生产保驾
护航。

如今，开远市绿色纺织科技
产业园初步形成了集织造、印
染，高档面料生产、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还被中
纺联认定为“全国纺织服装产业
试点园区”。去年7月，产业园纳
入河口沿边产业园区开远片区规
划，按照“一园三片”的空间布
局，红河州加快推进河口片区、
蒙自片区、开远片区的联动发
展，更进一步彰显区域发展的联
动优势。“红河发展纺织产业还有
很长的路可以走、还有很大的潜
能等待开发。我们要抢抓列入河
口沿边产业园核心区的历史机
遇，以绿色纺织发展为核心，以

‘东部技术+红河制造+越南组装+
世界市场’为发展方向，积极主
动承接产业转移，力争在2028年
打造出‘百亿’纺织产业园。”王
云表示。

“一企两国三厂”跨境产能合
作模式的探索成型，是红河州叠
加园区优势、精准招商释放“乘
法效应”的成果。目前，河口沿
边产业园区已集聚纺织类企业4
家，2023年实现产值4.2亿元；已
与苏州博丰纺织有限公司签订开
远年产3.6万吨棉纱染色及15万锭
纺纱厂建设项目框架协议；在谈
重点项目3个。未来，在这片产业
沃土上，定将迎来承接和发展纺
织业更多更大的机遇。

跨境产能合作新方向
绿色纺织产值破亿有“密码”

上接第一版
文化惠民，是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的关键，也是提升文化
软实力、促进社会文明水位持续
提升的关键。推动文化惠民，要
健全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机制，
实施“文化兴滇”行动，深入推进
千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数字化。要加强文化保
护传承，建立优秀民族文化保
护、传承、发展体系，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高
原特色竞技体育管理运行机制，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体育产业，以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供给不断增强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持续取
得新成效，要深化实化“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构建更有效力
的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体
系。要统筹外事外宣力量，发挥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作用，做实
做强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
际传播中心，推进国家区域国别
研究中心建设试点，打造面向南
亚东南亚影视译制基地，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要

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传承云南文化，展示云南之美，
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
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云
南贡献。

（转自《云南日报》2024年8
月6日第一版）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推动文化强省建设

建水东林寺街·迎晖路街区：

时光荏苒 韵味依旧

州财政局：

持续发力推进财政资金
监管“清源行动”走深走实

红河州：
“微视频+”解锁保密宣教新形式

屏边县突出“绿生态”和“苗文化”两张名片——

释放文旅康养新活力

大围山水围城大围山水围城

近日，红河县妇联
组织开展 2024 年“红河
嫂”（乡村电子商务暨民
宿 运 营 管 理） 技 能 培
训，着力培育一支懂经
营、精管理、善服务、
能 营 销 及 了 解 当 地 文
化、民俗风情的新时代
专业民宿人才队伍，38
名学员参加培训。图为
授课老师现场讲授民宿
运营管理知识。

通讯员 洪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