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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娅蓉 周星岑 文/图

近日，记者在个旧市老厂镇对
门山村委会小大坡村民小组发现，
村内每隔几步就有一家租售露营
设备的商户，为前来露营的游客提
供方便。莲花山剑锋樱桃露营基
地主理人李剑锋告诉记者，两年
来，该村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许
多露营地。“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
们露营基地一共接待了5000多
人，以亲子家庭居多，还有不少公
司来此组织团建活动。”采访中，李
剑锋兴奋地介绍，基地内有帐篷、
炊具等设施，游客可以在此点餐，
也可自行携带食材和用品自给自
足，享受户外生活，村里已逐步形
成了“露营+”构建的文旅新业态。

在金平县马鞍底蝴蝶谷坪河
草地，蒙自市民殷勇正和朋友往桌
上摆放烧烤食材，他告诉记者：“这
边离蒙自100多公里，周末出行还
算方便，适合给心灵放个假。”每到
周末，这里就成了人们休闲度假的
好去处。据了解，为增值自然资
本，促进生态颜值与发展品质共同
提升，当地先后在蝴蝶谷景区投资
1091万元，建成公路12.8公里，完
成景区征地320亩，实施河堤建
设、草地恢复工程等。在旅游旺
季，日均接纳游客近千人，可辐射

带动附近村寨770户超3000余人
增收。

夏日的日暮时分，湖光、日
落、小树屋等，与蒙自市尼苏小
镇码头广场的城市露营地构成一
幅绝美画卷。随着晚霞渐消，露
营地上篝火耀眼，烤肉飘香，亲
友围坐，笑语盈盈。不同于需驱

车前往的乡村露营地，这一露营
地离城市不远，让露营体验变得
更加轻松自在。据海边咖啡屋城
市露营运营负责人朱国院介绍，
该营地主打“尼苏小镇日落”这
个看点，除“露营+咖啡”“露
营+自然”外，还可提供婚礼策
划等服务。

从“小众”到“大众”，“露
营热”正成为休闲时尚。心动不
如行动，“热辣滚烫”的红河州内
各露营基地已向您发出邀约，到
这里共享宁静的清凉一夏。

●记者 罗宏伟 通讯员 邓楚瑜

近日，记者在弥勒市西三镇
蚂蚁村委会法依哨村民小组千亩
连片的烤烟地里看到，不少烟农
正满怀丰收的喜悦集中采收烟
叶。采收后的烟叶被迅速装车送
到附近的烤房进行烘烤。

“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提前了约
10天，烤烟移栽与采烤的农活也
就提前了。”法依哨村烟农刘保志
说，他家于7月15日就开始联络
村里其他烤烟种植户，与大家

“结对互助”，率先采收烟叶。
在法依哨村头的卧式烤房

处，20多位妇女一面说笑，一面
把烟叶分类，用烟夹夹好后，由
刘保志和几位青壮年男子将烟夹

装入烤房。“每座烤房每次可以装
400 多夹烟叶，需持续烘烤 8
天。今天烤的是我家的第二炉烟
叶。”刘保志告诉记者，他们这个

“结对互助”小组，将按照烤烟
“先熟先采”的原则，陆续为其他
农户采烤烟叶。

通过“结对互助”模式种植
烤烟，既解决了留守劳动力不足
的问题，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法
依哨村民小组副组长曾德伟告诉
记者，该村每年种植的烤烟有
1000多亩。近几年，通过土地流
转与土地平整，烤烟生产机械化
率大幅提升，过去种植烤烟量小
的农户逐渐变成了种植大户。随
着农机的广泛应用，原来整个生
产链的“结对互助”，也转变为

采、烤两个生产环节的互助，解
放生产力的同时，也让群众实现
了增收致富。

“我家去年种植烤烟 29亩，
收入13万多元。今年的烤烟长势
不错，收入也将比去年稳中有
增。”曾德伟介绍，全村60%以
上的烟农靠“结对互助”种植烤
烟，也有一部分种烟大户，因为
劳动力有限，仍然采取自主用工
或请合作社派遣专业服务队的生
产方式。不管是烟农互助还是就
近用工，该村种植的千亩烤烟，
每年都为全村烟农带来500多万
元的收入，为村民带来就近务工
收入60多万元。

在法依哨村相邻的蚂蚁村，
烟农联合采收烟叶的场景也随处

可见。“烤烟是我们村比较稳定的
优势产业。去年，我们村还被评
为全省‘最美烟村’。”蚂蚁村委
会党总支书记曾虎龙说，今年村
委领办成立了金叶农业专业合作
社，加之土地整理面积的扩大，
传统单一的烤烟产业也正形成

“粮+烟+N”多元产业协同发展
模式，成为村民发展致富的新

“引擎 ”。
据了解，烤烟是西三镇的主

要经济支柱产业，去年为烟农带
来了9958万元的收入。今年，该
镇紧扣核心烟区“156”示范建
设要求和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目
标，加大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力
度，采取多元产业富农措施，为
加快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通讯员 文娟娟

本报讯 近年来，红河县架
车乡积极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
线、保民生、稳就业、促和谐”作
用，坚持建好、管好、用好公益性
岗位队伍，扎实推进兜底性民生
保障建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摸清底数，建好队伍。该乡
聚焦设岗需求和上岗需要，深入
村寨对“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
稳定收入”的脱贫户、监测户中有
劳动能力的人员进行摸排，双向
摸清就业需求和就业意愿，确保
岗位设置依规依法、人岗匹配相
适相宜。目前，全乡共设置乡村
公益性岗位280个，其中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护理员24
人，乡村道路交通维护员24人，
乡村环境卫生保洁员208人，乡
村社会综治协管员24人。

实时动态，管好队伍。该乡

坚持“谁用人、谁管理、谁负责”
的原则，建立健全乡村公益性岗
位管理机制，制定印发公益性岗
位绩效考核办法，各村对公益性
岗位人员每月进行考核，对履职
不到位人员及时上报乡政府调
整，杜绝了人岗分离、一人多
岗、顶岗替岗、虚报冒领等问
题，规范了公益性岗位队伍。
今年以来，已动态调整公益性
岗位10人，并根据每月考核情
况梯次落实岗位档次工资待
遇，进一步调动了公益性岗位
人员的积极性。

人岗匹配，用好队伍。该乡
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助力乡村
振兴积极作用，结合岗位职责，
让公益性岗位人员参与到基础
设施建设、防汛抗旱、人居环境
整治等乡村基层建设和治理中
来，既提升公益性岗位效能，又
助力群众就业增收，真正让公益
性岗位有岗、有位、有事、有为。

红河县架车乡：

公益“小岗位”托起就业“大民生”

草地小帐篷撑起“诗和远方”——

红河向您发出盛夏邀约

个旧莲花山露营地个旧莲花山露营地

弥勒市西三镇烟叶采收正当时——

“结对互助”奏响群众“致富曲”

●通讯员 柏忠林 谢丽花

本报讯 近年来，泸西县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引进劳动密
集型企业，积极探索就业帮扶
模式，以建设就业帮扶车间为
载体，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收，让帮扶“小车间”
成为稳定就业的“蓄水池”。

该县针对贫困群众顾家与
务工不能兼顾的问题，坚持把
帮扶车间建在村头、岗位设在
门口，企业实行“弹性坐班”
管理模式，鼓励员工“多劳多
得”，较好促进脱贫劳动力就
近就业增收。同时，落实就业
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动力就业
奖补政策，积极引导越来越多
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类用人
单位积极创建就业帮扶示范车

间。结合帮扶车间急需紧缺工
种，泸西县采取“课堂理论+
实践操作”的形式，开展农村
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知
识培训，提升劳动者技术水
平，真正让帮扶车间建得起、
稳得住。

家住泸西县白水镇善导村
的村民王鑫于 2022 年接受了
叉车培训后，同年被云南宏合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聘用。公司
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让王
鑫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王鑫的就业例子，只是泸西县
帮扶车间建设稳定就业的一个
缩影。

依托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县建成
就业帮扶车间40个，吸纳农村
劳动力 2330 人，其中，脱贫
劳动力420人。

泸西县：

家门口的帮扶车间圆群众上班梦

●通讯员 陈慧

本报讯 近年来 ，元阳县以
管好用好财政衔接资金为重要抓
手，在资金投入上做文章，在资
金管理上下功夫，在绩效管理上
出结果，切实发挥衔接资金的最
大效益，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
财力保障。

完善衔接资金管理机制，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该县严格落实
中央、省、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结合本
县实际，科学制定管理办法，明
确目标任务、工作措施等，健全
完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助推财政衔接资金使用规范
管理。

及时分配下达资金，确保衔
接资金项目高效推进。该县坚持

“早谋划、早部署、早启动、早见
效”的原则，积极配合县巩固脱
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
抓实抓细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
理，严把项目入库关，杜绝资金
用于负面清单事项，夯实项目前
期工作，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
为加快财政衔接资金下达和支出
进度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统筹整合使用，优化资
金投向。该县加大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力度，切实把资金用在“刀
刃”上，聚焦短板弱项，突出重
点群体和重点内容，优先支持联
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稳步提高
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
展动力，提高财政衔接资金的精
准度和使用效益，推动群众增收
致富。

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自
觉主动接受监督。该县严格执行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财
政衔接资金的分配结果，公告公
示信息保持长期公开状态。同
时，督促各乡（镇）、村按要求对
衔接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公告公示，让项目在阳光下管
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确保衔
接资金安全使用。

多措并举强化资金监管，筑
牢资金安全防线。该县严格落实
相关制度和管理要求，做到专款

专用，专人负责，盯源头、盯过
程、盯结果，实现资金“入口”
到使用“出口”的全流程监管，
提高资金支出的透明度和使用效
益，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
范性和有效性。

加强绩效管理，强化结果应
用。该县积极落实资金支出与资
金分配挂钩的奖惩激励机制，坚
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资金绩效管理理念，对衔接资
金支出进度进行定期通报，聘请
第三方对财政衔接资金进行绩效
评价，建立事前有绩效目标、事
中有绩效监控、事后有绩效评价
的管理体系，避免资金闲置浪
费，不断提升衔接资金使用
成效。

元阳县：

用好财政衔接资金 护航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