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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基石，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
行。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
红河州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
挥在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
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把农民个体
力量、集体力量、社会多元力
量拧成一股绳，走出一条组
织建强、群众致富、集体增
收、产业发展、企业盈利的乡
村振兴新路径。

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
联结机制，促进产业发展，拓
宽就业渠道，“产业+就业”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了
家门口的幸福。

小倡议小倡议文明文明
红河州广大市民朋友们：

城市，因我们而精彩；生活，因文明更美好！为进一步提
升城市文明程度，塑造城市良好形象，在此，我们向广大市民
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车窗
抛物，出行自觉排队、主动让座；

爱护公共环境，不乱扔烟头、垃圾，不随地吐痰，不破坏
公共设施，不争吵谩骂，不使用低俗语言；

文明用餐，节俭用餐，落实光盘行动；文明养宠，宠物外
出要牵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

纠正损害公共卫生、破坏公共设施、违反交通规则等不文
明行为。

州委文明办 州融媒体中心

社会纵横·广告
E-mail:hhzrb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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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阮亚萍

走进个旧市鸡街镇石榴坝村
平整的高标准农田，连绵成片的
洋葱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

“老乡，你今年种了多少亩洋
葱？在种植、销售上有什么困
难？”近日，个旧市纪委监委派驻
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下沉田间
地头，与农户面对面交谈，详细
了解洋葱种植、产出、销售以及
政策落实情况。

“感谢你们的监督，我们村这
一季家家户户都在种植洋葱，农
科站还为我们提供技术指导，现
在交通便利，销路也不用愁了。
我家共有5亩农田，一年光种地
的收入就有5万元左右。”看到前
来走访的纪检监察干部，村民李

大哥高兴地说。
据悉，为保障粮食生产与农

民增收并行，个旧市农业农村局
结合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及气候优
势，鼓励群众在种植一季粮食作
物的基础上，继续种植洋葱等高
效益、易管理的经济作物。通达
的道路为收获、运输洋葱提供了
基础，牢固的沟渠为浇水灌溉提
供了便利，石榴坝村形成了“玉
米+洋葱”或“水稻+洋葱”的种
植结构，每年可耕作 2 至 3 季
作物。

这样的变化，离不开个旧市
纪委监委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全
链条监督护航，从项目选址、建
设、地力培肥等，每一步都是让

“粮田”变“良田”的关键，通过
高标准农田建设，既确保了粮食
安全，又增加了群众收入。

该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
再监督”职责定位，“室组地”联
动，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责任
落实、项目实施、工程验收、资
金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监督，及
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制度不
健全、工作作风不严、项目监管
不到位等问题，并严肃查处了一
起不法商人伙同公职人员套取高
标准农田建设地力培肥项目专项
资金案件。

同时，该市纪委监委做深
做实以案促改工作，针对全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中存在的
制度机制方面漏洞，制发纪检
监察建议书，督促市农业农村
局扛牢主体责任，紧盯问题抓
实整改，健全完善工程建设管
理、监理等方面制度机制；督
促市农业农村局建立完善有机

肥发放“四到场”机制，保障
有机肥按时按质发放；印发
《个旧市农田建设项目招投标管
理指导意见》，强化招投标监督
管理，从源头进一步化解风
险、规范建设工作；制发 《个
旧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建立项目选址联席
会议审核机制，完善规范项目
选址程序等工作。

“监督就是要发现问题并解
决实际问题，我们将一如既往立
足职能职责，深入群众，及时发现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督促推动相
关职能部门及时疏通阻碍农业产
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护航农业产
业发展壮大，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使农户在产业发展之路上得到更
多实惠。”个旧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个旧市：

一线监督护航农业产业发展

●通讯员 李雪琼 曹蔓夫
李艺 詹大发

都说开远是一座火车拉来的
城市，百余年的中西方文明在这
里交融碰撞，山水养育的烟火气
息在这里延绵不绝。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开
远如何推进城市更新？如何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
何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融
合推进？一起来看看开远给出
的答案……

“公园就在家旁边，每天出
来走一走，看看花花草草，呼吸
一下新鲜空气，身体、心情比以
前好多了。”说到凤凰生态公
园，家住龙苑雅居小区的杨大妈
乐呵呵地说。

自凤凰生态公园建成开放以
来，开远市累计建成城市公园广
场30个，形成东有幸福大草原，
西有泸江公园，南有凤凰生态公
园和南洞公园，北有迎旭广场的
整体公园格局。城市绿化覆盖率
增至44.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提升至15.97平方米，基本形成布
局合理、景观优美、生态良好的
城市园林绿化格局，成功创建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并被纳入云
南省 2023 年度绿美城市奖补
名单。

如果说以凤凰生态公园为代
表的生态建设塑造的是开远城市
文明形象，那老旧小区改造则彰
显了开远市民开放包容的精神特
质，将传承历史文化与接纳新生
事物完美融合。

安居才能乐业。2021 年以
来，开远市紧扣“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优化城市人居环
境，新建灵泉西苑、凤凰谷休闲
养生家园二期、壹然天懿、凤凰
湖壹号等中高端小区21个，满足
不同人群居住需要，吸引来自五
湖四海的有识之士到开远投资兴
业、康养旅居。

文明是群众的需要，是社会
进步的基石，是发展创新的原动
力。2019年以来，开远市扎实开
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通过改造
惠民生、暖民心，全方位改善群
众居住和生活条件，让房改改到
群众“心坎上”，筑起群众幸福

安居梦，实现从“住有所居”向
“住有宜居”蜕变。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开
远市充分运用“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理念，以南正街
社区为示范，聚力安居、优居、
宜居，鼓励住户参与老旧小区改
造建设，形成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老旧小区改造的良好氛围，实现

“老房就地变新房”，积极推进星
光社区、聚源社区、解化社区、
景山社区等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
设，构建“15分钟生活圈”。

此外，开远市以好房子、好
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
建设为重心，进一步完善社区基
本服务功能，解决“一老一小”
设施建设难点问题；建成养老服
务用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
年幸福食堂、老年活动室等101
个老年服务设施，推进医疗机构

“送医上门”；提升改造智源路、
灵泉东路、灵泉西路、东新路等
城市道路，完善城市整体功能，
营造“文明环境育文明人、建文
明城”的氛围。

“南正街是装满这座城市百
余年历史记忆与烟火气息的乡
愁老街，改造后浓缩了时代与

小城的精髓，赋予了幸福之乡
专属的记忆与特质。”在坐落于
南正街主题街区的滇越铁路历
史文化陈列馆里，负责人李飞
表达了对南正街老旧小区改造
的情感。

曾经的南正街人员密集、房
屋老旧、设施老化，如今焕然一
新，凤凰涅槃般闪亮呈现于世人
面前。漫步街头，时空交换中，
穿越从前和未来，一代又一代开
远人从这里出发，去感怀追逐诗

和远方；新一代开远人从远方赶
来，驻足定居……

截至目前，开远市已完成37
个片区36254户老旧小区改造、
15个片区 9000 户棚户区改造，
带动21.8平方公里城区实现连片
更 新 ； 连 续 获 评 2023 年 度、
2024年度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升级优秀典型市荣誉称号，南正
街社区入选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
设试点名单，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居民住房质量显著提升。

二问开远文明之路：

城市蝶变满目新

幸福大草原一景 图片由开远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通讯员 杨雪慧

本报讯 近日，屏边县启动
“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
2024 年社保服务进万家”活
动，深入社区、街道，将社保
政策与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水
平，增强居民对社保政策的
了解。

活动期间，社保工作人员及
党员组成多支服务小分队，在社
区活动中心、街道广场等地设立
咨询服务点，通过发放宣传手
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
向居民详细介绍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等各类社保政策
的参保条件、缴费标准、待遇享
受等关键信息。

工作人员还现场指导居民
办理社保业务，手把手教居民
如何使用云南人社 12333App

查询社保信息、办理参保登记
等业务，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社
保服务的便捷性。“以前对养老
金的计算方法不太清楚，今天
听了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心
里明白了许多，这样的活动很
有意义。”一位前来咨询的老
人说。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现场咨询180余人，
活动覆盖范围广、宣传内容
全、服务形式多，得到广大居
民的好评。屏边县社保中心负
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持续深入开展社保服务活
动，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高
服务质量，努力让社保政策惠
及更多群众。

屏边县：

“社保服务进万家”贴心关怀暖人心

农民增收 企业盈利 产业发展
上接第一版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红河州着
力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分置改革，依法有序引导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探索完善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推进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闲置土地清
理行动，开发信贷产品强化金融支
撑，为合作社、强村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促就业 捧稳“金饭碗”
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红河

州各基层党组织坚持把“一切为
了农民增收、一切围绕农民增收”
作为领办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
优化联农带农机制，释放就近就
地就业潜力，探索出了蒙自市草
坝镇“622”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
制、弥勒市小河边村党群聚力共
促“三产融合”、开远市卧龙米业
社企合作让农民“种粮也能致富”
等一批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
式，越来越多群众在家门口找到
了“金饭碗”。

走进泸西县田间地头，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片绿色的“海洋”，
小香葱地里，村民们拔葱、除泥、
装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立足
国内单品种植面积最大香葱种植
基地优势，当地由党组织牵头组
建产业联盟，针对小香葱产业盲
目扩张、劳动力无序输出等问题，
引导建立“大户带散户”等利益联
结机制，联动产业链上89家企
业、45个合作社、1083户种植大
户、4000余户群众组成发展共同
体，让小香葱发展成为大产业。

“产业联盟建立以来，我们在
制定行业标准、降低种植成本、开拓
市场等方面积极作为，实现了不符
合产地准出的小香葱一律不入市、
入市的小香葱皆可溯源，为打造中
国小香葱第一品牌奠定基础。”泸西
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小香葱产业发展中企业
招工难、群众务工难等问题，泸西
县统筹整合资源建成“红邻里”就
业服务中心，精准对接种植大户、
劳务派遣组织和务工群众，直接
带动本地5万余名群众户均增收
近4万元，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创
收15亿元。

在因地制宜选好富民产业的
基础上，红河州各基层党组织着

力在联市场、联农户上下功夫，通
过积极培育引进龙头企业，推行

“党组织+合作社+企业+农户”
等利益联结模式，让群众抱团与
企业一起搞生产、闯市场，实现企
业、农户、合作社、村集体多方合
作共赢，全州实现高原特色重点
产业全产业链产值2701亿元，占
全省的10.8%。

红河州积极推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升行动，建立合作社异
常经营目录，常态化开展服务指
导、动态监测、示范创建等工作，
采取规范管理提升一批、服务引
导优化一批等“六个一批”行动，
提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质效。
2023年以来，全州共清理“空壳
社”362个、成立新社493个，累
计建成国家级示范社29个、省级
示范社331个。

目前，全州合作社、强村公司
覆盖了11个重点产业，13个县
（市）形成以水果、蔬菜、奶业、中
药材、花卉等为主导产业的“一县
一业”发展格局，有效释放就地就
近就业潜力，建水、弥勒、蒙自、开
远、个旧、泸西等县（市）农村劳动
力县内转移就业占比均达70%
以上，全州实现脱贫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15.26万人。2023年，
该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7282元，脱贫人口家庭人
均纯收入提升至16611元。

（转自《云南日报》2024 年
11月29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