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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卢绍昆  何
晓龙  文/图）  5月19日，云投林纸
2号绒毛浆生产线正式投产，绒毛
浆年产能从 10万吨跃升至 20万
吨，实现绒毛浆产能、产值翻番，特
色化、差异化竞争力持续巩固，规
模效益进一步凸显，对稳定国内绒

毛浆产品市场需求发挥更大作用。
思茅松绒毛浆产品凭借优

异的吸液性、弹性强度和起绒性
等特点，在卫生巾、纸尿裤、医用
护理垫等领域广泛使用。今年
以来，云投林纸把绒毛浆的稳产
增产作为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

在有效保障 1 号绒毛浆生产线
“吃饱开足”的同时，全力推进 2
号绒毛浆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目前，云投林纸生产绒毛浆的原
料充足、技术成熟、产量稳定、质
量达标，生产订单已排至年底，
实现产销两旺。

本报讯（记者  徐
瑞）  5 月 19 日，昌意
钠电（云南）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3 吉瓦
时钠离子储能电芯及
1 吉瓦时钠离子电池
PACK（组合电池）项
目开工仪式在云南思
茅产业园区宁洱片区
举行。

据了解，该项目
占地面积约 40 亩，总
建筑面积 15548.2 平
方米，主要建设 1号厂
房、测试区、配电房等
公辅设施，购置钠离
子电池匀浆机、全自
动装配线、Pack 流水
线、电性能测试柜等
设备，厂房预计 9月建
设完成，年内投产。

当前，普洱市正大力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致力于把
云南思茅产业园区宁洱片区建
设成全国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
重点园区。据统计，云南思茅
产业园区宁洱片区已成功引入
深圳珈钠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
料项目、北京海博思创储能项
目、深圳天锂锂离子电池项目
等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昌意
钠电（云南）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加入，将有效贯通“钠离子电
池 电 极 材 料 — 电 芯 — 储 能
PACK 制造”链路，实现钠离子
产业全链条建链，钠离子电池
产业集群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本报讯（通讯员  刀建波）  近
日，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到联齐村，结合身边典型案例
以案释纪、以案说法，为党员干部
和群众上了一堂深刻的纪法教育
课。

近年来，景谷县纪委监委贯
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的要求，坚持警示、教育、预防“三
在前”原则，从纪检监察队伍中抽
调 37 名业务骨干组成宣讲团，采
取“案件剖析+理论宣讲+纪法解
读”三位一体宣讲模式，走进村
（社区）开展纪法宣讲，教育农村
党员干部筑牢底线意识，依规依
纪依法用权。

活动现场，宣讲干部打破传
统的说教模式，设立流动接访台，
进行现场咨询及解答，听民声、察
民意、解民忧，并发放《纪检监察
机关依规依法处理信访举报引导
图》等资料，普及纪检监察机关信
访举报受理范围、举报方式、严查
诬告陷害和鼓励实名检举控告等
内容，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如实、

有效举报。
为让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坐得

住、听得进、弄得懂、记得牢，景谷
县纪委监委坚持靶向施教。在备
课阶段，全面梳理近年来查处的
基层党员干部弄虚作假、吃拿卡
要、贪污侵占等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定制个性
化宣讲内容，提供“送课上门”和

“点单式”服务。在讲课阶段，主
动与村（社区）对接，积极挖掘傣
族和彝族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
的廉洁元素，通过“双语”下沉基
层，将广场庭院、田间地头作为宣
讲的前沿阵地，让纪法宣讲带着

“乡土气息”深入基层。
“将纪法教育的触角延伸到

基层‘神经末梢’，破解基层纪法
知识薄弱困境，打通全面从严治
党‘最后一公里’是我们的责任。”
景谷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推动送纪法知识下乡行动，
打造更多具体抓手和有效载体，
让纪法清风吹遍每一个村（社
区）。

2025 年 5 月 6 日，我省集中纠
治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饮酒
问题动员部署会在昆明召开，强
调要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的精神、
有力的举措，坚决纠治违规饮酒
行为，坚决刹住不良风气，把作风
建设新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新风
气。而在 2023 年 9 月 20 日，普洱
市出台了《关于对全市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实行禁酒规定》，明确
规定“严禁在工作日及工作时间
饮酒”等。

规定实施近两年来，普洱餐
饮行业迎来良性发展、亲清政商
关系不断巩固，党员干部作风为
之一变，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一
些党员干部中“做群众工作不饮
酒拉不近群众感情”“公职人员工
作日不饮酒阻碍餐饮行业发展”

“与企业家打交道不饮酒招不来
项目”等错误认知，但仍有人视禁
令为儿戏，把规矩当摆设。开展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酒问题专
项整治，必须以“马不离鞍、缰不

松手”的定力，对歪风邪气露头就
打，对顶风违纪严肃查处，决不允
许违规饮酒问题屡禁不止。

决不能将餐饮行业的发展寄
希望于公职人员大吃大喝、违规
饮酒上。如果一个地方的餐饮行
业，要靠公职人员的酒局和饭局
来支撑，那么这样的行业发展是
不可取的，更是不可持续的，抱持
这样的发展思维，绝非理性和良
性的。餐饮业发展有其自身的发
展规律和内生动力，如果将其发
展规律和内生动力建立在公职人
员的吃吃喝喝上，无异于舍本逐
末。当前，普洱坚定发展方向和
定位，大力推进旅游城市建设，取
得了明显成效。深入研究旅游经
济的发展规律，将餐饮服务嵌入
文旅产业，以高品质的餐饮产品、
高素质的服务态度吸引游客的高
流量。推动餐饮业发展，不在于
依赖公职人员的吃喝宴请，而是
切实把握行业规律，提升行业服
务，塑造行业形象，这才是发展壮

大的正道和正解。随着中老铁路
开通运营和景迈山申遗成功两大
机遇越加凸显，旅游城市建设的
红利必定会越加释放出来，真正
受益的是各领域各行业，谁抓住
机遇，谁就能抢先发展、壮大发
展，这才是行业发展的“久局”。

决不能将营商环境当成“饮
商环境”。在有些人的意识中，招
商引资必须是在酒桌上才能成
功，营商环境应该是“饮商环境”。
将这样的意识进行固化，既是对
招商引资工作的误解，也是对企
业形象的误解。好的营商环境必
定是市场化、法治化的，按照市场
规律、法治规则办事，切实站在企
业角度想问题，帮助企业解难纾
困，让企业在本地真正扎根开花
结果，才能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
资兴业。将营商环境“酒局化”，
这种思维是错误的，可以说，喝千
杯酒不如做好一件事，企业进来
看的是办事能力，并非喝酒能力。
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在爱

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
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
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党委政府有初心
使命，企业有责任担当，招商引资
和投资兴业是理念和情怀的双向
奔赴，不是为了酒桌上称兄道弟、
无间亲密。依赖于酒局，不利于
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于发展大局更无任何助益。

决不能让酒水变成祸水、酒
风醉倒作风。将党员干部、公职
人员的精力集中在发展上，尤其
要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作风决定了怎么干，效能决定了
干得怎么样，耽于酒局、热衷于酒
局，其作风会如何、其效能会如
何，是不言而喻的。当一些党员
干部将“酒瓶就是水平”“酒品就
是人品”“酒风就是作风”奉为圭
臬，让“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
喝酒、不办事”潜规则泛滥，就会
在“干杯”声中“干”掉初心使命，

“干”掉原则底线，“干”掉党纪国
法。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必
须将精力倾注在作风、效能之上，
为群众办更多实事，为发展添更
多力量。

当竹筒背水渐成记忆，望天
田变身旱涝保收地，西盟佤族自
治县一代代治水人接续奋斗的身
影仿佛仍在眼前。自 1964年开启
水利建设征程以来，汩汩清泉化
作民生甘露，将这片土地从“与水
抗争”的艰难岁月，推向“与水共
生”的绿色嬗变。

“年轻时，天不亮我们就要背
着竹筒下山打水，裤脚很快就被
露水打湿。”往事经年，早已垂垂
老矣的阿婆娜丕总在回忆青春时
光。那时的西盟，水利设施匮乏，
兴修农田水利才刚刚开始。

转机始于 1958年。城子水库
作为西盟县的第一座水库，在肩
挑手抬的号子声中奠基。建设者
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历时七年
削平山头、筑起坝基，终于在 1965
年竣工。1976年，马散水库开工，
到 1981年完工。两座水库如双子
星座，照亮佤山治水长夜。

1983年至 1993年，农村“五小
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小坝塘、小水
池、小水窖逐步解决水旱灾害难
题，夯实农业生产根基。1994年至
2011年，西盟县以“治水兴滇”战略
为引领，有序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建成多座水库和灌区，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惠及千家万户。

“按照全省‘治水兴滇’战略，
大中小微并举，兴利与除害并重，
兴建与挖潜相结合，西盟相继建
成一批水利工程。”西盟县水务局
退休老干部杨恒进说。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 2006年
全面实施，永光水库、英腊水库、
富母乃水库 3 座小型水库相继建
成。到 2011 年末，西盟县建设饮
水安全工程达 180项，解决饮水安

全人口 47456人，有效灌溉面积达
59921 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推进，西盟县水资源统一管理和
高效利用被提上议事日程，水利
事业进入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那时候，村里一遇旱灾就头
疼。但为了修建永光水库，乡亲
们可真是几经波折！”新厂镇永广
村原党总支书记岩苗刀掰着手指
感慨道：“头一次是 1964 年，全村
男女老少齐上阵，硬是靠双手垒
起坝基，但因种种原因，没有修建
成功；1971年重修，没成想六月的
暴雨冲垮了堤坝。直到 1992 年，
县里派来水务专家，扛着仪器进
山勘测，带着镇村干部重新设计
加固，这座水库才得以修建成功，
人畜饮水难题才彻底解决。”

雨季储存多余的水资源，旱
季排放水量，永光、英腊、富母乃
等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了饮水
安全问题，还极大地满足了农业
灌溉用水需求，灌溉效率显著提
升，旱地终成沃野良田。

“有了水，村里的生活才有了
保障，产业才能发展。”岩苗刀说。

岁月更替，2012 年是西盟县
全面推进水利发展与改革的“腾
飞”之年，水利建设迈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可持续
发展的治水思路逐步确立，水利
规划工作得到加强，水利基础建
设投入不断加大，相继建成班岳
水库、东朗河水库、永不落水库等
水利工程。2013年开工建设的永
不落水库工程，更是结束了西盟
县无中型水库的历史。”杨恒进
说。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记者  李超）  5 月 20
日至 21日，市委书记李庆元到景东
彝族自治县宣讲省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精神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更新发展理念、鼓
足发展干劲、提升发展质效，在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
献景东力量。

在景东县社会福利中心和景
东县中心敬老院，李庆元与云南颐
景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高层座谈，对
景东以“公建民营”模式引入优质
经营主体，盘活国有资产，打造高
质量医养康养中心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鼓励企业强化规范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兜牢民生保障底
线；要求部门指导帮助企业用活政
策、解决问题，打造全市养老事业
示范样板。

在景东县银生中学，李庆元先
后走进学生教室、教师办公室、师生
食堂、学生宿舍调研，详细了解学校
提升教学质量、中考高考备考、校园
安全工作情况，鼓励教师以张桂梅
为榜样，激发学生“我能成才”信心
和“我要成才”决心，下足“我要让
你成才”功夫，激励考生发扬“好读
书、善读书、会读书”传统，科学备
考备战，在中考高考中考出佳绩。

在安定镇农夫山泉助农项目，
锦屏镇水果蔬菜集配中心、现代设
施农业基地和太忠镇三合村肉牛
养殖基地，李庆元实地调研景东特
色农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抓住
农夫山泉项目落地景东的契机，以
工业思维、创新思维、市场思维，推
动茶产业转型升级；以促进农民增
收为核心，建立联农带农机制，推升
农业规模化、设施化、组织化水平；
以肉牛屠宰加工为重点，在巩固省
内市场，拓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在太忠镇徐家坝，李庆元实地
调研景东 120米全可动脉冲星射电
望远镜项目进展情况，并与中国科

学院云南天文台台长陈雪飞座谈。
他强调，市县要全力以赴推进地方
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派出项目驻点
人员做好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和
生态保护工作，双方要携手强化项
目全周期管理，确保项目按照时间
节点如期完成。

调研期间，李庆元还就深化基
层社会治理、纠治违规饮酒问题作
出部署，并走访看望了 83岁最美银
发志愿者王积成，对王积成心系社
会公益事业，长期捐资助学济困给
予高度肯定，叮嘱老人保重身体，
安享晚年。

李旭东、谷雨参加。

    不断深化“三个定位”
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送纪下乡面对面
量身定制筑防线

景谷县：

李庆元在景东县调研时强调

更 新 发 展 理 念  鼓 足 发 展 干 劲  提 升 发 展 质 效
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景东力量

莫让“酒局”破坏“大局”
普洱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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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投林纸二号绒毛浆生产线投产

清泉润佤山
六十年治水书写民生华章

▱通讯员  欧南罕  李毅  李娅丽  文/图

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强信心                                                              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
——普洱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