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6 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在
昆明召开。省委书记王宁以“群众持续
增收之问”为切入点，提出五问：乡村产
业怎么富民？就业怎么拓展？农村改
革怎么深化？美丽乡村怎么建好？防

返贫底线怎么越筑越牢？这五个问题
直指我省乡村振兴的核心，既是对破解
难题的精准把脉，也是对发展路径的深
刻思考。

即日起，本报开设“答好五问促增
收”专栏，呈现各地各部门围绕乡村产

业、就业、改革、建设及防返贫等方面采
取的政策举措、取得的成效成果以及创
新实践情况，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问
入手”“以问破局”，答好“五问”，促进增
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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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敬一）  “公
厕的水管修复好了，我们使用起来
也方便多了。”近日，看着修好的公
厕洗手台水管，西盟佤族自治县翁
嘎科镇班岳村坡永二组村民岩大
爷对前来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说。

此前，翁嘎科镇纪检监察干部
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坡永
二组公厕存在水管破损的情况。
由于破损问题已持续较长时间却
一直未得到修复，不仅给周边群众
的正常使用带来极大不便，还造成
了水资源的严重浪费。“每次来上
厕所，看到哗哗流的水都觉得心
疼，洗手也不方便。”听闻纪检监察
干部前来走访，附近村民心急如焚
地找到工作人员反映。

发现问题后，翁嘎科镇纪委迅
速行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责任部
门和人员，督促其尽快对破损漏水
的水管进行修缮。在有力监督下，
相关部门迅速响应，调配专业力
量，对破损水管进行全面排查和更
换。短短几天时间，就彻底解决了
这一难题。

近年来，西盟县纪委监委将监
督执纪工作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紧密结合，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拓
宽监督渠道，深入基层一线，主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常态化
开展“大走访、大排查”活动，广泛
收集群众意见和诉求，建立问题台
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群众反映
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回应
和妥善解决。

西盟县纪委监委还建立了问
题整改跟踪督办机制，对发现的问
题定期进行“回头看”，防止问题反
弹回潮，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得到有
效维护。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跟踪回访”的闭环监督模式，
不仅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始终坚持‘压实责任链
条、强化部门协同’的工作思路，构
建‘纪委牵头、部门主责、镇村落
实’的三级联动机制，全力破解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西盟县纪委监
委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既督促职能
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又协调镇村做
好配合工作，并对整改不力的单位
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此倒逼责
任落实，打通服务群众的“中梗
阻”。

盛夏，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竹塘乡东主村老缅大寨的云南省
甜龙竹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基地，
竹林郁郁葱葱，村民们穿梭其间，
俯身熟练采挖破土而出的鲜嫩竹
笋，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得益于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
团队的科技支撑和“科技+党总支+
公司+合作社+农户+市场”的模式，
东主村培育出了适应性强、产量更
高、品质更优的甜龙竹，配套建成
的冷库等设施也保障了鲜笋品质，
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
过越有滋味。

村民李扎丕便是受益者之一。
他种植了 8 亩甜龙竹，今年鲜笋预
计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他还在附
近工厂挑拣笋子，月增收四五千
元。通过“卖笋+务工”双渠道，收
入预计可增加一万余元。

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

心镇那柯里葡萄采摘园，一串串饱
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游客正在
体验葡萄采摘，工人正在管护葡
萄。据介绍，该园种植的葡萄品种
为黑提和阳光玫瑰。为了延长葡
萄的采摘周期，葡萄园利用分时段
修剪、施肥的方式，将葡萄的成熟
期分为夏、冬两季，每年 4月到次年
1 月期间，葡萄错峰成熟、分批上
市。由于采摘园的葡萄品质好、味
道甜，深受市场青睐，也为当地老
百姓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的
岗位。

在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
治县古城镇桂海村，第二批蚕茧收
购现场同样繁忙。村民们络绎不
绝前来售卖蚕茧，工作人员有序分
拣、称重、评级。“这批 3张蚕种产量
170 多公斤，收入超 1 万元。”蚕农
罗琴难掩喜悦。她自 2012 年开始
养蚕，种植 10 余亩桑树，每批蚕从

养殖到销售仅需 1 个月，资金回笼
快、收益稳定。

在桂海村，众多蚕农正依托这
一“短平快”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该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
探索出“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免费提供
技术指导，逐步形成“以户带村、以
村带片”的发展格局。村党总支还
主动对接收购商，按每公斤 1 元收
取介绍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
现蚕农与村集体的双赢。

在普洱广袤的田野，村民的增
收渠道更加多元，推进乡村振兴的

“脚步”也在加快。今年以来，普洱
市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一线督导，压实
各级责任；新选派 2349名干部组成
800支工作队，下沉基层强化帮扶；
通过“政府救助平台”，高效办理群
众申请 2587件，动态识别监测对象

2769 人，消除返贫风险 1.68 万人，
防返贫监测帮扶成效显著。

普洱市构建起“1+3+12”产业
体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高原
特色农业蓬勃发展，咖啡综合产值
突破 100 亿元，牛油果种植面积达
14.52 万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9057户，推广“334”联农带农模式；
发放小额信贷及富民贷超 11.9 亿
元。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6.19万
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15.3%。

普洱市东西部协作帮扶持续
深化，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突
破。据统计，沪滇协作项目完工率
98.8%，上海市援助项目开工率
75%；中央及省级单位投入帮扶资
金 4866.8 万元，消费帮扶 1479 万
元；向 6 个重点县倾斜衔接资金
11.78 亿元，投放贷款余额 535.15
亿元。

本报讯（普洱市专项工作机制
办）  近年来，景东彝族自治县深入
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通过盘
活资产资源，打好公建民营“组合
拳”，积极打造“医康养结合”健康
养老新模式。

公建民营盘活资源。长期以
来，景东县中心敬老院和社会福利
中心部分资产闲置，运行效果不
佳、社会效益不明显。对此，景东
县立足实际和社会需求，引进颐伦
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云南
颐伦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做好企业
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通过盘活
景东县中心敬老院和社会福利中
心资产，以公建民营、以投代租的
方式进行运营管理，并投入 1000余
万元用于内部装修改造和中心敬
老院二级老年病医院建设，购买智
能监测、康复理疗等日常使用设
备，建成兜底保障养老床位 300张、
普惠型社会养老床位 150张。

政企联动高效运转。景东县中
心敬老院打造兜底型示范养老机
构，采取“医康养结合”模式，重点为
慢性病、失能失智等群体提供普惠
型养老和“医康”服务；景东县社会
福利中心打造普惠型示范养老机

构，以居住、餐饮、娱乐、医疗、康复、
照护六大系统为核心，按照护程度
划分 8个收费等级，提供一站式专业
照料服务。此外，县级医疗机构免
费提供入住前体检服务，民政等部
门定期拨付供养经费，3名工作人员
驻点监督企业服务质量，组织村组
干部、老人家属到点参观了解 500人
次，发动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入住。
截至 5 月，景东县中心敬老院入住
256名老人，社会福利中心以社会化
方式入住45名老人。

多措并举优化服务。采取“医
养结合+智慧养老”方式，在中心敬
老院建设一所二级老年病医院，配
备 28 名专业医生团队，提供“住院
治疗+康复护理+生活照料”一体化
服务。将社会福利中心转型为智
慧化医养结合康养中心，打造特困
供养人员失能半失能集中照护示
范中心，实现医养融合发展。景东
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医院为重病、
大病老人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
引入清华大学智慧医养技术，构建

“智能监测+云端管理”平台，紧急
救援响应时间缩短至 15分钟，使老
人住得安心、放心、舒心，服务效率
提升 30%以上。

本报讯（通讯员  陶俊蓉  张玮
彬）  思茅区自 2025 年 5 月起全面
推广林木采伐许可证电子证照，缩
短了证照的办结时间，进一步推进
涉林草电子证照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日前，思茅区六顺镇南邦河村
村民杨改进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企业，通过线上林草湿平台填写
林木采伐申请表等相关信息，签署
电子版《林木采伐告知承诺书》。
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不到 10 分
钟，工作人员便完成了审批流程，
并将林木采伐许可证电子证照推
送到他的手机上。

“现在我们申请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比以前方便多了，只要把材
料准备齐全递交给第三方，就能在
网上申请办理了。操作简单、方便
快捷，不用往返多次提交材料。”谈
到林草部门推出的网上办理业务，
杨改进赞叹不已。

普洱现代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工程师陈礼超说：“在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前，我们需要
核对是否存在林权纠纷，采伐地块
是否涉及生态红线、天然林停伐
期、公益林等，林农还需要给我们
提供合法的林权证，这样才能快速

顺利地办理证件。”
据了解，林木采伐管理是保护

森林资源的重要环节，规范林木采
伐证办理程序对保障合法采伐、防
止资源破坏具有重要意义。传统
审批模式下，申请人需准备大量材
料往返政务中心，待现场勘验、伐
区调查设计等材料完成后，才能办
理审批、通知领证，流程烦琐耗时。
如今，思茅区林业和草原局借助线
上林草湿平台，积极推动林木采伐
许可证电子证照业务开展，通过优
化办事指南、更新申请表单、采集
电子印章、完善系统授权等举措，
构建了高效便捷的线上审批体系。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办理林木采
伐许可证电子证照 200 余份，大幅
提升了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不断
提高林木采伐许可证电子证照的
公众知晓度和使用率，并持续深化
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模
式，优化服务流程，拓宽线上线下
服务渠道，实现信息‘多跑腿’，林
农‘少跑路’，切实解决企业、群众
办证难、办证繁、办证慢等问题，提
高企业和群众的办证便利性。”思
茅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李江伟表示。

办 实 事   解 民 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思茅区：林木采伐许可证“网上办”

景东县：凝聚各方力量
探索健康养老新模式

西 盟 县 ：以 有 力 监 督
推动解决群众“微难题”

普洱市多措并举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记者  吕禾

（（图片由澜沧县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澜沧县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宁洱县融媒体中心提供图片由宁洱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相关新闻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高玥 
胡梅君  通讯员  罗应荣/文  镇沅
县融媒体中心/图）  近年来，镇沅
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振太镇
依托有百年历史的紫马街传统村
落资源，通过提升党组织服务功
能、盘活党群活动阵地、激发群众
参与热情，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
合”的蜕变之路，将“沉睡古村”变
为“文旅热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紫马街村是普洱市保存较为
完整、建设时间较早的传统村落之
一，2014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传统村落名录。然而，文化传承断
层、产业发展单一、开发利用程度
低等问题始终阻碍着当地的发展。
为突破瓶颈，振太镇成立紫马街党
支部党员攻坚小队，对闲置的古
宅、土地、荒山、水塘清产核资、确
权登记、量化评估，确定“保底租
金+经营分红”机制，按照一户一
策、因地制宜的思路对村民的闲置
房屋进行规划设计，在保留土墙、
青瓦、木窗等乡村风貌和特色建筑
元素的基础上，对内部进行现代化
改造，升级成为特色民宿、花园餐
厅、旅居小院，同时，在日常管理
中，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积分制
管理，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
为发展献份力”实践活动，对街道
及周边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亮化，
打造“旅居云南·寻梦紫马春秋”的

旅居品牌。
在盘活古村落资源的同时，振

太镇还充分利用好活动阵地。走
进紫马街党群游客服务中心，马
鞍、马镫、马灯等饱经沧桑的马帮
文物静静陈列。“过去的党群服务
中心功能单一，使用率也不高。”党
员李存云说。如今，党群服务中心
被升级改造为党群游客服务中心，
设立了紫马街文化长廊、创业孵化
区、紫马文创工坊等，通过实物展
陈、情景再现等方式，打造沉浸式
马帮文化体验空间，还汇聚了 20

余种 IP 衍生文创产品，党群活动
阵地从“场所”升级为“场景”，成了
集文化展示、游客服务、产业孵化
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枢纽”。

此外，振太镇积极探索“支部+
业态+群众”运营模式，举办“紫马
夜市”，组织篝火晚会、非遗展演、
美食大赛等活动，鼓励村民及附近
的创业者、手艺人利用自家庭院开
办特色农家乐，种植草莓、葡萄等
特色水果，打造“一院一主题”特色
生态小院、花园餐厅，不断激发群
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让村民们

实现从“旁观者”到“主人翁”的转
变。

目前，紫马街通过设立流动摊
位，吸引 60余户农户开摊入驻，带
动周边群众直接经济收入 30余万
元。自紫马夜市开街以来，创造了
商贩、运输、服务、清洁等 100余个
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就地
就近就业创业。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https://yndaily.yunnan.cn/
content/202507/09/content_
269784.html）

镇沅县紫马街村：从“沉睡古村”到“文旅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