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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陈 娅 妮）   
2024 年以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按
照“党建引领、文旅融合、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的发展理念，围绕省委

“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持党建引
领聚合力，用活用好各级文化资源，
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
效。

夯实党建基础，筑牢战斗堡垒。
通过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三会一课”等多种形式，对《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专题学习，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强
文化阵地建设，建好用好党员活动
室、文化站等，完成 20 个乡（镇）文
化站评估定级工作。

加强示范引领，传承非遗文化。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
非遗传承进校园、进社区、进村（组）
活动，让文旅部门干部成为非遗文
化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弘扬者。通
过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
系列活动，举办“非遗购物节”为主
题的系列非遗展销惠民活动，组织
党员志愿者、非遗传承人、乡贤能人
等人才弘扬各村寨特色民风民俗，
让非遗文化在保护与传承中向新而
生。截至目前，已组织开展非遗进
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 8场次； 举
办拉祜族芦笙舞、牡帕密帕培训 2
期，覆盖群众 600余人；接待研学团
队 2批 50余人。

丰富活动载体，增强文化活力。

举办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
将党建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艺术
文化相结合，组织开展书法、绘画等
民间文化交流与公益培训活动，让
群众与传统文化、技艺零距离接触。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群
众文化紧密结合，开展送戏、送讲
座、送演出等系列文化惠民服务活
动。截至目前，已组织开展“四季村
晚”“戏曲进乡村”“文化大篷车·千
乡万里行”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60
余场，线上线下累计参与者达 36万

余人次。
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全民阅读。

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举办了“阅
见世界·听万象音”“小桔灯”亲子阅
读、传承好家风、书香军营、民族团
结故事会等阅读推广活动，满足了
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截至目前，
累计举办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
37 场次，参与群众 3106 万余人次；
开展文献流动服务 4 次，流通文献
3064册。

本 报 讯（省 委 巡 视 办）   近
日，十一届云南省委第七轮巡视
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按照省委部署，省委 10个巡
视组分别向 41 个党组织反馈了
巡视情况。会前，省委巡视组向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
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上，参会
人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有关规定，传达了省委书记
王宁在听取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
的讲话要求，向被巡视党组织领
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

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
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地区整
改责任扛得不实，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措施乏力，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两个责任”没有一贯到底，
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不深入不
具体。有的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组织部聚焦主责主业有差距。有
的金融单位服务实体经济和地方
建设有短板。有的部门和地区对
清廉云南建设重视不够，贯彻执
行“十大行动”存在温差、落差、偏
差。有的被巡视党组织“一把手”
存在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工作要求不到位等问题。

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
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省
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

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发扬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
进清廉云南建设，巩固和拓展发
展、反腐、惠民互促共进的“云南
现象”。要切实抓好领导班子和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反馈强调，巡视整改是严肃
的政治任务，是考量立场品质能
力意志、检验“四个意识”和“两个
维护”的政治标尺。被巡视党组
织要切实担起整改主体责任，把
巡视整改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在整
改落实上见真章、求实效，对虚假
整改、敷衍整改等行为要重点惩
治。主要负责人要承担巡视整改
第一责任人责任，当好“施工队
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

“一岗双责”，统筹抓好分管领域
整改。

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
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责
任，在抓好自身整改任务的同时，
加强对巡视整改的日常监督。有
关部门和地区要统筹用好巡视成
果，深入研究巡视发现的共性问
题和深层次问题，举一反三改进
工作，推动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机
制，促进源头治理。

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
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已按有关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本报讯（记者  于飞）   7 月 16
日，市委书记李庆元深入思茅区专
题调研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省
委提出“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
抓发展就要抓好营商环境”的理念
要求，以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为目
标，以制度机制体系建设为牵引，
以项目政策落地见效为导向，以服
务对象认可满意为标准，以加强作
风效能建设为保证，推动全市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持续改善、持续升
级。

李庆元先后深入市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实地调研了“高效办成
一件事”“我陪群众走流程”等工作
情况；深入思茅区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调裁中心、诉前委派调解
中心，详细了解涉企案件纠纷调
解、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工作情
况；深入市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
科，仔细询问市级工作运行、作用
发挥和测评考核等情况。调研结
束后，李庆元在市发改委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部门工作情况汇报。
在调研与座谈时，李庆元与大家一
道分析形势任务，查找问题短板，
提出办法举措，明确工作要求。

李庆元指出，营商环境的好坏
是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

也是政务服务水平的综合反映。
要以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量，对照
一流找差距、抓整改，锚定一流定
措施、抓落实，全周期发力、全要素
保障、全流程提速、全方位推动，推
动全市营商环境迈入全省前列。
要以制度机制体系建设为牵引，落
实制度、完善制度、创新制度，充分
发挥市、县（区）领导干部挂联民营
企业、政企双月见面会、政企沟通
圆桌会议等制度的作用，把该办的
事办好，该管的事管住。要以项目
政策落地见效为导向，正视问题、
找准问题、解决问题，打通营商环
境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做到

“有事好办”与“把事办好”有机统
一，让招引的项目和出台的政策落
得下、落得快、落得好。要以服务
对象认可满意为标准，杜绝衙门作
风、官僚主义，摆正公仆地位、服务
姿态，建立“局长坐诊接诉”“走流
程”等机制，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
公里”，提升服务对象的认可度满
意度。要以加强作风效能建设为
保证，发改、政务、投促等部门要加
强综合协调、统筹调度、全程推动，
纪检监察、组织、宣传等部门要强
化监督检查、奖惩激励、媒体曝光，
压实各方责任、形成整体合力、提
升工作质效。

李旭东参加上述活动。

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蓬勃生机，也为非遗保护传
承提供了难得机遇和良好条件。
近年来，普洱市通过系统性保护
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非遗+”逐渐融入现代生活，变得
可见、可触、可感，焕发出崭新而
持久的生命力。

截至目前，普洱市共有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747
项，代表性传承人 1438人，民族传
统文化保护区 24个，非遗传承基
地 25 个，非遗工坊 29 家，全国非
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 4个。
2022 年，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作
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景迈山秘境茶旅体验活动入
选 2023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非遗
与旅游融合特色活动典型案例。

“非遗+客厅”
出圈更出彩

“象脚鼓是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傣族重要的打击乐器，同
时受到拉祜族、布朗族等少数民
族的喜爱。”象脚鼓制作技艺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岩春在普洱非遗客
厅向游客讲述象脚鼓的故事。

普洱非遗客厅除了陈列着岩
春制作的象脚鼓之外，还有黑陶、
土陶、傣族织锦、金水漏印等多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定期开展非
遗现场体验、庭院小剧场、非遗课
堂等非遗展示宣传活动。

“傣族的金水漏印采用阴刻
手法完成图案刻板，再用金粉拓
印，制作成金色的图案，展现出浓
郁的傣族文化……”马来西亚社
交媒体主编新月在普洱非遗客厅
体验金水漏印工艺后感到很新
奇，他说：“在普洱非遗客厅，我见
到了普洱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了新的认识。”

为了激发非遗传承人的生产
动力，创建非遗消费新场所，普洱
市在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基础
上，开发了以民族服饰、民族舞
蹈、非遗餐饮、民族手工艺品等为
主题的旅游产品及文创产品。

2021 年，普洱市挂牌成立了
云南省首个“非遗客厅”，为本地
居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文化体验和
休闲消费的综合性场所，也为普
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起了一
个集展示、科普、宣传销售于一体
的平台。2022 年，普洱市第二个

“非遗客厅”在上海市金山区田园
景区设立。

此外，普洱市借助新媒体平
台展播当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和内容，进一步提高全社会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于每
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开
展线上线下活动，通过非遗技艺
展示、非遗产品销售、非遗成果展
览等形式扩大非遗传播面，受到
了网友的欢迎。

“非遗+旅游”
让“景”上更添花

普洱茶马古道旅游景区定波
湖畔的咖啡馆，另一个身份是“非
遗体验馆”。游客喝咖啡、观风景
的同时，可以欣赏非遗产品竹编、
黑陶等，并体验竹编小船、竹编香
笼、竹编铃铛等项目。

游客杜福媛一家到普洱游
玩，在定波湖观看了大型沉浸式
水舞秀《马帮情歌》，还体验了竹
编小船制作，她说：“能够在逛景
区的时候体验竹编制作技艺，感
觉很有意思。”

近年来，普洱市开发了一批
以民族服饰、民族舞蹈、民族节
庆、民族餐饮、非遗文创和民族特
色村镇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产品，
并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
进酒店、进民宿，促进非遗与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   （下转第 2 版）

李庆元专题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时强调

以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
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持续改善持续升级

十一届云南省委
第七轮巡视完成反馈

保护耕地人人有责
粮食安全人人受益

拓展“非遗+”新场景
点 燃 消 费 新 引 擎

普洱：

▱记者  徐一丹  魏大良  范晶晶

本 报 讯（记 者  于 飞）   7 月 17
日上午，普洱市第一届运动会在市
体育中心万人体育场开幕。普洱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刚致辞并宣布普
洱市第一届运动会开幕，云南省体
育局副局长张晓憬出席并致辞。普
洱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任
远征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鸿
彬、市政协主席陆平、市政府副市长
别燕妮出席。

王刚代表市“四班子”向全体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致
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
持普洱体育事业发展的省体育局及
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
育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普洱坚持把

体育事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
途径，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重要载体，一体推进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
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全市体育运动
氛围日益浓厚，全民健身热情持续
高涨。新征程上，希望全市各族人
民为更美好的普洱奔跑、奋斗，以奋
进姿态和奔跑状态共同绘就一幅幅
拼搏向上、健康和谐的时代画卷。
希望运动员能在比赛中超越自我、
成就梦想，我们的生活因健康而更
加丰富多彩，普洱的明天因运动而
更加灿烂辉煌。

张晓憬代表云南省体育局向本
次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

普洱各族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
说，普洱市第一届运动会的举办，不
仅是对普洱过去体育事业发展的一
次集中展示，更是选拔青少年体育
人才、促进民族团结、丰富全民健身
活动的重要载体。我们期待通过本
次运动会的选拔，能够涌现出更多
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为云南体育
强省建设，为云南体育事业积极贡
献力量；我们相信通过体育这一共
同语言，普洱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经济社会
繁荣发展；我们相信社会各界人士
将会继续关注普洱体育事业发展，
共同培育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运动
员，为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贡献。

开幕式上，举行升旗仪式，运动
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宣誓，观看“强
国复兴有我们”主题文体展演。据
介绍，本届运动会由云南省体育局
指导、普洱市政府主办，普洱市教育
体育局、普洱市总工会、思茅区政
府、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政府承办，于
7 月 17 日至 29 日分别在思茅区和
墨江县举行，设青少年组和职工组
两个组别，青少年组共 199支队伍、
2299名运动员参赛，职工组共 12支
队伍、604 名职工参赛，239 名裁判
员、106 名工作人员为此次比赛服
务。

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区）相关
负责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
工作人员参加开幕式。

以奋进姿态和奔跑状态 绘就拼搏向上健康和谐的时代画卷

普洱市第一届运动会开幕

相关新闻

普洱市第一届运动会精彩瞬间

激烈的排球比赛激烈的排球比赛。。    （（记者记者    王承吉王承吉      摄摄）） 跳远比赛展风采跳远比赛展风采。。    （（记者记者    王承吉王承吉      摄摄））

澜沧县：党建聚力暖人心 文化惠民进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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