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市委书记李庆元专题调研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对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曼海村民小组以党建为引领、
以农民为主体、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市学习推广墨江农文旅高质量
融合发展的“曼海经验”。近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采访小分队，深入该组进行了调研采访，解码墨江曼海
在“活”字上做文章、在“变”字上求突破，“三活三变”推动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成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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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普 洱 市 纪 委 监 委）   
“你好，请帮我预订今天下午 8人份
的公务餐，用餐者会自行支付餐
费。”近日，普洱市直某部门办公室
工作人员打电话至普惠食堂，协助
安排公务用餐。

接待单位协助安排公务餐、接
待对象自行付费用餐，现已成为普
洱市规范公务接待的新模式。

“经查阅资料发现，2021 年至
2023 年公务接待中，市直 5 家部门
存在一函多餐、无公函接待、陪餐
人数超标等 12个方面问题。”

今年 4 月，收到省委巡视移交
普洱市立行立改问题后，市纪委监
委紧盯问题，即查即办、立行立改，
督促相关单位清退违规接待费用，
对未按规定收取接待对象伙食费
的，督促补收，并对相关责任人作
出严肃处理。

“利用公务接待之名违规吃
喝，是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严
重损害党的形象，必须坚决整治。”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深
化整治违规吃喝问题要聚焦源头
治理，推行公务餐势在必行。

该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
监督”职责，督促市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等职能部门深入调研、多方论
证后，指导、督促普惠食堂、国投食
堂设立市级协助公务餐用餐点。

“2 个公务餐用餐点现有的接

待设施均能满足正常的公务接待
需求，不用再投入资金建设，这既
符合《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要求》和过紧日子要求，也可利用
其现有的接待水平和服务能力，推
介普洱特色产业、文化和餐饮。”市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在公务餐用餐点，按照荤素搭
配合理设置自助餐，用餐人员根据
需要自行取餐，避免浪费，取餐后
直接扫码支付，方便快捷的同时，
也节约时间、节约用餐成本。按照
《普洱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
理实施细则》有关要求，公务餐按
每人每餐 40元的标准进行缴纳。

据悉，自 5月份试运营以来，市
级 2个用餐点共接待 158人次，10县
（区）用餐点共接待12000余人次，广
大党员干部都积极支持配合。

“设立公务餐用餐点，从根源
上把原来‘谁接待、谁出钱’的公务
接待方式变成了‘谁用餐、谁出
钱’，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公务接待
违规吃喝等问题。”市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公务
餐有序运营，同时督促各县（区）、
乡（镇）整合机关食堂等现有资源，
设立公务餐食堂，全面规范公务接
待管理，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切
实把中央和省委、市委坚持过紧日
子的要求落到实处。

在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
碧溪村的西南角，紧邻着墨临高
速，一个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
拉祜族、基诺族等民族和谐聚居、
名为曼海的村寨，正以其独特的

“三活三变”方式，书写着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崭新篇章。曾经，曼海村
民小组也面临人均耕地少、闲置土
地多、村民外出务工导致劳动力减
少等发展困境。近年来，曼海村民
小组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农民为
主体、以改革为动力，盘活资产变
村寨为经营场所、用活优势变资源
为经营产品、激活动力变农民为经
营主体，形成了推动农文旅高质量
融合发展的“曼海经验”。
  

盘“活”资产
“变”村寨为经营场所

出墨临高速碧溪收费站，“墨
江县联珠镇乡村振兴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标识引人注
目。再往里走，是该示范园的子项
目——曼海村民小组乡村振兴美
丽村庄建设项目。在这里，每当清
晨，村里的孩子在“森林魔网”上尽
情跳跃，嬉戏打闹；每当假期，高校
的研学团队沉浸在非遗体验中心，
亲身体验竹编、刺绣、扎染等传统
文化的魅力……

该项目以“墨江县非物质文化
体验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村”为定位，按照“美丽村
庄+创业部落+非遗研学中心”的发
展思路，由曼海村民小组引入专业
运营团队参与策划，采取“边招商、
边建设、边运营”的模式，成立了一
个新型经营主体公司（由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运营公司、村民、社
会方多方构成）运营管理政府投入
的可经营性设施，作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引擎，带动农民和招商引资
方盘活村民闲置资产，提升村集体
资产的价值，实现了项目建设与乡

村发展的高度融合。
同时，曼海村民小组制定了新

的村规民约，把村集体土地、树林、
鱼塘和政府投入的可经营性设施，
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改革，实现社会化服务、
产业化经营；制定合理的土地流转
政策，通过土地的兼并及入股，形
成新型业态发展，让农民凭股权证
书参与村集体资产经营收益分红。
这样一来，不仅有效整合各方力
量，推动村寨转变为经营场所，还
让农户参与到村庄整体发展中来，
农民对村寨管理与经营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曼海村民小组走上探索
新型基层治理和高效乡村运营模
式相融合之路。

项目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正式
开工，到今年 6 月建设完成，曼海
村民小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废弃的烟房、广场变为民宿、
研学中心、竹编非遗展示中心、田
园会客中心等场所。游客可以在
此亲身感受各个民族文化的深厚
底蕴，体验独特的乡村生活，村民
则实现了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2月，央视
新闻直播间栏目走进“曼海村晚”，
向全国观众展示了曼海村民小组
农文旅融合的新风貌，曼海村的知
名度得到了极大提升。截至目前，
曼海村民小组共接待游客 4 万余
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0余万元。

碧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胡其岗感慨道：“如今，村里的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都得到
了显著提升。村集体经济也得到
了盘活，收益达到了 13 万元。好
的项目，好的运营，让村民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
  

用“活”优势
“变”资源为经营产品

在曼海村民小组，一根小小的

竹子能变身竹编工艺品，成为非遗
产品和研学课程；少数民族文化元
素被巧妙地融入乡村旅游产品和
文创产品中；老乡们用巧手，为游
客们制作紫米梗、麻脆等特色美食
……通过有效利用农业资源、文化
资源，曼海村民小组的优势资源被
赋予了丰富的价值，变成了经营产
品。

竹编技艺在曼海村民小组有
着悠久的历史，组内 80%的农户掌
握竹编技艺。曼海村民小组充分
挖掘当地非遗竹编文化资源，打造
出乡村非遗体验中心，内设文创产
品展示区、非遗体验空间等多个功
能区，并整合了竹编、扎染、刺绣、
陶艺等非遗体验项目，以及研学交
流和互动传习等多种功能，为广大
游客、学生等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
和体验墨江非遗文化的全方位平
台。“非遗研学旅行”是曼海村民小
组的一个特色经营项目，该项目以
乡村非遗体验中心为平台，签约非
遗大师，系统性开发出非遗文化的
教育、传承、弘扬的研学课程体系。
6月以来，曼海村民小组已吸引多
地的研学团队前来研学，累计接待
2400 余人，研学综合收入约 36 万
元。

看着学生们的收获，云南林业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金会林非常欣
喜：“当地农户指导学生，将竹编做
成精美工艺品、景区竹编装饰品；
学生则利用自己专业所学帮助农
户做店面门面提升和新媒体宣传。
这种研学活动很有意义，让学生与
农民实现了优势互补，让学生既有
了体验感，又可以真正地帮助农
户。”

研学课程的开展，村民白树清
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农忙时，他
生产劳作，做竹编背篓、竹编簸箕
等去集市卖；农闲时，他到非遗体
验中心当非遗体验老师，可以拿到
课时费——他的竹编手艺转变成
了经营产品。除了白树清，变身为
老师的还有掌握刺绣、扎染、陶艺
等技艺的农户。
  

激“活”动力
“变”农民为经营主体

在曼海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曼海村民小组通过党建引领、
公司带动、农民参与，农民的思想
观念极大改变、农业技能显著提
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真真正正
变成了经营主体。

曼海村民小组距碧溪古镇仅
3.8 公里。过去，农户李成梅在田
间劳作之余，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古
镇与家之间，只为卖上几份炸洋
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党委政府、优秀企业的引导
带动和有效培训下，通过村集体流
转农户宅院，李成梅在农户朱荣的
庭院中经营起了一家名为“豆花小
院”的别致小店。该店被她打理得
井井有条，绿植环绕、花木繁盛，开
放式的操作间干净清爽。她和女
儿白秀美还研发了“茶水豆花”“七
彩狼牙土豆”等特色小吃，豆花小
院也成了曼海村民小组的必打卡
之地，让游客流连忘返。如今，豆
花小院的生意兴隆，单日营业额最
高时达 1000元。  （下转第 2 版）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杨 媚  任 奕  
吴妍莹）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在深化基层治理过程中，紧
扣民众关切的“堵点”与“难点”，强
化党组织核心作用，注重资源高效
整合，推动治理模式持续创新，显
著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宁洱镇西城社区是城关镇的重
要组成部分，下辖 35个居民小组，居
民总数逾 16000人。针对老旧小区
集中、事务繁多的现状，社区创新实
施“党建+网格+N”模式，通过建强

“一座”战斗堡垒，织密“一张”社区
网络，优化“一方”小区空间，探索

“一条”治理路径的“四个一”举措，
精准对接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如翠茗苑
小区的车位乱停、商贩占道、杂物堆
积等现象得到根本改善，小区环境
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现在小区环境既美观又整洁，
社区工作真是细致入微，住在这里幸
福感满满。”居民李应书由衷感慨。

此外，“四个一”模式还促进了
相邻老旧小区的融合，拆除围墙，
搭建连心桥，拉近邻里关系。同
时，完善居民公约，鼓励党员和住
户参与公共设施维护，激发了居民
的主人翁意识，使小群体能够融入
微治理，发挥大效能。

宁洱镇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马应思表示，社区已成功
在源头化解小矛盾，对于复杂问题
则及时上报并协调解决，确保每件
事都有回音。

东城社区则另辟蹊径，通过成
立集体公司，精准对接社区内大龄
待业青年，根据其技能特长分配至
水电维修、家政服务、快递配送等
岗位，有效缓解就业难题。

在维护外部环境方面，凤阳社
区对东洱河水库实施“书记巡河+
网格巡查+民间河湖长”的全方位
管理模式，聚焦水资源保护、岸线
管理、污染防治、环境治理及生态
修复，及时整改问题，显著提升河
道生态环境，为社区营造了稳定、
和谐、有序的发展氛围。

“常态化清理行动不仅改善了
河道环境，还带动了周边居民参与
清河志愿服务，共同守护美丽河
湖。”凤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李东益说。

随着社会治理的持续优化，宁
洱县民生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居民
生活面貌焕然一新，生活质量大幅
提升。近年来，宁洱县荣获“省级
先进平安县”“全国信访工作示范
县”等殊荣，正逐步成为更加宜居、
宜业、宜游的典范之地。

本报讯（通讯员  肖宇雪  和世
权）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聚焦
党员力量凝聚、活力激发与干事动
力增强，不断创新党员教育管理路
径，激活教育管理新生态。

紧抓“关键点”，强化责任体
系，筑牢教育基石。印发《江城县
2024 年党员教育培训要点》，确立
全年党员教育培训重点，实施“1+
N+N”协同机制，由县委组织部引
领，多部门协作，各党（工）委具体
执行。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纪学习教
育及“五抓五促”等核心任务，精心
设计培训内容。构建云岭先锋县
级师资库，汇集县委党校教师、单
位负责人、优秀党务工作者及农村

“领头雁”等 124名讲师，通过“菜单
式”教学，精准对接党员多元学习
需求。

围绕“主干线”，创新学习模
式，丰富教育平台。做实“三会一
课”，创新学习形式，鼓励党员讲述
红色故事、诵读红色家书、传唱红
色歌曲，并前往红色教育基地及警
示教育基地开展实践活动。月度
发布支部主题党日清单，明确活动
主题和学习内容，领导干部率先垂
范，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

聚焦“影响面”，强化实干精
神，提升教育成效。深化“万名党
员进党校”活动，针对不同领域党
员需求，定制培训内容：机关党员
强化政治理论，农村党员提升致富
技能，非公企业党员精进专业技
能，分批次有序实施。围绕主责主
业，为乡（镇）组织人员及乡村振兴
干部定制专业培训，加速村干部能
力与学历“双提升”行动，促进教育
成果有效转化。

县区
看台看台

宁洱县：
找准“小切口”  办好“大民生”

“活”字上做文章   “变”字上求突破
解码墨江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曼海经验”——

江城县：
“点线面”并进  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升级

▱记者  徐一丹  于飞  易垚宽  鄢凡凯/文  墨江县融媒体中心/图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珠镇
碧溪村曼海村民小组发展农文
旅的典型经验，有个重要诀窍，
在于农户。农户是指农民加农
家，即要思考生活在农村生活的
农民能做什么，坐落于农村的农
家能做什么？

通常，我们总是认为农民是
第一产业的主体，耕作种田可
以，进入第三产业，就无法有效
发挥作用。其实这是失之偏颇

的，曼海村民小组的成功恰恰在
于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农民在
产业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有了他
们，农文旅才有了人力支撑。他
们热爱农村、了解农村、懂得农
村，也只有他们才能充分讲好并
用好农村之美，用自己的热爱感
染更多的人爱上这片土地，来到
这片土地，实现人气和财气双涨。

而且每家每户各有特色，各
有故事，各有技能，这些都是农

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迥异
于城市旅游的独特优势，打开农
家的门，让农民走出来，让游客
走进去，整个村寨就是经营场
所，不同的资源就变成了经营产
品，有的产品是有形的，比如文
化遗产产品，有些产品则是无形
的，比如历史人文故事，这些都
是别处没有只此一家的，会给游
客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感，让游
客不虚此行。

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
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
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恰是
农文旅的发展图景，将产业场景
化、场景产业化，“田家”有绿树、
青山等生态优势，有场圃、桑麻、
菊花等独特场景、话题，还有鸡
黍等生态特色美食，结果是“还
来”——来了还想再来。

打开农家门  做活农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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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张国营

普洱市深化整治违规吃喝问题
设立公务餐用餐点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