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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文思琦  竺
海兰）  连日来，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残联联合墨江县人民医院、各
乡（镇）开展“集中+上门”评残办
证服务活动，更好地服务残疾群
众，有效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

在墨江县残联集中评残办
证现场，县残联工作人员和县人
民医院评残专家按照残疾人证
评定标准和程序，仔细检查残疾
人身体状况和病历资料，认真评
估、严格评级，确保评定的准确

性和公正性。同时，针对行动不
便的残疾人，组成工作组到各乡
（镇）开展上门评残办证服务，确
保残疾人证“应办尽办”，惠残政
策“应享尽享”。

据悉，为解决残疾人的实际
困难，墨江县残联每年都组织集
中或上门评残办证服务工作。
今年，共到 15个乡（镇）为 500人
办理残疾人证，其中上门服务瘫
痪在床、行动不便等残疾人 162
人。

墨江县开展评残办证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柳  毛佳
月）  日前，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联
珠镇回归社区上菜园村民小组
举行发放集体经济高考升学奖
学金表彰会，为 3名高考学子送
上 16000元奖学金。

“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像他们
一样，站在领奖台上，接受那份
荣誉和掌声。”初中生王悦欣看
到学长学姐们考上大学领到奖
学金后激动地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上菜园村民小组因地制

宜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年收入
10 万余元。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后，上菜园村民小组拿出部分
资金奖励高考优秀学子，进一
步激励村民重视教育，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上菜园村民小组高
考奖学金设立了五档奖励标准，
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奖励
10000元，985院校奖励 8000元，
211院校奖励 6000元，其他一本
院校奖励 4000 元，公办二本院
校奖励 2000元。

联珠镇回归社区
用集体经济收入奖励优秀学子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柴 婧  李
美芳）  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陆
续投递到位，大学生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迎来办理高峰。连
日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全面
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
作，助力莘莘学子圆梦大学。

在墨江县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窗口，许
多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正在
咨询、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

作人员仔细核对申请人员信息
材料，解答相关问题，为符合条
件的学生办理助学贷款。

据了解，2024 年可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为全日
制普通本科、专科学生每学年
16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学年
20000 元。截至目前，墨江县已
办 理 1466 起 ，贷 款 金 额 达
1794.4 万元。

墨江县生源地助学贷款
圆学子大学梦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柴 婧  李
美芳  段竑美）  近年来，墨江哈
尼族自治县立足实际，把扩大
就业与发展产业紧密结合，加快
发展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地就近就业，不断提升村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进墨江县通关镇新武社
区白及种植基地，前来务工的
村民忙着松土、挖坑、移栽白及
苗。“在基地务工 6 年，可以照
顾家里，除了务工收入，还流转
了 6 亩土地，每亩 1200 元，一年
收入大概有 2 万元。”村民杨梅
说。

目前，白及种植基地、白及
初制加工厂、白及观光采摘园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周边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
在家门口端稳就业增收的“铁
饭碗”。

近年来，墨江县通关镇以
党建为引领，通过成立村级劳
务合作社、“零工驿站”等方式，
打造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平台，
积极带动群众就近、灵活就业。
截至目前，通关镇实现转移就
业 10569 人次，其中就地就近转
移就业 5312 人次，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通关镇：发展产业 扩大就业容量

沿着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那哈乡
那苏村刺竹林茶山蜿蜒的公路一路
向前，3000亩茶园映入眼帘，随处可
见茶农忙碌的身影。这条公路既是
村民茶叶生产的要道，也是以村民
自建模式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共
投资 400 万元，实施道路硬化 7.3 公
里。平坦的硬化道路从家门口直通
茶园，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出行
条件，为当地产业发展、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注入强劲动力。

村民自建自管

推动项目落实落地

项目充分发挥以工代赈的帮扶
政策作用，由村民自建、自管、自用，
激发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乡、
村两级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项目理事会，
具体负责材料采购、器械租赁和用
工等关键事项，并聘请专业监理人
员全程监管，实行工程“日报表、月
通报”制度。同时，村党总支协同村
监督委员不定期开展检查，紧盯用
工管理、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公示
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群众监督，确保
以工代赈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群众参与获益

家门口实现就业

以工代赈项目秉持“先有群众，
后有项目”的原则，积极搭建“管理
—技术—劳务”人员组织体系，组织

开展劳动力摸底调查，结合项目用
工需求，招引有工程管理经验的乡
贤能人参与项目管理，吸纳本土能
人负责施工技术，重点聘用易地扶
贫搬迁户、监测户和脱贫户，增加低
收入群体的收入。同时，树立“授人
以渔”的用工导向，采取“培训+上岗”
方式以工代训，提升群众干事创业本
领，让村民从“力工”变“技工”。截至
项目完工，共吸纳群众务工 130 人，
其中低收入群体 70 余人，共发放劳
务报酬100余万元。

“由于要接送孩子上学，无法外

出打工，经济压力较大，以工代赈项
目不仅给了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
还学到了施工技术。路好走了，茶厂
办起来了，茶叶收购价也提高了，这
条路就是我们的‘致富路’。”参与项
目建设的脱贫户白东晨说。

夯实基础促发展

聚焦产业助增收

要致富，先修路。以工代赈项
目解决了茶产业发展的交通基础问

题，那哈乡跟进实施茶叶加工厂功
能提升改造，完善的产业基础设施
和规模化的茶产区迅速吸引经营主
体进驻。此外，那哈乡采取“企业+
村集体+农户”形式，企业与农户建
立“双绑”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固
定+提成”的模式，预计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可达 15万元。

泥巴路变“致富路”，产业顺势
而发。以工代赈项目作为“小支点”
撬动当地“大产业”发展，实现以项
目带产业，以产业促增收，让群众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柴 婧  李 美 芳  
周永兴）  近年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全力推进橡胶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
大橡胶产业链，促进胶农增收的同时
带动部分胶农化身“产业工人”，进一
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橡胶是墨江县泗南江镇支柱产
业之一，橡胶种植面积 8万余亩。走
进泗南江镇，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映入
眼帘。在云胶集团墨江公司坝沙田
制胶厂，工人们正忙着将收购来的橡
胶进行压片、清洗、打包。村民李春
来说，家里有 2 人到制胶厂务工，一
个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照顾家里也
方便。

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云胶
集团墨江公司依托“双绑”机制，为胶
农提供场外期权补助、橡胶种植保
险，同时对村级集体经济进行奖励。
在保障橡胶产业发展的同时，公司设
置了“扶贫车间”，为附近胶农提供季
节性务工岗位，帮助胶农实现多渠道
增收。

除了依托当地企业促进就业，泗
南江镇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乡村公
益性岗位安置等多种方式，积极带动
更多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截至目前，
泗南江镇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335 人次，其中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7713人次。

泗南江镇：发展橡胶产业 群众家门口就业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刘 春 云）  
日前，中国水权交易股份有限公
司正式出具一份墨江哈尼族自
治县水权交易鉴证书，标志着墨
江县水权交易实现零的突破，在
水资源优化配置管理和水利市
场化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次水权交易为国家能源
集团云南电力有限公司普洱分
公司向云南海王水产有限公司
协议购买 1000 立方米地下水取
水权，交易单价为 1 元/立方米，
交易期限为一年。

首单水权交易填补了墨江
县水权交易空白，打破了传统水
资源管理的固有模式，通过引入

市场机制，激发了经营主体参与
水资源保护和开发的积极性，推
动水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和完善，
让水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
域流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和保
护，助推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

墨江县将以首单水权交易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水权交易改
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拓展
水权交易范围和形式，不断提升
水资源管理科学化、市场化水
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坚实的保障。

墨江县完成首单水权交易

本报讯（墨江县委办）  今年
以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委办多
措并举推进基层减负，为深化改
革、提升治理能力提供坚强保障。

用好“指挥棒”为基层减负。
精简考核指标，转变考核方式，
整合专项考核，将乡（镇）考核分
值由 1000分减为 326分，考评指
标从 33 项调整为 26 项，将部门
考核分值由 500 分减为 160 分，
精简各项指标考评内容 30％以
上，查阅台账资料考评事项不超
过全部考评内容的三分之一，推
动看“资料”、查“痕迹”向考“实
绩”、看“潜绩”转变。

降频“督检考”为基层减负。
严格“督检考”计划和备案管理，
采取部门申报、分类统筹、集中
审核的方式，科学编制年度计
划，2024年县级“督检考”计划事
项 45 项，同比减少 10％。严格
执行“一事一报”制度，年度计划
外需要开展督查的事项必须报
县委、县政府审批。督促指导部
门综合运用“四不两直”“明察暗
访”等方式开展督查检查，严控

检查总量和频次。
破除“文山会海”为基层减

负。建立会议报批制度，由县委
办公室对拟召开的会议进行审
核把关，参会人数控制在 150人
以内；建立完善的发文立项会商
和前置审核机制，对年度发文实
行总量控制，按季度进行监测，
对超限发文开会进行预警提醒。
2024 年上半年，共发文 125 份，
开会 54次。

减载“小马拉大车”为基层
减负。梳理各乡（镇）职责清单，
编制属地管理职责清单 183项，
将 26项代缴代办代理等便民服
务事项下沉村（社区）办理，让办
事群众“只进一扇门”“只跑一
次”。严格规范村（社区）工作事
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明确
村级党组织履行职责事项 29
项，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 23
项，村级组织协助服务事项 46
项，保留村级出具证明事项 2
项，对“滥挂牌”问题开展集中清
理整治，全县 129个村（社区）牌
子统一规范到 6块以内。

又到一年烤烟收购季。8 月 25
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各乡（镇）烤
烟收购点开秤收购，一片片“金叶
子”变成了一张张“红票子”，烟农喜
笑颜开。

景星镇

本报讯（通讯员  白文芳  曾涛  
文/图）  一大早，烟农们满载烟叶陆
续到景星镇烟叶工作站交售，工作
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初拣、分级、过
秤、打包，现场繁忙而有序。

“我家今年种了 14 亩烤烟，质
量不错，今天交了 160 公斤，收入
5300 多元，对发展烤烟产业很有信
心。”景星镇曼兰村烟农李荣祥高兴
地说。

开秤收购前，景星镇开展了系
统培训，制定了严格的收购标准，规
范收购流程，以确保高质量完成烤
烟收购工作。

“我们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制
定收购时间表，同时加强收购流程
监管，提高烟农满意度。”景星镇烟
叶工作站负责人林华说。

2024 年，景星镇烤烟种植面积
7050亩，预计收购烟叶 19000担。

龙坝镇

本报讯（通讯员  薛思思  李顺
春）  走进龙坝镇烟叶工作站的各烟
叶分拣点，工作人员先对烟叶进行

初选分拣，再打包运往烟站进行定
级交售。

“今天是开收的第一天，计划收
购勐里、竜宾、石头 3 个村 6 个村民
小组的烟叶，预计收购 7吨左右，明
天就能把钱打到烟农账户上。”龙坝
镇烟叶工作站工作人员李波说。

开收前，龙坝镇广泛开展烤烟收
购工作动员和培训，并安排人员轮流
值班查看收购情况，紧盯安全生产环
节，为烤烟收购工作保驾护航。

孟弄乡

本报讯（通讯员  李思杭  张菊
梅）  晨光初照，孟弄乡烟叶工作站
已是人头攒动，烟农们将一捆捆金
黄的烟叶摆放在指定区域，工作人
员进行分选、定级、称重、打包、入

库，整个流程有序高效。
“我家种植烤烟已经有 10 多

年，今年种了 30亩，通过种植烤烟，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孟弄乡胜
利村烟农刘进荣说。

近年来，孟弄乡采取“政府主
导+合作社实施+农户参与”的模式，
加大技术指导、配套设施建设和政
策支持力度，努力实现烤烟质量和
产值“双提升”。

2024 年，孟弄乡烤烟种植面积
3890亩，涉及烟农 263户，预计收购
烟叶 10500担。

鱼塘镇

本报讯（通讯员  杨清云）  一大
早，鱼塘镇工作站就呈现出一派繁
忙有序的景象。烟农们按照预约时

间，将一捆捆“金叶子”运送到收购
点，经过工作人员的严格筛选，合格
的烟叶将被送到分级区进行专业分
级，并根据等级进行定价。

收购首日，鱼塘镇收购烟叶
29.48吨。

龙潭乡

本报讯（通讯员  罗春梅）  在龙
潭乡烟叶工作站，一辆辆满载“黄金
叶”的车辆缓缓驶入，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收购景象。

2024 年，龙潭乡共种植烤烟
4340亩，涉及烟农 299户，预计收购
烟叶 11700 担。龙潭乡将按照“确
保总量、稳定质量、提高收益、强化
服务”的思路，持续做好烤烟收购各
项工作。

文武镇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伶俐）  一大
早，一辆辆满载烟叶的车辆驶入文
武镇烟叶工作站，烟农们满怀喜悦，
把烟叶交售给工作人员进行分拣、
定级、称重、入库。

文武镇早安排、早部署、早计
划、早落实，组织专业烟叶分拣员以
挂村包组包户的方式，到村组现场
指导烟农分级打包，并采取提前预
约的方式，提高烤烟收购工作效率。

2024 年，文武镇共种植烤烟
3170亩，计划收购烟叶 8500担。

墨江县：“金叶子”变“红票子”

墨江县聚焦重点靶向发力
多 措 并 举 为 基 层 减 负

▱通讯员  李东  周振  杨文艳  文/图

那哈乡：以工代赈项目带动130人家门口务工

就业增收是最大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把百姓的就
业放在重要位置，通过以工代赈、帮扶困难群体就业、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强化用工服务等举措，织密就业帮扶“一张网”，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切实
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就地就近就业惠民生

办实事   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