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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春耕服务要“脚底沾泥”
尹苑岭

◆通讯员 张 萍

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更是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的关键
环节。永善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抓实乡村治理，交出了平安永
善、法治永善建设的高质量答卷。

织密网格 群众参与率更高
为全面提升网格精细化治理水

平，永善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
夯实基层力量入手，推动社会治理触
角向楼栋、院落、住户等末梢延伸。该
县充实调整驻村蹲点干部及移民政策
宣讲员 386 名，形成齐抓共管的治理
格局。

同时，永善县优化“五户联防、十
户联治”微网格 1.3万个，选聘微网格
员1.3万名，带动广大热心党员群众参
与，让人人都成为网格的信息员、巡逻

员、调解员、服务员、宣传员。例如，墨
翰乡调整充实了“红袖标”治安志愿巡
逻服务队 10支共 174人，成为掌握治
安动态的“信息员”“流动哨”“协防
员”，为守护百姓平安筑牢了屏障。

解决难事 群众获得感更足
“我们私堰四组与私堰一、二组

的林权纠纷，原来在老社长手里多次
调解未果。经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组
织调解员入户走访三个组的知情老
人，了解纠纷的真实情况后，多次协
调群众代表，最终达成一致协议，我
心头的这块石头也放下了。”溪洛渡
街道新拉村私堰四组组长王正怀深
有感触地说道。

永善县充分发挥网格员、乡贤能
人、“法律明白人”等力量，将各类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近年来，有效解决
了红阳小区问题楼盘、溪洛渡三四组

移民新村项目建设、务基“七里半”荒
山权属纠纷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群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做好服务 群众幸福感更可持续
“在这里上班，既能照顾家又能

挣钱，真是太好了！”在永善红光就
业帮扶车间的云南钜盛电器科技有
限公司，务工人员文兴会熟练地组
装 着 电 器 零 部 件 ，言 语 中 满 是 喜
悦。为帮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永
善县打造了“家门口”的务工车间，
目前已建成 28 个就业帮扶车间，吸
纳当地群众 990 人就业，实现了挣钱
顾家“两不误”。

在基层治理中，永善县始终把维
护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重点人群、“一
老一小”、劳动力就业等问题，采取务
实有效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做到处处
有回音、事事有安排、件件有着落。

该县通过开办幸福餐厅、寒暑假
期托管班、“儿童之家”，干部结对等措
施，让2745名留守老人和6768名留守
儿童实现“老有颐养、幼有善育”。仅
2024年寒假，就在红光九年一贯制学
校、城南小学开办两个托管点，通过开
设16门特色课程，为孩子们提供多元
的学习与活动体验。

此外，永善县还搭建“就在身边”
就业创业平台55个，打造“善果工匠”

“金沙江建筑工”“永善纺织工”等劳务
品牌，通过发展产业促进就业一批、产
业园区吸纳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带动
就业一批、帮扶车间解决就业一批、公
益性岗位安置就业一批、支持返乡群
众创业就业一批的“六个一批”举措，
帮助7万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永善县着力提升治理效能——

多元善治 共享平安

春分时节，水富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农业生产，
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图为水富市云富街道高滩
村村民在地里锄草。

通讯员 狄廷秀 摄

水富抢抓农时生产忙

本报讯（通讯员 朱 睿 陈际群 文/图）近日，大关县
迎来了明前茶的采摘期。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区域，茶
农们纷纷走进茶园，采摘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清晨，薄雾笼罩着茶山，翠华镇永康村的茶园里已
是一片繁忙景象。茶农们背着竹篓穿梭在茶园中，手指
在茶树尖飞舞，熟练地采摘着鲜嫩的芽尖，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一大早，68岁的宋仁秀老人将采摘的新鲜茶叶卖给
了收购商，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她高兴地说：“我家种了
14亩茶，茶叶品质非常好。春茶上市后，最多的一天能
挣360元！”

在大关云香种植家庭农场，周成云正在收购周边村民的
鲜叶进行加工。他还在永康村打造了100多亩茶园基地。
周成云说：“明前茶采摘标准严格，一般要求采摘独芽或一芽
一叶。目前，标准独芽鲜叶收购价每斤60元至70元，制成干
茶后每斤售价可达1000元至1200元；一芽一叶鲜叶收购价
每斤35元至40元，干茶售价每斤480元至600元。”

目前，大关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5.2万亩，10个乡镇
均有种植，16个重点村规模连片，覆盖6880户2.4万人。

大关首批春茶上市

本报讯（通讯员 田入尹 曹 菲 文/图）近日，盐津县
滩头乡花秋村槽头片区的蔬菜种植基地迎来了大丰
收。在莴笋地里，村民们正忙着收割、去叶、打包、装车，
将一颗颗新鲜采摘的莴笋发往数千公里外的市场。

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花秋村通过土地流转，引进
种植大户，实现科学、规模化种植。昭通星源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流转了 200亩土地种植莴
笋，采用滴灌技术进行病虫害防治、施肥、浇水，依托新
型机械化管理，节省了成本并提高了工作效率。据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莴笋亩产约 2 吨，亩产值预计可达
6000元。第一批收获的19吨莴笋将全部打包运往江苏，
后续还将运往重庆、四川等地。此外，该公司还计划进
一步拓宽与花秋村的合作，种植蜜本南瓜，以更好地联
农带农，助农增收。

盐津莴笋喜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陈继冬 陆志秋）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盐津县柿子镇三
河村的新安化工集团盐津年产 15 万
吨工业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程车
辆往来频繁，各类施工机械有序作
业，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个工
位，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新安化工集团盐津年产 15 万吨
工业硅项目，由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在
盐津成立的新安硅材料（盐津）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是昭通市加快打造

“千亿元级”绿色硅铝产业的支撑性、
关键性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3 月

启动建设，总投资 16.67 亿元，占地
350.5 亩，总建筑面积 95312.09 平方
米，土石方工程量达239万立方米，计
划建设 6 台 33000kVA 工业硅电炉设
备及配套设施。

截至目前，项目场平及边坡治理
工程已完成；生产厂房、办公楼、食
堂、余热发电站、变电站等主体建筑
已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矿热炉、
余热锅炉、除尘设备、脱硫设备正在
安装；220kv输电线路已建成，厂区内
220kv 变电站建设及电气安装已完
成；1＃至 6＃矿热炉安装基本完成；

余热发电、脱硫脱硝除尘、蓄水池等
配套设施也已基本完工。

据悉，该项目计划于 2025年 4月
正式投产运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新安集团硅基新材料的上游生产基
地，为昭通市绿色硅材一体化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整个项目建成达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以上，年缴
纳税额 1.5 亿元，并可吸纳当地劳动
力500余人就业。

为确保项目顺利投产，盐津县针
对项目进场道路运力不足的问题，整
合多方资源对道路进行修缮和加

宽。新安化工集团 15 万吨工业硅项
目进场道路全长6.157公里，分为1号
路和 2 号路。其中，1 号路全长 2.167
公里，2 号路全长 3.99 公里。云南交
投坪三线大中修养护工程现场技术
负责人何西勇表示：“在保障施工安
全和道路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正加班
加点抢工期、赶进度，预计于 4月 1日
前完工交付，确保项目按预期顺利投
产运营。”

盐津年产十五万吨工业硅项目加码提速

近日，昭通多地连降大雪，云南大
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降雪量
更是达到了15厘米，导致在此栖息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等珍稀鸟类
觅食困难。为确保保护区内珍稀鸟类
的安全，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持续为黑颈鹤投
食。图为护鹤员陈光惠在雪地里为黑
颈鹤投食的场景。据了解，陈光惠已
经坚持为黑颈鹤投食长达22年之久。

记者 张广玉 摄

雪中人鹤情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威信：山葵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详见第2版

“万亩桔园”诞生记
——详见第2版

春耕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
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系着国
家的“米袋子”，关乎国计民生。2025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增强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基层
干部助力春耕指明了方向。

然而，当前春耕服务中的形式主
义问题尤需警惕。有的干部把田间当
秀场，蜻蜓点水式留痕，宣传镜头里热
火朝天，实际问题却悬而未决；有的农
技培训沦为“花架子”，专家讲授“阳春
白雪”，农民听得“云里雾里”；更有些
地方农资配送存在“断头路”，信息梗

阻导致化肥农药错配误时。这些“面
子工程”不仅耗费行政资源，更在干群
之间筑起无形藩篱，长此以往恐将动
摇农业根基。

春耕不等人，农时贵如金。基层干
部必须提升专业能力，精准对接农民需
求，以“惜春如金”的紧迫感，主动学习
农业知识，与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合作，
通过构建“专家+技术员+土专家”三级

服务体系，在玉米宽窄行密植、水稻旱
育秧等关键技术环节开展“田间课堂”，
将科学的种植技术送到农民手中。同
时，要深入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制定
个性化的服务方案，确保技术真正“下
地”，让农民切实“受益”。

此外，还要强化结果导向。将农民
的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建立农技
推广人员绩效评价机制，将收入分配与

绩效挂钩，对长期扎根一线、作出突出
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职称评聘、评先评
优等激励措施。让真抓实干者得甜头，
确保春耕工作落到实处。

春耕生产进行时春耕生产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杨 嫚 曹馨心）
近来，威信县扎西镇通过摸底调研、问
需于企、科学规划，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动能，积极探索“家门口的务工车
间”新路径，走出了一条“百姓受益、企
业获利、乡村兴旺”的共赢之路。

扎西镇逐村摸排闲置农房、旧校
舍、废弃仓库等存量资产，按照区位、面
积、产权归属等要素，将其划分为“可改
造型”“待开发型”“需整合型”三类，绘

制闲置资源分布图，并标注交通、水电
配套等信息，建立“闲置资源数据库”，
为精准招商提供依据。通过科学评估
和动态更新，全镇已摸排闲置农房7.8
万平方米、闲置校舍4个、闲置土地24
块，为务工车间落地按下“快进键”。

针对企业用工需求，扎西镇联合
村委会逐户摸排村民就业意向，建立

“劳动力资源库”，定向推送岗位信
息。采用“培训+上岗”模式，开设缝

纫、食品加工等定向培训班，鼓励脱贫
户和当地居民参加培训，并定向输送
回企业。同时，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扎西镇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简化审批
流程、降低利率门槛。此外，扎西镇成
立由党政班子成员牵头的“项目服务
专班”，秉持“服务企业无事不扰，企业
需求有求必应”的原则，加强与企业的
联络沟通，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
资等难题。

扎西镇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需
求，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特色产
业集群+民生保障网络”的发展新模
式。根据各村资源优势，在大河村建
设现代化纺织加工厂、在田坝社区建
设礼品袋加工厂、在罗坭村建设辣椒
厂并开展高密度水产养殖。通过精准
布局特色产业项目，扎西镇正努力将

“家门口的务工车间”打造成乡村振兴
的新亮点、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扎西镇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