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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餐饮食品业质量水平，

确保群众饮食安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我市多措并举积极打造食品安全示范

街区。

大理镇南五里桥的美食一条街是近年

来在大理本地声名鹊起的“吃货天堂”，自

今年被列入大理市“食品安全示范街区”创

建名单以来，在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帮助指

导下，街区内各餐饮服务和食品销售单位

以“净餐馆”专项行动整治和日常监督检

查情况为基础，对照“净餐馆”的标准要

求，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一批达标经营

户通过了从五星到二星不同等级的星级

评定，掀起一股你追我赶的追“星”热潮。

南五里桥美食一条街品美香辣虾餐

厅老板沙杰说：“在评选中，相关工作人员

多次来店里指导，经过多次整改我们成功

评上五星级示范户，对以后的生意会有很

大帮助，消费者到店里消费也会更放心。”

星级示范户评定只是食品安全示范

街区创建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内容。为推

动全市餐饮服务管理水平整体提升，我市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利用

“爱卫钉”“餐饮安心码”等有效手段，鼓励

消费者对餐饮服务单位环境卫生和食品

安全进行监督。同时建立常态化媒体曝

光制度，引入“净餐馆”“红黑榜”机制，定

期在主流媒体上发布餐饮服务单位红榜

和黑榜，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从被动接受

管理向主动规范提升转变，不断促进食品

安全示范街区良性发展，力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大理市大理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副局长王洪波表示，星级经营户评定工作

使广大餐饮经营户从思想上完成了从“要

我做好”到“我要做好”的转变，自觉主动

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努力维护示范街良好

形象和品牌，形成家家争做示范户、家家

争上红榜、家家争第一的良好氛围，切实

做到让广大群众吃着安心、舒心、放心。

记者 徐建伟 罗晓川

我市多措并举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区
8 月 27 日，大理州企业家协会

第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近年来，大理州企业家积极响

应州委、州政府号召，紧紧围绕全

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攻坚克难、

奋勇拼搏，在加快企业发展、努力

壮大实力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积极关心关注民生，踊跃投身

脱贫攻坚、抗震救灾等社会事业建

设，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赢得了

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社会

各界的充分肯定。

州委副书记赵国良出席会议

并强调，面对经济运行压力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等冲击影响，民营企业

和企业家们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

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要方

针，坚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个

没有变”，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敢

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企

业家精神，努力在爱国、创新、诚

信、担责、拓展全球化视野上作表

率，为大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

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

济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好中央和

省州纾困惠企、减税降费等各项政

策措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要坚持科学发展，引

导企业厘清发展思路，找准发展定

位、发展路径；要营造公平竞争的

环境，为民营企业创造充足的发展

空间；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光明磊落与企业交往，及时了解企

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企业家协

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非公

企业党的建设，大力支持企业改革

创新，不断取得新发展。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大理州企

业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和《大理州企业家协会第三届监事

会工作报告》；表彰了大理州企业

家协会第三届优秀企业；选举产生了大理州

企业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及会长、常务副会

长、副会长等。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东，州政协副主席

张松，州级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郭鹏昌 杨 阳 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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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乱扔垃圾；

2、不随地吐痰；

3、不硬闯红灯；

4、不乱穿马路；

5、不抢道行车；

6、不大声喧哗；

7、不到处遛狗；

8、不随意吸烟；

9、不乱停车辆；

10、不插队抢座；

11、不乱涂乱画；

12、不摘花踏草；

13、不占道经营；

14、不赌博酗酒；

15、不讲粗脏话。

大 理 市 市 民

基 本 文 明 行 为 15 条

8 月 27 日 ，我 市 召 开 2021
年 烤 烟 收 购 暨 打 击 涉 烟 违 法

犯罪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落

实 省 州 烤 烟 收 购 工 作 会 议 精

神，全面安排部署烤烟收购和

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任务，

确 保 圆 满 完 成 今 年 烤 烟 收 购

任务。

副市长周志明在会上传达

了省、州烤烟收购工作会议精

神，代表市政府与各种烟镇签

订维护烟叶收购秩序责任书，

并就相关工作作要求。

会 议 指 出 ，今 年 以 来 ，我

市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

决策部署，始终把烟叶生产作

为 洱 海 流 域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调

整、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

支柱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 坚 成 果 和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重要产业加以谋划，高位推动

烟 草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多 年

来，我市始终把科技兴烟作为

加 快 转 变 烟 草 发 展 方 式 的 重

大举措，深入推进烟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构筑大理烟叶新

发展，展现出大理市烟叶品牌

新形象。同时，我市坚持以烟

叶产业发展为主体，依托大理

海西烟区产业综合体，积极探

索“ 烤 烟 + 多 元 作 物 ”产 业 模

式，实现烟叶产业和其它产业

融合发展、协同发展 ，取得多

元发展促农增收的新成效，烟

叶 生 产 总 体 保 持 了 良 好 发 展

态势。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烟叶产业对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地位的认识，认清抓

好烟叶收购的重要性，认清维

护 好 烟 叶 收 购 秩 序 的 困 难 挑

战，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谋划，切实担负起推动烟

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要

站在维护安定团结、确保社会

稳定的高度，科学谋划烟叶收

购工作，通力配合，群策群力，

精心组织好今年的烟叶生产收

购工作。全市下半年工作重心

要转移到维护正常烟叶收购秩

序中，为烤烟收购保驾护航，确

保 圆 满 完 成 烤 烟 收 购 工 作 任

务。

会上，市烟草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安排部署烟叶收购和打

击涉烟违法犯罪相关工作。

会前，与会人员集体观摩

烤烟收购样品，为下一步开展

好收购工作提供了标准。

记者 张益秋 杨振飞

全市烤烟收购暨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安排部署

▶8月 26日是“全国律师咨

询日”，当天，市委组织部和市司
法局组织我市执业律师在市党
群服务中心共同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此次活动以

“律师在身边”公益法律咨询为
主题，邀请 5所市属律师事务所
7 名执业律师开展律师咨询和
法律宣传、政策解读。活动现场
设置 4 个咨询点，接待群众 50
余人次，解答咨询 31件，发放宣
传资料 400多份，引导广大群众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进一步强
化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受到群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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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耙和镰刀是记忆中的云朵，斗笠
也是。那些曾经的农具和用品，在记
忆的天空飘来移去，打磨着简朴的日
子和时光，在时代的山谷中晃动着一
抹抹影子，如今怀想起来，依旧亲切又
明快。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笋皮
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这
些斗笠诗，儿时上学时便曾读过，斗笠
我更是亲历过。那样的流年里，斗笠
就像一棵树，牢牢扎根在生活中。

斗笠 ，一种遮挡阳光和蔽雨的编
结 帽 ，用 竹 篾 、箭 竹 叶 为 原 料 编 织 而
成 ，有 尖 顶 和 圆 顶 两 种 形 制 ，又 名 笠
帽、箬笠。那时我家的斗笠挂在西墙
上 ，灼 灼 夏 日 ，父 亲 从 西 墙 上 拿 了 斗
笠戴在头上，在庄稼地里锄草、浇水，
让 禾 苗 快 乐 地 生 长 ，斗 笠 哦 ，就 成 了

父亲的一把遮阳伞。那次，低沉的天
空 在 下 雨 ，庄 稼 地 注 满 雨 水 ，青 苗 泡
在了烟雨里。父亲身披蓑衣，戴上我
家 的 竹 斗 笠 ，像 出 征 的 士 兵 ，迈 开 脚
步 在 风 雨 中 朝 田 野 奔 去 。 好 大 一 会
儿 ，庄 稼 地 排 干 了 水 ，淹 没 的 青 苗 油
亮亮地直起了腰。这时雨停了，开怀
的父亲像个孩子，望着大片禾苗呵呵
地直笑。

我家的斗笠经过暴晒和雨浸，终有
一天穿了几个洞。父亲不舍地拿在手
里，摸了又摸，瞧了又瞧，然后走到西
墙边，双手捧着破旧的斗笠，又慢慢挂
在西墙上。没事的时候，父亲柱子一
样在西墙跟驻足一阵子，斗笠的影子
总晃动在父亲的视野里。

父亲开始动手编织新斗笠了，先将
生长在水边的绿竹砍来，用篾刀剖成
筷状的竹条，然后刮光滑。坐在我家

的小院里，父亲用“挑二压一”法，即挑
起两条经蔑压住一条纬蔑，认真地进
行编织。从编笠顶到编笠沿，要经过
好几道工序，在快乐的编织中父亲一
气呵成，一个崭新紧实的斗笠就做好
了。

我家又有了新斗笠，接下来的日子
依旧简单而朴实，可不知怎的，父亲心
里 却 特 踏 实 。 新 斗 笠 也 挂 在 了 西 墙
上，与旧斗笠并肩而立，两个斗笠像一
对 亲 兄 弟 ，默 默 传 递 着 心 思 和 祝 福 。
那天风雨大作，雨水浸透了我家的老
屋，硬朗的父亲手一拍，起身来到西墙
边，双手握紧编织成的新斗笠，往头上
一 罩 ，披 上 蓑 衣 就 去 修 缮 屋 子 去 了 。
雨水不停地往下流，斗笠和蓑衣罩住
了如注的雨，父亲似乎没怎么费力气，
便将老屋修缮好了。一回到屋里，父
亲轻轻地摸了一下斗笠，很小心地又
挂在了西墙上。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
晴。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
明。”又读名家斗笠诗，我在诗词中觅
得斗笠的云朵，还在往昔的岁月里，看
到了天空下父亲头戴斗笠的身影。斗
笠，斗笠，是故土的一缕缕情思，忍不
住从我思想的清水边汩汩流淌出来，
一直流到清新的日子里。

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典
雅》有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
岁华，其曰可读。”我最爱这句“人淡如
菊”，每每读起，宛如一缕若有若无的
菊香，悄悄飘来，让人心情怡然。

秋天 ，正是菊花绽放菊香四溢的
时 候。放眼乡村山野，就会看见一枝
枝、一丛丛娇艳动人的小菊花正顶着寒
霜、唱着风歌，傲然怒放，芊芊地相互
依偎着竞相争艳，托起了一个色彩迷人
的世界。

菊花开得洋洋洒洒，渲染着大地，
花影婆娑。苍绿色的叶蔓，清新醉人
的花瓣，娇柔倩丽的花朵，擎着一丝丝
淡淡的馨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它
们 有 黄 的 、有 白 的 、有 红 的 ，还 有 紫
的，一簇簇、一团团，如同一幅大自然
描绘的绚丽夺目的图画。远远望去，
那黄的似金、白的若雪、红的似火、紫
的如瑙，株株惹人喜爱的菊花慷慨壮
烈地装扮着大自然的美丽，送给人们
无限的温暖和希望。

菊花虽普通平凡，却很美丽幽香，
远闻恬淡，近嗅馥郁。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常见的花儿。家家户户的门前屋
后，都可以看见她们的芳影。一场秋雨
后，菊花开得更欢了，她们以自己娇艳
动人、朝气蓬勃的生命将秋冬渲染得更
加五彩斑斓，黄灿灿的映亮了农家小
院。一阵凉风吹过，花儿随着微风飘动
的节拍轻轻摇曳，宛如蝶儿般停栖枝
头，展翅欲飞，温暖了人们在肃杀的寒
天里渐渐变冷的心灵。

坐在自家门前，望着这花，听着风
儿从耳边吹过，觉得这时节也有着独特
的魅力：层林尽染，菊香满怀。在这万
物凋谢的季节里虽然好多花都枯零了、
褪色了，而菊花依然生机盎然，傲冷风
斗严寒。小菊在满地的落叶里静静地
生长，痴痴地绽放，就像一个羞涩而又
多情的少女，芳心不移舍身去爱，不管
严寒霜冻，依然本色不变，冰清玉洁，

“ 宁 可 枝 头 抱 香 死 ，何 曾 吹 落 北 风
中 ”。 无 骨 的 花 朵 ，却 有 着 极 品 的 情
感：陶渊明以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洒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不平的
世事；僧齐已赞它“无艳无妖别有香”，
声明自己“栽多不为待重阳，却是真心
爱澹黄”；“菊残犹有傲霜枝”，苏东坡
用它既赞美菊花的品格亦隐喻自己的
情操……秋冬正因为有菊的相伴而美
丽 ，寒 瑟 的 季 节 才 不 显 寂 寥 和 沧 桑 。

“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金黄色的
菊花恰如秋冬那和煦的阳光，不热不
躁，暖人心腑。

“ 秋 菊 有 佳 色 ，更 露 摄 其 英 。”菊
花既可以供人欣赏，还能食用做成菜
肴，让人大饱口福。我国自古就有 吃
菊 花 的 风 俗 。 著 名 爱 国 诗 人 屈 原 在

《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 餐 秋 菊 之 落 英 ”的 句 子 。 菊 花 最
常 见 的 吃 法 ，是 熬 煮 菊 花 粥 和 调 制
菊花羹 ，都清香可口 ，营养丰富 。《本
草 求 真》认 为 ，“ 甘 菊 ，其 味 辛 ，故 能
保 肺 以 滋 水 。”可 见 ，菊 花 茶 润 肺 的
效 果 也 相 当 好 。 闲 暇 时 光 ，拿 来 四

五 朵 菊 花 ，用 沸 水
冲 泡 一 壶 清 香 四
溢 的 菊 花 茶 ，看 一
朵朵小干菊花在氤
氲水分的滋润下慢
慢 舒 展 开 ，挤 挤 挨
埃 地 漂 浮 于 水 面 ，
就宛如欣赏一场清
丽 之 舞 ，真 是 惬 意
人生。

菊花是如此的
美 好 ，却 身 处 穷 乡
僻壤、冷霜寒冬，与
富贵荣华无缘。她
不娇气，不做作，只
要 有 泥 土 ，无 论 是
多 么 贫 瘠 的 土 地 ，
它 们 都 能 够 扎 根 、
都 能 够 生 长 、都 能
够 绽 放 生 命 ，瘦 小
的茎枝看起来虽有
点 弱 不 禁 风 ，却 是
一 样 的 生 机 勃 勃 。
站在寒风萧瑟中看菊，菊花缕缕幽香在
空气中弥漫开来，沁人心脾，让我陶醉
其 中 ，淡 菊 如 梦 ，让 心 灵 在 此 自 由 飞
翔。

菊花清心，心素如简，人淡如菊。
面对纷繁的世间，学会做一株菊吧，在
寂寞中生长，在压力中坦然，保持一颗
淡然而朴实的心，享受沧海变桑田的快
乐，经过磨砺的生命才会绽放出更加耀
眼的光彩。

人 淡 如 菊人 淡 如 菊
○○钟 芳钟 芳

季节轻轻一个转身，酷热溽湿的夏
天就被甩在了后面。蝉声渐稀，星月渐
明，几片飘扬的梧桐树叶载着通透清朗
的气息，送来了爽爽的秋。

回 望 春 天 ，我 的 眼 睛 是 望 向 大 地
的。初春嫩芽破土，草色遥看近却无，
那时我们要低下头来细细找寻，才能寻
到第一缕春色。陌上花开，想闻一闻久
违的花香，也要俯下身子，亲吻草木，细
嗅花蕊。

秋天就不一样了，秋天，要抬起头
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天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天空，当厚重的积雨
云变为轻灵的舒卷云，秋就来啦。不仅
寻找秋的踪迹需要抬头，秋博大、阔达，
深沉、内敛，我们仰视才能懂得他的底
蕴和格调。

秋 天 的 意 境 是 高 远 的 ，南 山 与 秋
色，气势两相高。秋天最适合登山远
眺，想感受秋天的辽阔、舒朗，到山顶摸
一摸白云，望一望蓝天，呼吸清新舒爽
的空气，疏解一整个夏天积累的褥热烦
闷，登高望远都是最适宜的，既悦目又
悦心。“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欣赏彩叶
纷飞之美，感受“最是橙黄橘绿时”的丰
收喜悦，需要仰视。站在银杏亦或红枫
树下，伸出双手，承接一片悠扬的落叶，
体悟一枚秋叶的从容，同样需要仰视。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秋天的诗句，让人仰视。落叶飘
零，茫远无边，纷扬而下；激流长江，汹
涌跌宕，滚滚奔腾。连秋天的肃穆萧杀，都是这样的空
旷辽阔，让人遐想。只因诗人心中想的是家国，即便是
对韶光易逝的感慨，传递出的都是壮志难酬的感怆，如
果局限于小我一隅，不可能如此“雄阔高浑，实大声
弘”。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让人感受到其诗境界的壮
阔，这不仅仅是对岁暮的感伤，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消
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是啊，人有限的一生，
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不过是转瞬即逝。这样一想，还
有什么想不开、想不明白呢？诗人之秋呈现出如此“百
川东注”的磅礴气势，情系家国的赤子丹心，怎能不让
人仰视？

抬头，望向辽阔的秋，看秋风吹过田野、漫过群山，
看蓝天高远、白云飘逸，看熔金秋阳、霜染红叶，看果实
挂满枝头，体悟秋的厚重饱满、低调内敛。秋日的自然
草木、悠扬落叶，秋日的蓝天白云、星空朗月，都是在提
醒我们，应该以更高的视野看世界，让自己的人生境界
更辽阔，更高远。

抬
头
，
望
向
辽
阔
的
秋

○
王

岚

斗 笠斗 笠
斗 笠斗 笠

○○董国宾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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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

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

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五十六个民

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存在。我国少数民族有一亿多

人，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

极为重要的内容。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

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

要动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

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

个民族共同来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

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

时，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

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

前进。

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

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

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

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

拥有广阔的空间。”“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

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

磅礴力量。”

2014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

联组会时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

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

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

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加强

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

我们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

育，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的思想观念，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

础。”

2014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

一 大 特 色 ，也 是 我 国 发 展 的 一 大 有 利 因

素。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

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

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

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

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

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

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

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

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

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

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

员的关系。”

2015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

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中国共产

党就是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向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向着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民

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

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

“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

程中，我们一定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

以及各方面的团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坚 决 反 对 任 何 破 坏 统 一

和 团结的分裂活动。”2016 年 10 月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凝聚起全体人民智

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

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2018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

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这一理论根源越扎越深、实践根基越打

越牢。”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

民。”2018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

出，“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

成就，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

同向努力的结果。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

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

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

步。我相信，只要 13 亿多中国人民始终

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

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

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

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

的步伐！”

2019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族人

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

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

性事业抓紧抓好。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

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

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斗。”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

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

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

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

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看到乡亲们过上幸福生活，我感到

很欣慰。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新中国成立

一百周年时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更加坚强

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年 6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

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

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李翔 王洲

（转载自8月25日《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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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 民 族 复 兴 的 伟 大 荣 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一）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

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

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

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藏考察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

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

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一

次次到民族地区调研，一次次同

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在雪域高

原、天山南北，在祖国北疆、西南

边陲，都留下了总书记的坚实足

迹和深深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

进步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

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做好新形势

下的民族工作，加快民族地区发

展、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构筑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

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
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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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6 岁的张社能是大理镇生态环境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也是众多洱海保护工作
者中的普通一员。30 余年来，张社能一直围
着洱海奔忙，凭着对“母亲湖”的热爱和对工
作的执着，多年来兢兢业业坚守一线，为洱
海保护出力献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洱海
卫士”的初心和使命。

从最初的大理镇水保站到后来的镇洱
海管理所，张社能的工作就一直没离开过洱
海。从龙溪到梅溪 9.6 公里长的海岸线，是
他工作的范围。每天天一亮，张社能就出现
在洱海边。每年进入雨季后，张社能和同事
们的工作压力就开始倍增，每天指挥工作人
员到重点部位打捞死亡水草和疯长的干毛
藻，时刻观察蓝藻发生情况，防蓝藻、保水质
成了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防蓝藻光靠力气还不行 ，还得有好办
法。多年来，张社能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蓝藻
高发期有效控制其生长。今年 7 月，张社能
研发了除蓝藻“神器”——藻水收集箱。藻
水收集箱的原理是在近湖区域表水层放置
收集箱，通过水泵把收集箱里的藻水抽到三
级净化池进行初步净化处理，然后再让水流
到砾石床，经过砾石进一步过滤后再进入表

流湿地，最终实现藻水分离。投入使用后，
藻水收集箱除蓝藻效果明显。

张社能说：“藻水收集箱的优点是投资
小、移动方便，收集蓝藻快，适用于湖湾、库
塘、调蓄带，收集蓝藻的效果比较好。”目
前，由张社能研发的藻水收集箱已制作了
200 多套，下发到沿湖各乡镇推广使用。这
一研发成果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
而是多年来对洱海的深入了解和思考沉淀
的结果。

除了藻水收集箱，张社能还先后完成了

水幕、底泥疏浚等技术改良，不仅大大节省
了资金投入，也有效提升了保护治理的效
果。面对广大干群的夸赞和各级党委、政府
给予他的表彰奖励，张社能总是轻描淡写地
说一句“我不过是出了个点子而已”。张社
能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得到了很多荣
誉，同时也感到压力倍增，工作是大家苦出
来的，荣誉却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压力也
比较大。下一步我一定带好这支队伍，再苦
再累也高兴。”

记者 徐建伟 杨尔华 摄影报道

张 社 能 ：我 为 洱 海 保 护“ 出 点 子 ”

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

8 月 27 日，由省科技厅主
办，省科技厅科技宣传教育
中心和州科技局共同承办的
2021 年云南省第七届科普讲
解大赛总决赛在大理落幕。

省 科 技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王学勤，州委副书记赵国
良分别致辞。副州长雪琳，
省科技厅部分领导出席颁奖
仪式。

举办科普讲解大赛是为
科普传播、科普讲解人员搭
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调动全
省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丰
富科技活动周内容，展示和
宣传云南科普资源，发挥科
普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各科
普场馆、科普基地的科普水
平和传播能力，进而加强全
省科普队伍建设，推动科普
教育事业发展，营造全社会
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近 年 来 ，我 省 通 过 全 省
科普讲解大赛的锻炼选拔，
在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中，云
南省选手曾连续两届获得一
等奖，1 名选手获得二等奖，9
名选手获得三等奖；省科技
厅连续 6 年获得全国科普讲
解大赛优秀组织奖，并被评
为全国科技活动周优秀组织
单位。

比 赛 中 ，各 组 选 手 围 绕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
科 技 发 展 ”主 题 ，以 动 画 模
拟、视频演示等多种方式，深
入浅出地展现了科技的无穷
魅力，展现了全省科普工作
者的风貌风采。参加比赛的 21 组选手
同台竞技，经过自主命题、科学常识测
试、评委问答三个环节激烈比拼，评出
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7 名、
优秀奖 11 名，最佳形象奖、最佳口才奖
和最具人气奖各 1 名，并评选出优秀组
织奖 5 名。 记者 郭鹏昌 马 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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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大本
曲宣讲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特
点，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市委宣传部牵
头组织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和部分机
关、学校、村（社区）、企业广泛开展大本
曲巡回宣讲。

活动中，市文化和旅游局、大理文
化馆、大理大本曲宣讲团、大理花上花
科普宣传艺术团配合，以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
为核心内容，精心打造了《不忘初心跟
党走》《幸福不忘共产党》《大理英烈赞》

《“七一”讲话领新航》等 4 个大本曲重

点曲目。
此次宣讲曲目紧紧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
教育要求，广泛宣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
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新征程
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同
时，结合“戏曲进乡村”工作要求，紧贴
大理实际，广泛宣讲大理广大干部群众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地
落实的决心和信心；广泛宣讲大理群众
在过上幸福小康生活后，对党的深切感
恩之情；广泛宣讲大理人民对王复生、

王德三、周保中、张伯简等革命
英烈的深切缅怀。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的表演，赢得了市民
群众的好评。 宋紫萍

市委宣传部扎实开展大本曲宣讲活动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为进一步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氛
围，扩大创文工作知晓率、参与率，8 月
27 日，太和街道妇联巾帼宣讲团开展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宣讲活动。

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各类城市称号
评选中标准最严、难度最大、含金量最
高的一项评选，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整体
形象、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宣讲的主
要任务是进一步落实巾帼创文工作，切
实推动全市创文工作走深走实，把工作
做到群众身边，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不断增进广大市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营造

“全城动员、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此次宣讲围绕“什么是全国文明城

市”“为什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理
市新一轮创文工作有哪些重大措施”

“广大干部群众如何参与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四个方面展开，并对下一步各村
（居）妇联创文宣讲工作作要求，向参加
讲座学习人员发放创文宣传手册。

在接下来的创文宣讲工作中，宣讲
团将采取更多贴近群众的宣讲方式广
泛进行创文宣讲，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
创文工作中，把每个人的力量汇聚成高
质量、高素质的创文成果。

记者 徐建伟 戴向晖

太和街道巾帼宣讲团开展创文宣讲

8 月 27 日，育才三小（大理
州实验小学开发区校区）正式
挂牌成立，标志着大理经济技
术开发区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直以来，大理经开区始
终重视民生发展，将教育事业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近
年来，累计投入 5.6 亿元建成

多所新学校，有效解决了区内
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新建
的育才三小占地面积 22 亩，主
要实施教学楼、操场、地下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于今年
秋季开始招生。

据了解，育才三小与大理
州实验小学合作办学，双方将
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全方位

移植实验小学成功的管理模
式和办学模式，以“统一的办
学 理 念 、统 一 的 教 育 教 学 管
理、统一的教育科研、统一的
共享资源”四个统一为核心，
共同朝着高起点、高标准、高
质量的目标而努力，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

记者 黑浩川 杨 阳

育 才 三 小 正 式 挂 牌 成 立

▼下关街道近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活动，广泛宣传非法集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
及防范要领，提醒群众树立正确理财理念、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通过活动开展，有效提高
了广大市民对防范非法集资等知识的了解，
增强了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诱惑的意识，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浓厚氛围。

赵瑜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