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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大理市人武部党委（扩大）
会暨第一书记现场办公会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目标，传达学习省
军区和军分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下步工作。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字德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常委、市人武部上校部长吴清玉主持会
议。

字德海强调，党管武装是我党我军在
长 期 革 命 与 建 设 实 践 中 形 成 的 光 荣 传
统 ，是 我 国 武 装 力 量 建 设 的 根 本 制 度 。
要充分认识党管武装工作是坚定维护核
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根本要求，要持续增

强抓好党管武装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大理市国防事业和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奋进贡献新的
力量。

字 德 海 要 求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抓 强 政 治 建 设 ，准 确 把 握
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党管武装具
体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深化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抓实练兵备战，紧盯使
命任务强化备战打仗意识，聚力主责主业
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强化战建一体做好军
事斗争准备。要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抓优双拥共建，不断深化国防教育，使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
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继续加
强军地合力，坚持军地一盘棋，统筹国防
动员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
调实施，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
统，巩固提升双拥成果。

会议还研究了国防教育、兵员征集、
民兵建设、基层武装部建设等工作。

市人武部党委委员，各乡镇、街道武
装部部长，市人武部现役军官、文职人员
和职工，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记者 唐攀伟 马 驿 实习生 张衔月

大理市人武部党委（扩大）会暨第一书记现场办公会召开
字 德 海 出 席 并 讲 话

2 月 1 日，我市召开农村信用
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启
动会议，全面启动创建工作，推动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农村金融
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有效投入，加
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步伐，改善农
村信用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会议指出，开展信用创建是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必然要求，是密切干群关系的有效
途径，是促进市农商行更好地发挥
职能作用的重要手段。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信用
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把
握关键环节，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
利益、统筹推进讲求实效、强化过
程管理，迅速启动信用户信用村信
用乡镇创建工作。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各
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
织领导，在创建领导组的指导下，
迅速成立乡镇（街道办）农户信用
评定小组和村委会农户信用初评
小组，召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动员
会，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抽调精兵
强将，全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要从宣传教育入手，充分利用
广播、标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广
泛开展宣传，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树立信用观念，着力营造
良好创建工作氛围。市农商行要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加大对主导
产业的扶持力度，认真研究不断优
化政策，切实提高农商行服务水
平，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理篇章开好局起好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选斗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发改局就《大理市农村信用户信
用村信用乡镇创建管理办法》起草情况作说
明；海东镇、市金融办、市农村商业银行围绕
主题作交流发言。

市农村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金
融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黑浩川 杨尔华 实习生 张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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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抓手，以加快推进乡村产业
绿色转型发展为契机，做大做强乡
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稳步增收，
以“三个持续”着力推动乡村产业
绿色转型发展。

持续加快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发展。制定实施《大理州高原特色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 年）》，安 排“ 重 大 农
业产业发展专项经费”4500 万元，
聚焦核 桃 、蔬 菜（含 食 用 菌）、水
果、中药材、乳业及肉牛、生猪等
6 个 重 点 产 业 ，按 照“ 大 产 业 +新
主体+新平台”的发展思路，加快
推进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
全州建成连片 1000 亩以上现代农
业产业园 5 个、连片 200 亩以上规
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 12 个，全州
经作面积累计达 1403 万亩。申报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 户，
培育认定州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5 户 ，累 计 培 育 农 民 合 作 社
6312 个、家庭农场 10864 个。同时
精准招商，培育高原特色农业竞
争新优势。宏福集团新型“智慧
农业+新型文旅+高端康养+工业
科技”农旅康养大型综合体等一
批项目落地大理；宾川县乔甸镇
新庄村入选全国 100 个乡村旅游
扶贫示范案例、拉乌乡箐门口村
入 选 2022 年“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持 续 推 动 绿 色 农 业 转 型 发
展。强化科技引领，在大理大学、
州农科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大
理农林职业学院等科研推广力量

和 创 建 13 个 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
基 础 上 ，引 进 朱

有勇、张福锁、朱兆云等院士专家
团队落地大理设立研究场点，目前
已建立并运行古生村科技小院、烟
草科技小院、乡愁科技小院等 6 个
科技小院，破解农业面源污染来源
与贡献核算难题、创建作物增值、
减少面源污染和农民增收的“大理
模式”，打造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国
家样板。全州新增认证绿色、有机
食品 72 家企业、110 个证书、196 个
产品，宾川县建成省内首个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弥渡、剑川、祥云 3 县建成省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大
理市凤仪镇有机米基地入选全国
100 个 种 植 业“ 三 品 一 标 ”基 地 。
抓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持续推
进农业清洁生产积极推动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及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

积极建设生态循环农业，提炼形成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种养旅结合”分区防控
模式》，被农业农村部作为全国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五大模式之一，在
全国发布推介。持续巩固“三禁四
推”成果，总结形成“政府服务企
业 、企 业 主 动 担 当 、生 态 反 哺 发
展”的“顺丰洱海模式”在全省作
示范推广。

持 续 推 进 绿 美 乡 村 行 动 建
设。制定实施《关于加快推进大理
州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建设的
实施方案》《大理州绿美乡村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 年）》，
对 2022 年创建的绿美乡村进行评
价认定，向省推荐绿美乡镇 12 个、
省级绿美村庄 26 个，拟评定州级
绿美村庄 900 个。编制《大理洱海
海西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园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定位擘画
“风花雪月大家园、乡愁中国新画
卷”蓝图，以“两核、两轴、两线、六
环”为框架，以“六大工程、三十项
行动”为抓手，以 3 个重点示范村
和 4 个巩固提升村为示范引领，扎
实开展海西乡村振兴示范园创建
工作。成功举办以“人类文明新形
态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

“2022 乡愁中国·大理论坛”。巍
山县“四端”同向发力柠檬产业发
展呈新貌、宾川县菜甸村闯出现代
农业发展新路子等模式被评为省
级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大理古生
村科技助力洱海保护与乡村振兴
模式、鹤庆县新华村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实践模式、剑川县沙溪镇寺登
村发展乡村旅游等做法成效在全
省示范推广。

周应良 杨 碧

我 州 着 力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近日，下关街道花园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志愿者开展“文明观鸥、
保护洱海”科普志愿服务活
动。活动中，志愿者向群众
和游客发放《文明观鸥倡议
书》，讲解洱海海鸥种类和
食物等相关知识，倡导不乱
丢垃圾、文明观鸥、文明旅
游等文明行为，进一步使文
明观鸥、保护洱海理念深入
人心，形成全民爱鸥护鸥、
共治洱海的良好社会氛围。

董迪雅 摄

崇

尚

先

进

学

习

榜

样

争

创

一

流

DALI SHIXUN
44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 编辑/赵 璐元宵节专版

新闻热线：13987250936 副刊投稿邮箱：ycf1009@126.com

地址：大理市下关苍山路23号 编辑部电话：2181773 邮政编码：671000 印刷：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2511268转8113

我们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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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烟火静止，比肩接踵的人群散去

红火的街巷里，不见了人声鼎沸

只留下元宵的香甜、灯笼的红火

以及祈福声音背后的阖家团圆

饭桌上满是佳肴，和父亲推杯换盏

促膝长谈中，真情得到充分流露

在这一刻，和家人感受佳节的温暖

用心诠释正月十五蕴藏的吉祥寓意

在响彻云霄的锣鼓声里，酝酿思绪

将写好谜语的纸条贴在彩灯上面

遥望十五圆月，把思念融入心头

默默道出一句有关元宵安康的祝福

元宵节印象
炭火化作红色液体，从火炉中溅出

象征未来的日子即将红透

灯谜包含团圆，存在虚实的隐喻

作家用笔，写下一座城市的元宵夜

母亲将馅料和思念揉进白色面团

同时加入的，还有魂牵梦萦的思念

品尝元宵中包藏的甜蜜滋味

为母亲献上最真诚的祝愿和祈福

此时的街头巷尾，一片四季康乐

眼前的人间烟火，尽是五谷禾香

与明月一起，找寻幸福的源头

寻觅春意暖色寻觅春意暖色，，并探求蓬勃的生机并探求蓬勃的生机

如果说春节是一曲民族舞台上

的交响乐，那么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就

是一首意蕴悠长的片尾曲。春节的

喜庆到了这天成为了一种压轴，新的

目标和规划以及新的忙碌从这一天

以后又纷纷活跃了起来。

过 年 是 一 段 休 憩 的 时 间 ，而 元

宵节是一枚跳跃着的信号，跃动着、

燃 烧 着 ，纷 繁 热 闹 。 与 腊 月 的“ 春

运”返家潮流和除夕夜的家人围坐、

灯火可亲的团圆热闹的氛围相比，

元宵佳节是一场缓慢中蓄势渐进的

狂欢。

还 未 到 元 宵 节 时 ，街 道 上 的 行

人就已经开始涌动。彩旗飘飘，欢

笑声声，灯笼红红，人们

身 上 穿 着 的 是 过 年 买 的

新 衣 ，脸 庞 上 洋 溢 着 的

是 幸 福 的 笑 容 ，赶 一 次

新 年 的 大 集 、逛 一 家 小

铺子、参加一个小活动、

拍 一 张 全 家 照 或 者 录 一

段 过 节 的 短 视 频 ，已 经

成 了 如 今 的 流 行 方 式 。

尽 管 过 年 的 形 式 有 所 改

变 ，但 是 过 年 的 喜 气 和

美好寓意从未改变。

元宵节的节奏，是在

一 碗 热 气 腾 腾 的 汤 圆 味

道中化开的。汤圆之汤，

洁净明润；汤圆之圆，宛

如玉盘，团团圆圆；汤圆

之 味 ，就 一 个“ 甜 ”字 了

得！吃了汤圆，仿佛所有

的 好 运 都 会 在 新 的 一 年

里接连而至，就如同那包

裹 着 的 甜 甜 的 糖 分 在 嘴

巴 里 、在 舌 尖 上 荡 漾 开

来。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还会特别

地在汤圆里放置一枚硬币，不论是

谁吃了包有硬币的汤圆，都预示着

他在新年会财源不断。这种简单的

习俗，无不寄托着人们朴素而又真

挚的愿景。

爆竹的声响与烟火的灿烂，彼此

交相呼应。在以往的春节里，临近元

宵佳节，爆竹的闹腾也就达到了一种

极致的高潮。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很乐意放上一串鞭炮，表达着各自

对过年的喜悦和幸福。似乎只要爆

竹一响，那些潜藏着的小期待和小惊

喜就再也按捺不住地蹦跶了出来。

按照我家乡的习俗，这一天还得走亲

串门，以便增进亲戚好友、邻里邻外

的感情。

最热闹的当属元宵节之夜。天

还未黑，灯光已亮，伴随着空中突然

炸 响 的 一 声 烟 花 所 划 出 的 优 雅 弧

线，人们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观

赏花灯。不必说那被烛光照得红彤

彤的兔子灯，也不必讲那五光十色、

闪闪发亮的金鱼灯，且看街边屋檐

角的大红灯笼吧，一缕烛光便为黑

夜添上了红霞。而商家的广告花灯

同样霓虹耀眼，节奏感十足。你若

漫步到河畔，还会看到漂浮在河面

的零零星星的河灯，一只只纸船载

着 一 盏 盏 灯 ，

一盏盏灯摇曳

着一缕缕橘红

色 的 光 芒 ，宛

若 银 河 曼 舞 。

那 些 河 灯 ，有

的是一家人放

置 ，表 达 对 新

年事业发展的

一种期盼；有的是那些在月上柳梢

时双向奔赴爱恋的青年男女放置，

表达他们对爱情的忠贞。还有一种

花灯，则是像灯笼一样，以油类作为

燃料，点燃后会像风筝一样飞至天

空，尽管方式不同，但其本质的愿景

与河灯一致。

花灯要赏，灯谜也要猜，这样的

元 宵 节 才 会 热 闹 。 人 们 会 把 代 表

美 好 寓 意 的 事 物 在 纸 条 上 写 成 谜

语，贴在五彩斑斓的花灯上专供人

猜想。谜面与谜底明暗线交织，人

们 聚 集 在 一 块 ，彼 此 开 动 脑 筋 ，只

为 猜 谜 。 猜 错 了 不 会 有 什 么 小 惩

罚，猜对了会得到一个小礼物。通

常 ，小 孩 们 最 喜 欢 这 种 活 动 ，因 为

猜 对 了 谜 语 往 往 会 获 得 一 些 小 糖

果。我常觉得，或许元宵节的热闹

就 是 被 调 皮 的 小 孩 们 带 动 起 来

的 。 这 种 既 启 迪 智 慧 又 迎 合 节 日

氛围的习俗，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

了元宵佳节必不可少的节目，至于

舞 龙 、舞 狮 等 习 俗 ，又 是 元 宵 之 夜

另外的亮点了。

元宵佳节，是春节中的一场隆重

压轴戏，是“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热

闹，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曼妙，是

歌曲中所唱的“今夜万家灯火时”的

不变的美好。

元宵祈盼盼（外一首）

○郭忠实

元 宵 是 春 节 的 压 轴
○○管淑平管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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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政协大理市政协：：突出突出““两个两个””抓手 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抓手 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 朱 滢 吴 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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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60 岁的太和街道刘官厂村委会凤阳邑村村

民杨昌忙着在新建成的小广场上打扫卫生、锄草、浇花，

小广场位于他家老房子背后。说到过去这块空地，杨昌

一边摇头一边说：“这块空地以前附近的村民一家围一

块，有厕所，或者是种菜，垃圾等杂物堆得乱七八糟，环境

很不好。现在，他们来帮我们改造环境，打造了这个小广

场，我们出来就可以在这里休闲，大家都很喜欢。”

杨昌提到的环境改造，就是大理市政协 2022 年“协商

在基层”的成果之一。凤阳邑茶马古道遗址入口进村巷

道部分区域杂草丛生，村内绿化率不足且缺乏管护措

施。2022 年 11 月 18 日，州、市政协在凤阳邑村召开以“解

决凤阳邑村茶马古道遗址入口进村巷道环境问题”为主

题的“协商在基层”议事会议。经广泛协商讨论，最终达

成对凤阳邑村茶马古道遗址入口进村巷道实施环境美化

工程，并制定了后期环境卫生维护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实

现村容村貌整体提升的共识。随后，进村巷道环境美化、

村容村貌整体提升等工作开始推进。

“我们动员老百姓一起参与凤阳邑进村巷道的环境

整治，开展了半蹲厕所拆除、绿化美化、建设小停车场、安

装路灯等多个项目。”刘官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东介绍，“项目实施完后，我们将做好管护工作，各家门

前农户自行管理，其他的由村集体安排专人维护。”

凤阳邑村茶马古道始建于汉代，成型于南诏大理国

时期，全长 2 公里左右。在完成茶马古道遗址入口进村

巷道环境提升整治、制定并形成长效机制实现村容村貌

整体改善后，得到村民们的一致好评。近期，随着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播出，凤阳邑村茶马古道彻底火了，游客

纷至沓来，宁静古朴的茶马古道也热闹起来了。

自“协商在基层”工作开展以来，大理市政协按照“协

商于民、协商为民”要求，聚焦协商主责主业，遵循“党政

所想、群众所需、政协可为、委员所能”的原则，精准选题、

有效搭台、规范协商、务实办理，持续擦亮“协商

在基层”品牌。

大理镇双狮路属于古城的交通要道，但乱

停乱放、占道经营、违法拉客等问题突出。大

理市政协经过调查研究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后 ，决 定 将 双 狮 路 综 合 环 境 整 治 作 为 2022 年

“协商在基层”议题。通过协商讨论，决定开展

双狮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并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

大理榆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李建明介绍：“公司去年筹集了 120 多万元

资金，在双狮路老旧破损的路面重新铺设了沥

青，在道路中间做了分隔栏，完善了道路标识

标牌，对公交车站、垃圾站都进行了改造。通

过一系列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的开展，交通秩序

得到了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得到了明显提

升。”

喜洲镇中心幼儿园在建设期间施工断断续续，工期

拖延了好几年，建成后又因土地权属、消防验收、师资配

备和配套设施建设等问题未得到解决，迟迟不能开园招

生。娃娃不能入园让家长们心急如焚。

“我们 2022 年围绕喜洲镇中心幼儿园顺利开园工作

开展了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以问题为导向，

把消防通道、征地、建设等工作安排到位，把教学设备安

装、师资力量全部配备到位，为顺利开园做好准备。”喜

洲镇党委副书记张庆文介绍，“整个协商工作成效明显，

2022 年 9 月幼儿园顺利如期开园，第一期就招收了 150 多

名学生，在学生和村民中反响都非常好。”

2022 年，通过“协商在基层”平台，大理市政协建立

健全基层协商议事制度，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对太

和街道花韵蓝山小区附近空地脏乱差问题进行了整治，

改建为停车场；推动下关街道花园社区居民小区道路提

升改造；建议整治白石溪箐口安全隐患，保障生态环境

安全和群众生命安全；推动湾桥镇石岭村健身广场建

设，满足群众健身需求；协商解决满江街道国资小区改

造中的困难和问题，助力老旧小区项目顺利推进……

2022 年，大理市政协累计开展基层协商议事活动 29 场

次，推动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更好地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

在洱海东岸的挖色镇，有一片占地 2000 多亩的高山

生态苹果基地，这是市政协委员赵志军几年辛苦付出的

成果。把洱海东岸打造成为万亩高山苹果产业带是他的

梦想，也是他作为市政协委员助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改良，最终筛选出最适应本

地气候种植以及当前市场前景比较好的 4 个品种，分别

是红露、华硕、红将军和晚熟红富士。通过线上、线下以

及可视化认养平台的销售，产量将达到 100 万斤以上，产

值将达到 600 万元。”赵志军说。

如今，挖色镇冬盛苹果园的高山生态苹果已成为深

受市民欢迎的优质苹果。在基地的引导下，不少村民都

萌生了种植想法，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赵志军表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就应该积极响应

‘双助推’行动，我想通过自己的带动，培养出一大批技术

骨干，让公司搭建平台，引导、鼓励洱海东岸各乡镇的农

户参与高山生态苹果种植，形成洱海东岸万亩高山苹果

产业带。”

走进大理镇中和村，首先看到的就是村心道路干净

整洁，路旁白色的茶花迎风绽放，一栋栋民居小楼窗明几

净。偶尔飘来动听的乐声，好似在歌唱村民的幸福生活。

市政协委员杜武介绍：“过去中和村比较偏僻，基础

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也比较落后。现在村里的整体环

境有了很大提升，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变化，老百姓发展

的信心也十分充足。”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和村人，杜武毕业后进入村委会

工作，在无数次的学习、探索后，他紧紧抓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一有利契机，携手大理大学在村里创办了“中

和书院”，并把全国名家字画引入乡村。同时，杜武还帮

助村民统筹合理规划租赁村里闲置的老院子 25 院，给村

民带来 2500 多万元收入。

“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我感到很荣幸。我要在履好

职的同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和优势，持续不定期举办书

画艺术展，着力培养书画艺术界人才，并借助书院这个平

台助推中和村的建设。”杜武说。

在“双助推”行动中，大理市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广泛

凝聚力量，形成攻坚合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的

新风采。种植苹果号召群众发展种植业的赵志军、以文

化引领乡村振兴的杜武，他们是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参与

“双助推”行动的一个缩影。在“双助推”行动中，以农旅

融合助力产业发展的沈镇，返乡带动群众创业的柴志和，

以发展壮大超市繁荣城乡经济的赵利红，以传统技艺带

领群众致富的李红桃和瞿标祥等广大政协委员，他们充

分依托各自的界别优势，立足各自岗位，发挥个人专长，

通过引导群众发展产业项目、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农产品

销售、提供就业岗位、组织义医义诊、开展文化活动、倡议

捐资助学等一系列措施，帮助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弱

项，捐资捐物助力防灾减灾，为群众发展产业和增收致富

注入了活力。

“协商在基层”工作和“ 双

助推”行动是政协协商民主向基

层延伸的重要平台，是为政协委

员直接参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搭建的履职平台，也是政协更

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两项重

要工作举措。大理市政协聚焦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突出为

民务实这个重点，深入基层、面

向群众开展履职，不断推进“协

商在基层”工作和“双助推”行

动取得实效。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有声，一项项

民生福利温暖人心。大理市政协立足

职责、发挥政协优势，精心组织实施，

积极搭建平台，动员广大政协委员贡献

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协商在基层”

工作和“双助推”行动取得扎实成效，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添彩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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