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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市因毗邻澜沧江而得
名，所辖的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
佤族自治县、镇康县与缅甸接壤，其中
44个行政村为沿边村寨。

2019 年 5 月，临沧市在沧源、耿
马、镇康3县脱贫摘帽基础上，启动沿
边小康村建设，增强边境地区各族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公路修到村口
先是回到沧源县城开店，去年又

回到勐董镇刀董村做土鸡养殖——外
出务工10多年后，34岁的小伙李斌回
家了。

“村里成立了土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我负责管理合作社的育苗基地，家
里还养了近2000只鸡，如今一年收入
七八万元。”李斌说，土鸡不仅卖到了
县城，还通过冷链卖到了上海，他下定
决心留在村寨发展。

吸引李斌回家的，还有村容村貌
的变化。李斌说，10多年前去县城只
能走山路，现在硬化路修到了家门口，
晚上村里亮起路灯。

临沧市委书记杨浩东表示，沿
边村寨承担着守边固土的重要作
用，也一度是临沧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突出地区。临沧必须下大决
心，努力打造基础牢、产业兴、环境
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边境
小康示范村。

如今，漫步刀董村，道路平坦、路
灯明亮、菜园规整。临沧市住建局副
局长、驻勐董镇沿边小康村建设工作
队队长张仕伟介绍，按照沿边小康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村小组道路全
硬化，垃圾全收集，自然村路灯全覆
盖。

据统计，临沧市聚焦44个沿边行
政村、241个自然村，整合186个项目，
投入 50 亿元资金，重点实施基础设
施、农村经济发展等五大工程。如今，
573公里的沿边公路已全线贯通，30
户以上村村内道路硬化基本实现。

农技送到地头
边境村户均二三十亩土地，发展

种植业、养殖业优势明显。“关键还要
在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上下

功夫。”镇康县委书记董万春说。
靠着种植经济林果，耿马县孟定

镇山头寨村段小董一家六口年收入超
过 6万元。段小董家有上百亩土地，
因为原先分散种植，又疏于管护，土地
产出效益低。这两年，在龙头企业和
专业种植合作社引导下，段小董家陆
续扩大澳洲坚果的种植面积，集中连
片面积超过了30亩。

这段时间，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
有限公司团队时常到种植大户地里指
导除草施肥、修枝剪杈，越来越多像段
小董这样的散户跑来学技术。

截至今年 6月，临沧市 44个沿边
行政村已建成特色优势产业基地
34.91万亩、专业合作社 33个、养殖基
地30个、农产品加工企业16个。2019
年全市沿边村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60元，增幅达35%。

游客进到农家
眼见村里旅游栈道渐渐延伸，镇

康县南伞镇红岩村刺树丫口村村民杨
德才，去年把在县城卖菜的媳妇张小
四叫了回来，开起了农家乐。张小四
担心农家乐开不长久，回来时城里的
房子没有退租。没想到，开业不久，顾
客盈门。张小四退掉了城里租的房，
决定在家好好干。

旅游设施的完善，让刺树丫口村
民迎来新发展机遇。刺树丫口虽说就
在县城边上，但以往只能步行上下山，
单趟约需 2 小时。如今修了盘山公
路，开车半小时就能到。

改变的，不止刺树丫口村。临沧
市充分挖掘边境村庄丰富而独特的旅
游资源，着力打造边境旅游特色村。
截至今年6月，临沧市全面启动建设6
条沿边旅游路线，打造提升33个旅游
景点和15个旅游村寨，一批边境旅游
特色村已现雏形。

“发展旅游业，能增加民宿管理
员、旅游讲解员等新岗位，还能通过保
洁、保安等岗位解决更多人的务工需
求。”沧源县委书记杨志厅说。

人民日报记者 张帆 杨文明
原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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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临沧市建设沿边小康村

村民喜增收 村寨大变样
本报讯 （通讯员 蔡高武

王新文） 我市坚持“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依规审计、规范操作、接受
监督”的原则，对 2016 年至 2020 年
任期的村（社区）干部全面开展任
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真实反映
村（社区）干部在任期内各项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和财务制度执行情
况，为客观评价村（社区）干部工作
业绩提供依据，着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换届环境。

人 员 到 位 ，强 化 纪 律 要 求 。
市、县两级及时成立审计工作领导
小组，并制定下发工作方案；8 县
（区）在党委组织部门牵头协调下，
由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具体实施，
从有关部门抽调 386人政治素质过
硬、熟悉会计、审计业务人员组成
审计工作小组，集中精力、集中时
间，对全市 889 个村、54 个社区、
11134 个村民小组、1047 个居民小
组全面启动审计工作，按照工作计
划将于 10月底完成。同时，成立由
纪委监委、组织、民政、司法、财政、
农业农村、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工作
指导组和纪律监督组，对审计工作
进行全程监督，要求审计人员做到
廉洁奉公，严肃工作纪律，做到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借机刁难，不
故意泄漏审计事项。

培训到位，严格操作规程。严
格按照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村（社区）干
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通

知》要求，对参与审计人员进行全
员培训，做到熟练掌握《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制度》《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审计规定》及《云南省农业厅
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
文书格式的通知》等相关制度和知
识，进一步规范审计程序及文书格
式，规范操作程序。目前，全市共
举办培训 44 期，培训人员达 2124
人。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目的意义、
对象、范围、内容和程序，提升广大
党员群众对审计工作的认识，调动
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性。

责任到位，探索长效机制。重
点围绕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集
体“三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集体
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资产处置情
况、债权债务管理情况、重大投资
及投资效益情况、民主监督管理情
况、其他审计内容等九个方面开展
审计。在审计中查出的违反财经
法纪、乱收乱支、铺张浪费的行为，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及国家
工作人员及村（社区）干部违法违纪
的，提出处理意见，移交纪委监委处
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
责任。同时，结合审计情况，指导和
帮助财务管理混乱村，健全财务会
计制度、规范账务处理程序、建立民
主管理机制、培训财会人员上岗，使
财务管理混乱村的财务管理工作尽
快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客观公正 严肃规范

我市抓实村我市抓实村（（社区社区））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新华社成都10月7日电 （记
者 谢佼） 10月7日上午，成昆铁
路扩能改造工程峨眉至米易段八月
岭隧道贯通。

这一工程又被称为新成昆铁路，
是与老成昆铁路大致平行的一条新
建铁路。记者从中铁五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该集团施工的八月岭隧道
全长9958米，地质构造极其复杂。隧
道穿越一个大的断层及4600米软岩

大变形地段，同时伴有高地温，施工
中温度高达48摄氏度，围岩破碎，存
在变形及塌方现象，施工难度大，安
全风险高，每天两个掌子面开挖只能
推进2至3米左右，最少时不到1米。
为了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中铁五局
1000多名参建员工长期坚守在施工
一线，确保了八月岭隧道按期贯通。

新成昆铁路设计时速 160 公
里，是西部地区铁路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剩施工难度最大、里程最
长的峨眉至米易段未通。

未来全线贯通后，新老成昆铁
路将实现客货分离，大幅提升西南
地区铁路客货运输能力。从成都坐
火车去攀枝花将仅需 3个半小时，
比现在节约近10个小时，而成都至
昆明只要 7个小时左右，这对途经
的大小凉山等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时下，云县茂兰镇又到了烤烟全面开秤收购。2020年，该镇烤烟种植面积8200亩，生产任务目标22200担，
551户烟农预计可增收3000余万元。目前，已收购烤烟6658.69担，上等烟为63.3%，平均价为每公斤26.114元，全
镇烤烟收购工作有望10月15日全面结束。图为烟农正在烤烟收购站售卖烤烟。 王应良 摄

小落水村小落水村：：石文化引得游客慕名来石文化引得游客慕名来
通讯员 穆王成 赵玉雪

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寻找临沧最美丽村庄

通讯员

新成昆铁路八月岭隧道贯通新成昆铁路八月岭隧道贯通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冬云 张海
波） “我倒是吃不完兜着走呢！这个虽
然有些人看着小气，但真真是不浪费的表
现。”凤庆县农业农村局事业人员王凤莲
说，大多数人其实是非常勤俭节约的，但
在一些场合因为怕被人说小气、怕被议
论、怕面子过不去等等，就被动的造成了
一些浪费，现在组织人社部门向全县公务
员、事业和工勤的人员发出“厉行节约、制
止餐饮浪费”倡议，能够很好的解决大家
抹不开面子的从众心理。

凤庆县组织部负责人表示，组织人社
部门积极引导全县广大公务员、事业和工
勤人员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走在前、
做表率，在破除日常生活铺张浪费、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上发挥更好带
头示范作用，从而促进倡导全社会健康文
明用餐、理性消费。

据了解，该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在部
门各类微信群和公众号等积极学习转发
倡议书100余次，在县乡村机关和学校等
公共食堂粘贴倡议书600余份，切实营造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氛围。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陈 德
荣）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
族自治县在履行《联合国森林文
书》示范单位建设中，围绕通过森
林可持续经营、消除贫困、改善生
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抓实

“四个示范创建”，筑牢“西南绿色
屏障”。

2019 年 7 月，双江自治县立足
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抓住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
设契机，积极申报履行《联合国森
林 文 书》示 范 单 位 建 设 ，10 月 16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同
意双江县为履行《联合国森林文
书》示范单位。成为全国第 14 家、
云南省唯一一家履约示范单位，并
被列入全国重点扶持 5家示范单位
之一。

依托古茶树资源保护，展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抓好
古茶树资源摸底调查工作，通过调
查，全县百年以上古茶树面积为
12.4万亩，其中，野生古茶树 10.2万
亩，人工栽培古茶园 2.2 万亩。制
定出台地方古茶树保护条例，完善
古茶树标识标牌建设，挂牌保护勐
库野生古茶树群落单株 100 株、冰
岛人工栽培古茶树单株 100 株、人
工栽培型古茶园 160个。积极探索
林茶共生模式，坚决守住耕地、林
地和森林三条红线，有效地保护了
生物多样性。加快茶旅融合城市
建设。加快冰岛茶古镇建设，打造
以茶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为
主题的茶资源世界博物馆；创建拉
佤布傣多元民族融合发展的形象
名片，打造茶街、茶路、茶灯、茶公
园为主的美丽县城。

依托临沧坚果基地建设，展现
绿色产业示范。按照“适地适树，
宜种则种”的原则，在旱地（甘蔗
地、玉米地）、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网格化种植临沧坚果，种植面积逐
年扩大，产量产值逐年增长，实行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多
赢。截至 2019年，全县累计建成坚

果产业基地 23.78 万亩，挂果面积
2.08 万亩，产量达 662.3 吨，产值达
2649.2万元。为促进坚果产业向高
产、高效、高质量方向发展，在勐勐
镇南宋村到邦丙乡邦况村、忙安村
一带的荒山荒地、生态脆弱区，采
取“坚果+咖啡+农作物+林下经济”
等模式打造万亩高标准坚果示范
基地，既修复了森林生态，又增加
了群众收入。

依托大浪坝营林成效，展现人
工林种植示范。国有大浪坝林场
始建于 1960 年 8 月，林场总面积
16.5284 万亩，森林覆盖率 80.67%，
辖区内有大浪坝、湾河、黄河、大棚
子、清平 5 座水库。林场 1962 年引
进华山松种植成活，后采取人工栽
培和种子点播等方式广泛种植，勤
劳朴实的大浪坝人，在党和政府的
带领下，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
8 万多亩的华山松造林任务，把不
可能变为可能，把荒山变为绿洲，
创造了“不怕困难、勇于挑战、不屈
不挠”的大浪坝精神。总结大浪坝
林场人工造林经验，加大示范点基
础设施建设，为国内外同等条件区
域人工造林提供可参观学习的模
式。

依托乌龙茶庄园建设，展现中缅
合作成效示范。双江荣康达投资有
限公司相继实施了荣康达乌龙茶生
态文化产业园、高档红木家具厂、国
家 3A级景区 3个项目，项目计划总
投资 8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4.5 亿
元。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400余
万元用于发展产业基地建设，投资
800万元修建国道214线至园区水泥
路面，投资60万元购买3万余株彩色
树种参与园区美化绿化建设。该公
司是中缅合作成功的典范，目前，公
司成为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院实
习基地、云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林业省级龙头企业、云南省文
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基
地、云南名牌农产品、3A旅游景区、
云南省唯一的阿里巴巴太极禅苑文
化驿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机乌
龙茶园。

凤庆县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凤庆县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

依托“四个示范创建” 筑牢“西南绿色屏障”

双江推进履行双江推进履行《《联合国森林文书联合国森林文书》》示范单位建设示范单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满芯） 永
德县立足职能职责采取“1+1+1”联动工
作机制，结合国庆、中秋期间纪律作风
监督检查工作，组建 3个监督检查工作
组，驰而不息纠治“舌尖上的浪费”，守
护好人民手中的饭碗。

该县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运
用蹲点监督、“体验式”监督、“源头式”
监督等方式，将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情况，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践行“光盘
行动”情况，公务用餐活动情况，扶贫领
域、民生领域资金使用情况及地方民族
节日期间用餐情况作为重点监督内
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
扯袖、抓早抓小、提醒纠正；对顶风违
纪、情节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
理。对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典型案
例，一律通报曝光，形成警示震慑。

各乡（镇）持续推动移风易俗专项
整治，坚决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大
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净化社会
风气。监督好基层党员发挥先锋作用，
通过党风带民风的方式，引导群众摒弃
互攀互比陋习。

永德县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永德县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一排排古朴的石板房依山而
建，石板房、石板墙、石板路独特的
建筑风格让镇康县凤尾镇芦子园小
落水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传统村落，
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赞不绝
口。

为突出石板文化特色，小落水
村结合特色石板房建筑实际，坚持
规划先行，优化村内空间布局，以传
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为重点，依托小
落水平叛遗址红色资源，打造红色
生态旅游村，对小落水自然村的历
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风情进行梳
理、保护和应用；保护修缮特色民居
51 间，完成寨门、小落水平叛纪念
碑、民族团结文化广场，同时，加大
对基础设施支持和投入力度，立足
打通制约旅游发展“最后一公里”，
在道路、厕所、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建成集红
色旅游、生态休闲、特色文化、产业
互融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发展区，引
得游客纷至沓来。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过程中，该
村坚持以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为抓
手，按照“七改三清”的标准开展村
容村貌、户容户貌大改观活动，形成

“环境整洁优美、基础设施配套、管
理制度健全、社会秩序井然、精神面
貌良好、人居环境改善”的良好局
面。

为增加群众收入，该村结合实
际，，盘活土地资源，巩固基础产业，
壮大特优产业，充分利用气候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精心组
织，依托小落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采取“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电商”运作模式，实现农产品下
山进城，该村的高山火腿、“扎露青”
青菜等农特产品成为游客的抢手
货，增加了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
目前，共种植“扎露青”青菜 200亩，
户均生态养猪 20 头，发展规模达
800头，户均养殖蜜蜂 10窝，发展规
模达 400窝，重点打造生态大绿菜、
干板菜、高山火腿、烟熏肉、蜂蜜、药
材等远近闻名的产业生态品牌，年
利润达40万元。

如今，走进小落水村，主打石
文化的传统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改
善，群众的幸福生活也越来越有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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