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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和泰君 通讯员 张倩霞） 在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过程中，州政府办公室
党支部以建立“周五固定学习日”制度为抓手，建制度、
明主题、强管理，努力实现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常态
化。

建制度，形成长效机制。自今年4月开始，州政府办
公室党支部建立了“周五固定学习日”制度，对学习时
间、学习内容作出硬性规定，使之形成长效机制。在学

习时间上，要求每次组织开展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2小
时；在学习内容上，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增强党性、提
高素质为重点，深化党章党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党
史州情等方面内容的学习。

明主题，丰富学习形式。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需
求，州政府办公室党支部有针对性地制定每周学习计
划，通过轮流领学、领导讲党课、组织学习研讨等多种形
式开展集中学习，做到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确保党员学有目标、学有成效。截至目前，州政府办公
室党支部已先后开展了十九大精神专题、党章专题、普
法专题、廉政专题等多个学习专题，并由厅、处级领导讲
党课7堂。

强管理，增强学习实效。州政府办公室党支部坚持
学习签到制度，将个人参加学习情况纳入党员积分制管
理重要内容，进行量化管理，并将其作为年终评先争优
重要依据，通过强化制度管理，确保学习取得实效。

州政府办公室：制度助推“两学一做”常态化

11月22日，香格里拉市洛吉乡邀请香格里拉市委宣讲团讲师到尼汝村宣讲“拥护
核心、心向北京、十九大精神”，村“三委”全体成员、驻村工作队全体成员、全村党员、乡
市人大代表、各村民小组组长、妇女小组长等60人参加宣讲大会，使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藏乡村寨，家喻户晓。 （杨世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州审计局党组组织党
员干部到挂钩扶贫村维西县白济汛乡施
底村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宣讲以《以五个表率落实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结合扶贫工作、
农村工作进行宣讲。希望基层党员一
定要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村里的党
员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带领村民发
展。发展中要保护环境，实行乡村生
态战略，建成生态宜居的村庄，牢牢把
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

又讯 近日，州审计局召开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会议。会
议原文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

产党章程（修正案）》。
会议要求，审计干部一要推进依

法行政、促进依法治国，做到依法审
计。二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促进廉洁勤政，加强党风建设。三要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审计工作。四要圆
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科学谋划好明
年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
动全州审计事业科学发展。

（州审计局办公室）

州审计局到扶贫挂钩点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实习记者 施晓琳）11月
17日，州总工会在香格里拉市上江乡格
兰村开展“送法下乡”普法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结合基层群众对法律知
识的需求，针对群众想听的、想看的、
想知道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各个
村民小组轮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组
织农村群众认真学习《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婚姻法》《物权法》《继承法》《合
同法》等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

宣传活动组织有意愿进城务工
人员集中学习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
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让他们明
白外出打工遇到问题时，通过法律
渠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学会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让每一名群众
都成为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
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建设者和宣
传者，引导群众自觉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为构建和谐美丽乡村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氛围。

11月22日上午，香格里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池卜卡
步行街举办“城镇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宣传
活动。执法人员免费为市民发放《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实施办法》《香格里拉市临时建筑报备实施方案》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7000余份。
（李玉芳 摄影报道）

州总工会到格兰村开展法制宣传

本报讯（实习记者 何维龙） 随
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机动车在
人行道违停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保
证人行道畅通，市民安全出行，近日，
香格里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
法大队针对人行道违章停车展开专
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人行道机动车
停车站点进行集中整治。

规范整治期间，该大队推行“执
法人员徒步巡查，执法车辆机动巡

查”的“不间断、常态化”管控模式。
各责任中队坚持每天对重点路段、投
诉热点路段进行检查，检查出的问题
现场整改，并实时记录。同时，定期
及时分析辖区违停严重地段现状，组
织开展现场调研，集中对辖区洗车店
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动态信息台账，
对违法停车场进行查处取缔，确保辖
区内无无违法停车场及擅自私设停
车场行为。

集中整治违章停车

近日，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邀请
云南大学在读研究生到德钦县第一小学开
展以《我们的家园》《垃圾分类》为主题的环
境教育讲座。讲座从森林、雪山、湖泊等
自然环境分类到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
等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以及保护环
境、节能减排、再生能源等环保知识入
手，深入浅出地向孩子讲授了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的重要性，开展了以“垃圾回
收，废品循环再利用”为主题的互动实践
活动，孩子们通过学习
知晓了“可回收”和“不
可回收”的标志，对垃
圾分类有了初步了解。
（安永鸿 摄影报道）

日前，州审计局带领干部职工
到维西县白济汛乡施底村和永安
村开展贫困户走访。

走访中，干部职工深入帮扶村
组和联系户家中进行“一对一”访
谈，了解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子
女教育、家庭基础设施、家庭成员
社会保障、享受惠农政策等情况，
询问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需求，鼓励
他们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再

接再厉，继续发
展特色产业，增
加收入，脱贫不
返贫。（州审计
局办公室）

香格里拉市长胜村下诺于村民小组位于著名的风景区虎跳峡境
内，该组集休闲、娱乐、餐饮多为一体的食佳庄生态庄园，因养殖麂子、
豪猪、环颈雉等野生动物，吸引了众多来客的眼球。

近日，记者走进食佳庄生态庄园，只见整个庄园依山而建、树木苍
翠、曲径通幽，好似一幅传说中的梦境家园，三五成群的游客或品尝美
食、或观赏动物、或闲庭散步，脸上洋溢着怡然自得的神情。

庄园创办人罗瞬君说，庄园的创建不仅填补了虎跳峡景区吃、住、
行、游、购的空缺，闯出了一条致富增收的路子。

罗瞬君夫妇是下诺于村民小组农民，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由于
家里贫穷读完初中就早早辍学，在家务农，虎跳峡景区开发后，游客
如织，罗瞬君和妻子一起摆起了地摊，卖点山货药材填补家用。罗瞬
君是一个不甘于贫穷落后的青年，也是一个善于动脑筋发现商机的
人，在和游客闲聊中，很多游客无数次问起虎跳峡哪里可以品尝美
食，这些问题点燃了罗瞬君创业的激情，激起他打造虎跳峡美食产品
的热情。

“要做就做最特色的产业。”这是罗瞬君创业之初的最深体会，他
走访了州内外的很多地方，在丽江华坪县的一个野鸡养殖基地，通过
市场分析和调查，他发现了养殖野鸡的巨大市场潜力和无限商机，于
是他说服家里人，拿出多年积蓄和银行贷款，一次买进了800只鸡苗，
在下诺于选择一处青山绿水之地建厂，进行环颈雉人工养殖。

由于未接触过养殖，在仔雉脱温养殖过程中，由于缺乏技术，刚买
来的仔雉一次性死亡大部分，损失惨重，遭到家人的反对。

“老罗，我们连传统的土鸡都养不好，就不要指望养殖野鸡了，你
还是本分点，做小本生意吧。”很多人劝阻他不要冒险，免得以后产业
做不成还背上一身外债。可罗瞬君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始终觉得只
要掌握技术，只要有信心，没有办不成的事。他认真总结养殖失败的
经验，多次到华坪养殖基地学习，并买来了很多有关野鸡养殖方面的
书籍和资料，一有空就埋头钻研学习，认真揣摩野鸡的生活习性，边摸
索边实践，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养殖实践中。

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实践，他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野鸡养殖的技术和方
法，第二次他大胆引进了1000只野鸡苗，由于技术到位，方法有效，成活
率达到75%。他的养殖有了“滚雪式”的发展，第一年获利7.5万元。

罗瞬君把野鸡养殖业逐步发展成虎跳峡的特色产业，很多人慕名
前来购买野鸡，很多做食品产业的商家也主动找到他，订购产品，他的
养殖业成为了订单产品，市场供不应求，每年的存栏数达到5000多只。

为了把养殖业向多种化方向发展，罗瞬君夫妇商量后决定增加野
生养殖物种，他们又选择了江鱼养殖业，通过认真学习钻研，夫妇俩在
长胜村下诺于村成功孵化出了江鱼，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把“一餐难
求”的江鱼美食搬到了普通百姓的餐桌上。

今年，罗瞬君夫妇又看好麂子养殖，先后从福建、青岛等地区引进
了麂子，并向有关部门申报领取了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不断学习特
种动物养殖技术和方法，目前，麂子养殖达到了500余只，成为养殖的
一道主导品种。现在，夫妻俩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和物种，养殖了豪猪、
孔雀等野生动物，为了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增收，成立了香格里拉市野
生动物养殖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现代企业运作
模式，把物种分散养殖到农户家中，有效带动周边乡镇群众致富。合
作社对会员免费进行技术培训，培训合格后，由基地提供种源。基地
定期对会员养殖动物进行检疫、防疫，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为会员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保护价回收。

罗瞬君对未来发展充满憧憬，他说，野生动物特种养殖具有经济、
生态、社会多重效益。今后要继续大力发展壮大，把它打造成名副其
实的富民产业。

通过几年的努力，罗瞬君逐步把“食佳庄”生态庄打造成了集休
闲、娱乐、观赏、餐饮多为一体的生态庄园，每年接待游客人数多达1.4
万人次，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未来的规划中，他表示，将依靠虎
跳峡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把整个下诺于村民小组纳入到庄院的
建设中，逐步建设成集民俗文化、农家餐饮、休闲娱乐、野生动物观赏、
品尝野生动物美食多为一体的旅游项目。

罗瞬君:野生养殖念活致富经
● 陈义

跨越发展 争创一流 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

初冬时节，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春乡美光村层林尽
染，一条条蜿蜒的水泥路跃入眼帘，一个个多姿多彩的
少数民族村寨错落有致。

森林覆盖率高达89%的美光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
的“孤岛村”。如今，这里新房林立，产业兴旺，行路难、吃
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和增收难等贫困痼疾已成为
历史。聊起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马边海村民小组组长蜂
继荣高兴地说：“村民小组公路修通后，群众致富思源、富
而思进的意识大大增强，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了。”

“路通后，田间地头‘活’起来了。”记者跟随蜂继荣
来到马边海村民小组，只见村民们正在地里忙着采挖中
药材，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曾经的
庄稼人如今成为公司员工了，他们除了拿到土地租金
外，还有出售农家肥的收入和劳动报酬。去年，我们村
小组户均收入超过1.5万元。”蜂继荣说。

正在山上放羊的施决村民小组困难党员蜂自强，跟
记者算了一笔脱贫增收账：今年，种植木香收入 1.8 万
元、当归1.14万元、包谷1800元、白芸豆1500元；养殖羊、

马、猪和鸡收入1.4万元，共计4.67万元。“虽然我生了重
病，体力不如以前，但国家政策好，我作为一名老党员，
一定要加倍努力走上小康之路。”他说。

驱车前往安一坪村民小组路上，记者偶遇护林员雀
永坤。记者与他拉起了家常。雀永坤说，自己家里有4
口人，2014年之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2400元。为
解决他家的贫困问题，美光村“三委”及驻村工作队结合
实际，不仅聘用他为护林员，还帮助他家发展种植养殖
业。“现在，我家养了56只羊、4条牛、1匹马、10头猪、24
只鸡。种植当归3亩、野生秦艽2亩，加上当护林员每月
还有 1900 元工资，我家每个人一年差不多有 9000 多块
钱。”雀永坤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加快了，但生态破坏了，摘下了‘穷帽子’，
却戴上了‘黑帽子’，这不是真正的脱贫。”美光村委会主任
浦玉生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村坚持生态与发
展共进。”

村民蜂继华家不但有车、有摩托，而且还建起了一
栋600多平方米的房子，并把原来的木楞房装饰一新。“4

年前，我家连电费都交不起，想吃大米和买肥料，只能去
赊账。什么洗衣机、电冰箱见都没见过。”蜂继华的妻子
苏建丽说，“去年，我家盖起了新房，抽油烟机、电饭煲和
电脑等都买回家了。”

行走在美光村，记者感受到村民朴实的感恩情怀。
施各上村民小组村民轮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74岁五
保老人六十一，既给老人做饭、喂饭，还帮老人擦洗身
子，抬屎接尿。村民蜂文光说：“我们能脱贫致富，离不
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扶贫干部的付出。我们帮助村里
的五保老人是应该的，这也是一种回报社会的方式。”

“随着脱贫攻坚的逐步深入，群众的物质生活越来
越好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贫困群众精神
不脱贫，就不算真正脱贫。”美光村党总支书记李树雄
说，“为帮助贫困群众转变‘争穷不争富’的思想，防止脱
贫后返贫，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要求，
从根子上解决‘扶贫要扶人、扶人扶精神’的问题，提升
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同时撸起袖子加油干，带领群众
奔小康。”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美光村的开心事
● 云南日报记者 尤祥能

食佳庄生态庄园养殖的麂子、豪猪、灰兔等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