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18年2月24日 星期六

投稿信箱：bjb-dqrb@126.com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本报讯（实习记者 吴珊蕙）为有
效保护和弘扬迪庆藏族自治州优秀
民族传统文化，近日，州人民政府正
式公布第六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项目，达摩祖师洞“转山
节”、尼汝祭山跑马节、维西傈僳族唢
呐调、传统竹编技艺等26个特色非遗
项目入选。今后，它们将得到更加科
学合理的传承和保护。

据悉，此次入选州级保护名录的
26 项 非 遗 项 目 ，涉 及 迪 庆 3 个 县
（市）、7个少数民族，涵盖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等5
大类，其中，传统音乐4项，分别是傈
僳族“阿哟哟”、维西傈僳族唢呐调、

维西普米族古歌、彝族口弦；传统舞
蹈 2 项，分别是筛巴学勒、巴珠藏族

“唱嘟”；曲艺1项，即维西扬琴调；传
统技艺10项，分别是德钦糕点制作技
艺、维西小锅酒制作技艺、维西县麦
芽糖制作技艺、维西县永春乡木制品
制作技艺、传统擀毡技艺、传统竹编
技艺、傈僳族服饰制作技艺、傈僳族
弩弓制作技艺、皮革制作技艺、手工
木梭轮搓绳技艺；民俗9项，分别是德
钦藏族驱邪“撼支年”、藏族“拉斯”习
俗、藏族“舒古尼苏”节、达摩祖师洞

“转山节”、维西拉玛祭祀、东坝二月
十“格初楚”朝白山、苗族花山节、尼
汝祭山跑马节、彝族传统火把节。

第六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项目公布

本报讯（记者 安永鸿）为确保健
康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燕门乡卫生
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捆绑式服务
团队，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主动建
档意识。该院采取以走家串户上门建
档为主，门诊建档为辅进行建档工作，
确保档案的真实性。截至2017年底，
总计为辖区居民建立家庭健康纸质档
案7932份，占全乡总人口的97.55%。
并100%录入电子档案系统。

公共卫生服务团队以家庭服务医
生为指导，乡村医生终生服务为主体
的“划片包干、团队合作、责任到人”的
服务模式开展，去年7月，院该正式启
动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职工与村医
组成三个团队，签约人数4177人，其中
建档立卡户249户，1024人。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13户，28人。65岁以上老
年人426人，高血压456人，孕产妇20
人，儿童301人，重症精神病患者8人，
残疾89人。为高血压患者发放免费药
品价值23749.00元。截至去年底，该
院共计为35岁以上辖区居民免费量血
压人数为973人，新筛高血压41人；登
记管理并提供随访高血压患者为618
人，其中健康管理人数339人，健康管
理率为54.85%，血压达标40人。并按
要求录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登
记管理65岁及以上老年人740人,其中
健康管理人数 300 人，健康管理率
40.54%，并按要求录入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系统。

据了解，签约居民可在享受《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规范》所规定
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
基础上，还可享受到以健康管理为主
要内容、主动服务为主要形式的个性
化的服务和优惠措施：根据居民个人
健康信息，每年对其进行1次健康状
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使居民不
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时知道如
何自我干预。

根据居民不同健康状况和需求，以
慢性病患者为首要服务对象，提供主
动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每年不
少于 4 次。提供 24 小时免费电话咨
询，给予健康、预防、保健等方面指导。

对空巢、慢性病长期卧床、行动不
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护理，
健康咨询和指导服务。这些服务为
基本服务项目，不收取费用。

此外，该院在家庭医生签约下乡
过程中，大力宣传医保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多种倾斜政策，包括提高住院
及门诊的报销比例，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限额从 400 元提高到 420 元，住院
在现有报销比例的基础上提高5%，提
高群众对健康扶贫的知晓率，确保建
档立卡贫困户100%参加医保和大病
保险，实现人人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本报讯（通讯员 李玉和 阿主玛
记者 张锦明）在去冬今春防火期之
际, 香格里拉市建塘林场(站)全面落实
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有效保护了青
山绿水和森林资源安全。

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管护责
任。3名副场长签订《森林防火、资源
林政责任书》;场(站)与管护点点长签
订《森林防火、资源林政责任书》8份;
职工签订《森林管护责任协议书》58
份;护林员签订《聘用责任书》74 份，
与涉林施工单位、景区景点，砂石厂、
砖瓦厂、涉林养殖场、驻地部队等单
位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91份。通
过层层落实责任，形成“山有人管，林
有人护，责有人担”的机制。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火意
识。去冬今春，共召开各类防火宣传
会议96次，悬挂宣传布标横幅48条，
发放户主通知书 4000 份，布告通知
3800 份，张贴防火宣传标单 712 条、
红底标语 560 条，发放防火宣传单
8800份，下发整改通知1份。派出宣
传人员 1128 人(次)，深入各村委会、

社区及村民小组，广泛宣传《迪庆藏
族自治州关于在全州范围内严禁野
外用火的通告》内容和有关法律法
规，分别到独克宗、尼史小学开展森
林防火“五个一”工程宣传，以小手拉
大手的形式培养学生当好小小森林
防火宣传员。

加强扑火应急队伍培训管理。
在建塘镇组建了两支半专业扑火应
急队。2016年至2017年，开展了4次
业务培训，提高了半专业扑火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扑火技能。

严守纪律，认真履职。严格防火
期间考勤制度和工作纪律，执行24小
时值班制和日报制。元旦、春节、藏历
年、清明、五一、端午节等节假日期间，
干部职工到面山进行巡山巡护，进一
步加大面山管护力度。2017年8月开
始，对全镇72名管护员进行卫星定位
管理，做到有火情及时处理，把林火消
灭在萌芽阶段。同时，逐渐完善管护
设施，2017年，搭建了建塘镇公益林项
目烧香台改造45个，新建围栏15个，
永久性防火宣传碑11个。

燕门乡稳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

建塘林场(站)落实管护责任

本报讯（记者 江初）2017年，德钦县统筹兼顾，全力
推进河长制相关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为了扎实开展好河长制工作，德钦县加强组织领
导，成立德钦县全面推行河长制领导小组。在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中落实好党政领导负责制，2017年6月14
日，经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通过并下发了《中共德钦
县委办公室 德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德钦县全
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德办通[2017]42
号），成立了以州委副书记、德钦县委书记为组长，德钦
县委副书记、县长为第一副组长的德钦县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德钦县把河长制机构建设
作为河长制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已完成专职河长制工
作机构及人员编制相关工作。

完成抓好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及出台工作。

德钦县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文下发了《中共
德钦县委办公室 德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钦
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办字
[2017]6号）。2017年7月20日前，全县8个乡镇实施方
案己全部出台。7月19日,召开了全县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动员大会，对全面推行全县河长制工作作了具体
的安排部署。

积极推进河长制基础工作。抓好数据体系和制度
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河湖库渠分级分类名录编制工作，
按照省河长办要求，完善了37个县级、68个乡镇级、106
个村级河湖库渠名录编制工作。已编制出台了《德钦
县全面推行河长制行动计划（2017-2020年）》及德钦县
实施河长制六项制度。积极推进一河湖库（渠）一策、
一河湖库（渠）一台帐建立工作，初步完成了调研及数

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抓紧开展河长手册、河长制公示牌制作及安装工

作。德钦县河长办积极编制全县河长手册，按照省水利
厅《关于竖立河长公示牌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及州河
长办制定的公示牌规格、尺寸、内容、材料、样式等规范
要求，做好全县河长公示牌的制作安装工作，并于2017
年11月20日以前，全面完成县级河长公示牌的安装工
作。

根据《德钦县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开展县级河（湖、库、
渠）长巡河调研工作的通知》（德河长办发〔2017〕1号）文
件要求，在,2017年9月2日前完成了全县河长制推行以
来的第一轮巡查工作，完成了县级37次、乡（镇）级108
次、村（社区）级185次（河、湖、库）的巡查工作，完成县级
河长巡查调研报告37份，县级河长巡查记录表37份。

本报讯（记者 江初）2017 年，德钦县升平镇党委
政府紧紧把握发展的第一要务，始终把经济发展作
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开拓经济发展
空间，着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
面。

2017 年，全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实现 5043 万
元，同比增长 10%，比上年增加 486 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 11807 元，同比增长 14%，比上年增加 1487 元；
完成项目投资达29320万元。

产业稳步发展。种植葡萄 593.05 亩，产量达 18.1
万公斤，葡萄产业总产值达 1709 万元；建设核桃基地
500 亩，发放核桃苗 2 万株；试种中药材面积 74.7 亩，
药材总产值达 41.54 万元；全年养殖牛 5449 头，其中
牦牛和犏牛养殖 4199 头，养殖土猪 3610 头、土鸡
4240只，畜牧业总产值达885.92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2017 年，完成阿墩子
社区、敦和社区户外卫生路硬化；阿墩子社区谷松村
民 小 组 尾 道 路 硬 化 、村 内 户 外 卫 生 路 硬 化 共 计

11877.14 平方米，3 个错车道，挡墙 430 立方，拆除原
路面 1840.46 平方米。巨水村南仁土地开发治理，计
划新增农田 868 亩，实际新增农田 100 亩。架设管道
2000 米，围栏 2000 米，共计投入沪滇帮扶资金 145 万
元。巨水村日仁卡小组人畜饮水及农田灌溉建设项
目，架设饮水管道 pe110 848 米，新建水池 200 立方一
座，修缮水池 300 立方一座，田间配渠 2600 米，新建
25 平方米活动室、厨房一间，共计投入昆迪帮扶资金
105 万元。阿东村贡卡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新
建卫生路 6848 平方米，投入 87 万元。新建路灯 55
盏，33 万元标示碑两座共 10 万元。其中 20 万互助资
金用于阿东村集体经济发展。巨水村茸顶村民小组
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建设标准化大棚 30 个，配置棚外
过滤系统两套，管道 3000 米。投入沪滇帮扶资 35 万
元。完成 4 项饮水安全工程，解决 4 个村民小组 92 户
460人引水困难问题。

切实做好农业畜牧业发展保障。大力推广地膜
覆盖技术，全年销售高效地膜 8 吨共 800 件，为农户
顺利开展农作物种植生产提供了保障；开展德钦县

创建高海拔马铃薯绿色高产高效第一批示范区，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发放种薯 15 吨；抓好农药使
用，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推广科学环保理念，做
好农作物疫情疫病管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真
组织落实 2017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评选 25 户葡萄种植科技示范主体户，进行挂牌
和培训，带动周边 200 户葡萄种植户，培训非示范主
体户 500 余人次，发放农业技术资料 200 多份，肥料
100 袋;做好重大疫病防控工作，全年共注射猪瘟
4455 头、猪蓝耳 2326 头、猪口蹄疫 4455 头、牛口蹄疫
10897 头、羊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 3466 只、禽流感和
新城疫3358只。

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实地丈量、发放农村
宅基地审批表 41 份，配合县国土局组织开展德钦县
房地一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
证试点工作，并对 25 户土地建房者给予发证。全面
完成重大项目建设土地征地丈量 776 亩。上报通过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33 处，设地质灾害监测员 28 名，
安全度过了2017年汛期。

春节期间，记者在昆明看到，街面
上人山人海，车来车往，但是秩序井
然，在人民中路与正义坊交叉口处，冬
日暖阳洒向宽阔的马路，白色的斑马
线闪亮而醒目。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走上
斑马线，一辆出租车远远地就放慢了
车速，两辆并排而行的小轿车也缓慢
的停在了斑马线前。大约 9 秒后，当
那位老奶奶顺利通过斑马线，停下的
车辆才缓缓起步，路口执勤的交警抬
手向出租车和小轿车驾驶员致意，驾
驶员从车窗内报以真诚的微笑。记者
在此路口发现，每每有路人过斑马线，
来往车辆便会自觉减速停下。这份无
声的温暖，也传递给了游览昆明的各
国游客。

城市交通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

子。一条斑马线，承载着城市交通的
安全与规范,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笔者认为，作为旅游城市，这
种互敬互让的行为更应该成为大美香
格里拉城市文明交通的新风尚。

笔者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为
了群众的生命安全，为了城市的文明
和谐，我们共同努力、共同礼让。让这
份无声的温暖，在香格里拉发“声”。
（卓玛拉初）

从斑马线看一座城市

升平镇：真抓实干 稳推经济发展

德钦县全力推进河长制工作

脱贫攻坚，干部是答卷人，群众是阅卷
人：攀天阁乡美洛村那米新村余正中家的大
门上张贴着一副体现民心的对联：“干部付出
辛勤汗水，群众收获幸福生活”，横批是“干
群同心”。住进新房子，过上好日子，群众打
心里唱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好的赞歌。

“打赢脱贫攻坚战核心在解决‘人’的问
题，也就是如何凝聚起磅礴力量致力脱贫攻
坚的问题。”维西县委书记格桑纳杰在脱贫攻
坚现场推进会上说。

如何解决“人”的问题？维西县找到答
案：吹响集结号，凝聚“两股力量！”

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维西县最大限
度用好帮扶力量和最大限度激发内生动力

“两股力量”，向贫困宣战，全县脱贫攻坚呈现
“四个向好”（扶贫基础条件不断向好、脱贫
效果不断向好、群众脱贫意识不断向好、党委
政府脱贫信心不断向好）的喜人局面。

吹响集结号 聚集帮扶磅礴力量
扶贫资源短缺，帮扶力量不足，是制约维西脱贫攻

坚的“瓶颈”。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维西县落实“五级
书记”抓扶贫机制，全力整合汇聚省、州、县148家挂钩
单位、7181名帮户干部、82支驻村扶贫工作队、405名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以及上海、昆明、曲靖对口帮扶等力
量同向发力，实现挂钩单位、扶贫工作队、第一书驻村
帮扶和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建立督促检查工作机制，强力推进问题整改落
实。为进一步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成立了由县纪
委、两办督查室组成的巡回督查组，加强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形成督查问题清单，明确责任
单位限时整改。县委领导定期或不定期听取督导组、
督查组和指导组工作情况反馈，及时研究解决存在困
难和问题。扎实开展专项纪律检查，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县纪委及时下发《中共维西
县纪委 维西县监察局转发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加强
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文件的通知》、《中共维西县纪
委转发<给有规范纪律检查机关问责事项办理的通知
>的通知》、《中共维西县纪委 维西县监察局关于贯彻
执行<云南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制>
的通知》等文件，成立专项纪律检查组，深入各级有关
部门开展专项检查，着力查找问题、发现问题，督促整
改落实，同时严肃追责问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纪律保障。自脱贫攻坚监督执纪工作启动以来，维西
县共发现扶贫领域线索16起，已处理2件2人。

转变作风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整治“四不
干型”单位和干部，以开展“骏马奖”和“蜗牛奖”评选为
抓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让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扶
贫干部，始终保持了“三脱”的工作状态和奉献精神，做
到“舍小家、顾大家”，持续发扬"5+2"“白加黑”的工作

精神，努力用意志、汗水、心血，甚至生命。
吹响集结号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对贫困群众存在的思想观念、素质两块
“短板”，维西县实施“素质提升计划和劳动力
转移就业计划”，补齐脱贫观念、素质“瓶颈”
两块短板，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变无能力
脱贫为有能力脱贫。

扶志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精准扶贫首先
要精准扶志，解决“被动扶贫”的问题。维西
县组织人力物力，加大《劳动力素质提升计
划》落实力度，深入开展“迪庆精神”宣讲、“维
西精神”提炼，以及“千促”活动；深入开展“自
强、诚信、感恩”主题教育活动，以流动党校、
新时代农民夜校、院坝会等各种方式大力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脱贫致富道路上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用村规民约的方式，引导群众形成崇尚劳动、
致富光荣的观念，着力推动贫困户转变思维
方式，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摒弃陈旧的生产

生活习俗；引导贫困户树立谋发展、想发展的信心和信
念，激发内生动力。据统计，去年以来，维西县以新时
代农民夜校、院坝会议等方式举办宣传教育会1119场
次，累计20万人次参加。

扶智是精准扶贫的根本。针对贫困群众能力不
足问题，维西县加大整合资源力度，形成合力，实施劳
动力转移就业计划，加大教育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
素质提升和转移就业。积极争取省技师学院和财政
厅等相关部门支持，依托南方电网、省技师学院等挂
包单位，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引导和组织工作，积
极开展好有组织、有计划、有实效的教育培训和劳务
输出工作。截至目前，完成能力素质提升培训 10410
人，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 9314 人次（其中，县内就业
4164 人次、县外省内就业 1652 人次、省外国内就业
3496人次、境外就业2人次），实现建档立卡劳动力新
增转移就业2107人次。

吹响集结号 打好攻坚战
——维西县凝聚“两股力量”致力脱贫攻坚纪实

杨洪程

春节前夕春节前夕，，州委政法委到挂钩扶贫村塔城镇海尼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州委政法委到挂钩扶贫村塔城镇海尼村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在帮扶单位迪庆州烟草专卖局的帮助下，那米新村群众住进了新房子，过上
了好日子。图为干净整洁的那米新村。

▲春节期间，维西县永春乡美光村开展以“脱贫攻坚，美光更美”为主题的文体活
动，庆祝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展望更加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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