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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美食、着美服、拍美照、赏夜景……不久前
开门营业的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月光印巷吸引了
众多游客，成为迪庆文旅人气提升、消费动能复苏
的生动缩影。

发展夜游经济是推动文旅融合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突破口，夜游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拓展了消
费空间，更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场景，逐渐成为各城
市经济发展的新抓手和新动力。

从独克宗古城到独具民族特色的藏民家访，
近年来，迪庆把发展夜间经济作为聚拢人气、提
振消费的重要抓手，夜间经济发展呈现业态不断
丰富、潜力不断释放的喜人态势。同时也要看
到，迪庆的夜间经济形态主要以餐饮、购物为主，
还不能有效满足不断升级、日益多样化的大众消
费需求，探索更多符合雪域高原特点的新业态是
当务之急。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迪庆作为旅游州市，
点亮夜经济要全盘考虑，强化系统思维、长远思
维，充分依托迪庆特色资源优势，注重世界的“香
格里拉”品牌打造与迪庆特色，走差异化发展路
线。要坚持以餐饮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以购物
为支撑、以旅游为带动、以亮化为辅助、以政策为
保障，培育夜间经济发展载体，完善夜间经济保障
体系，挖掘夜间消费新动能，鼓励消费业态多元化
发展，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与浓郁民族风
情的夜间经济集聚区，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有
效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需
求，为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发展“夜间经济”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
样也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
服务好消费者，平衡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构建完
整的服务链条、标准的服务体系，在城市治理的精
细化上下功夫。相关部门应聚焦重点区域，包容
审慎监管，适度放宽夜间“外摆位”管制；优化交通
组织，试点夜间分时制步行街；美化灯光造景，营
造良好夜间消费氛围；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夜间卫
生安全管控能力，打造安全有序便捷的消费环境，
为夜经济的长久生命力保驾护航。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云川）今年来，共青团德
钦县委牢牢抓住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机遇，认
真履行全团带队的工作职责，聚焦六个工作重点，
全面开展少先队各项工作。

聚焦思想政治引领，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
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寄语精神，广泛开展“红领巾爱
学习”网上主题学习活动。积极发挥德钦县贺龙桥
红色教育基地、革命历史陈列馆、烈士墓等实践教育
基地作用，讲好德钦红色故事，引导少先队员走出校
园参与社会活动，让队员们在实践教育活动中筑牢
信念、砥砺品格、磨炼意志、增长本领。

聚焦组织阵地建设，不断扩大少先队组织覆
盖。积极打造“校内+校外”互为补充的少先队育
人模式，构建起资源共享、协调联动、活动互补的社
会化工作体系。该县共有5个学校少工委，3个社
区少工委，1个校外实践基地少工委，5个少先队大
队及123个中队，有少先队员3842名。落实《中国

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严格抓好各级
少工委按期换届，各中小学校规范召开少代会、少
工委全会。

聚焦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构建阶梯式成长激
励体系。以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为中心任务，紧密
结合少先队员日常学习生活，尊重少年儿童不同成
长阶段的认知规律和行为特点，积极构建阶梯式成
长激励体系。全面落实分批入队，注重源头培养，
充分开展队前教育，完善入队激励，有组织、分批次
吸收适龄少年儿童加入少先队，推动全县小学全部
开展年度分批入队工作，在“六一”“十一三”等重要
时间节点，分别举行第一批 、第二批队员入队仪
式，从源头培养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

聚焦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少先队辅导员素质
能力。严格落实少先队辅导员任职标准和程序，强
化政治标准把关，配备大队辅导员22人、中队辅导
员127人，少先队辅导员配备率达100%，党团员比
例达80%。强化少先队辅导员培训，每年对少先队
总辅导员、大队辅导员培训全覆盖。同时，聘请政

治素质硬、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的优秀党
员、团员和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五老”担任少先队
校外辅导员，充实县级校外辅导员人才库。

聚焦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少先队服务水
平。印发《德钦县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
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系统部署、全面深化全县
少先队改革发展，为党建带团建、队建提供制度保
障。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县级团委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县级少工委主任，全面加强共青团对少
先队工作的直接领导，完善共青团在工作力量、资
源、项目上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机制，将少先队工作
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实现每年固定的少先队工作
经费。

聚焦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共同关爱守伴成长。
始终坚持“以爱育爱，助力成长”的理念, 积极对接
社会各界资源，深入推进“希望工程”建设工作，开
展“金穗圆梦”“茅台助学”“东润公益基金”“幻方
助学”等爱心助学活动，共筹措助学金和帮扶基金
累计33.45万元，资助贫困学生300余人。

德钦县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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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州把殡葬改革与生态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相
融合，着力解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普遍期盼，着
力推进丧葬习俗改革，殡葬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为
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减轻群众负担、节约耕地良田
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有高度。州、县（市）成立殡葬改革领导小
组，通过召开政府专题会议、殡葬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等研究部署殡葬改革工作，建立健全了组织领
导、执法监管、协调调度、宣传动员、情况通报等工
作机制，切实形成上下联动、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工作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进一步增
强，考核评估、执法监管、服务规范等政策框架体系
日趋完善。用制度为改革护航，结合实际，遵照地
方传统，修订完善《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意见（暂行）》

《火葬区划定方案》《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实施方案》

等政策，殡葬改革工作逐渐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
良性轨道。

改革有力度。建成使用公墓8个，墓穴1200余
个，县级骨灰楼3栋，乡镇骨灰堂2座，骨灰格1400
个。香格里拉市和德钦县公墓纳入州级重点公
墓。探索既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殡葬习俗，又保护生
态环境方便惠民的集中安葬新模式，建设民族民俗
火化安葬点，划定各县（市）火化葬区共26个乡镇，
143个村（社区），1172个村（居）民小组，覆盖国土
面积 18681.98 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
80.5%；覆盖人口 21.26 万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
54%。常态化开展“大墓”“豪华墓”“活人墓”专项
整治行动，采取拆除一批、迁移一批、遮挡一批的方
式进行综合整治，并形成长效机制。截至目前，全
州各地均未新增“活人墓”。

改革有温度。持续巩固移风易俗成果，广泛开

展以“新时代新殡葬新风尚”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发
布《文明祭祀倡议书》，把殡葬移风易俗纳入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重要内容，全州95%以上的行政村将
丧事简办、厚养薄葬、节地生态安葬等纳入村规民
约，文明节俭办丧事渐成主流。各殡葬服务单位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丧属至上”的服务理念，严格执
行殡葬服务“六公开”制度，殡葬服务满意度不断提
升。建立基本殡葬服务减免制度、绿色节地生态葬
法奖补制度、公墓安葬补助制度，确保实现人人享
有公益性“殡、葬、祭”三位一体的基本殡葬服务。
对困难群众进行遗体火化的给予1000元的火化补
助，生态安葬后的家属最高可领取5600元的惠民
殡葬补助，年均惠及群众约1000余人次。通过提
升殡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力促进了殡葬工作
有序开展，树立了文明新风。

（州委政研室、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供稿）

■迪庆“三农”领域案例典型“乡村之变”

“旧习”变“新风”

本报讯（实习记者 姚婕）自农村地区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迪庆州市场监管局聚
焦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难点、痛点问题，采取

“边打击、边规范、边服务、边提升”措施，严防严管
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全面筑牢农村地区食品安全
防线。截止目前，累计开展食品安全宣传25场次，
发放农村食品安全宣传册1700余份，出动检查人
员 482 人次，检查农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149 家
次，查处生产经营假冒、“三无”、劣质食品案件18

件，查封扣押违法食品0.25吨，没收违法所得0.66
万元，累计罚款19.7万元。

强化监督检查，聚焦源头治理。强化散装白
酒、糖类、食盐等重点品类，中小学食堂、校园周边
等重点区域的食品生产、批发、零售等重点环节的
食品监督检查和抽检。尤其是强化对食品生产企
业和批发企业的监督检查和抽检，实现监管视线
前移，从源头净化农村地区食品市场。

强化宣传引导，聚焦示范引领。强化农村地区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教育管理和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科
普力度，继续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示范店建设，以点带
面、整体推进，引导农村食品经营者依法履行主体责
任，全面提升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

强化打击震慑，聚焦问题整改。聚焦农村地
区食品安全问题线索，追根溯源、深挖细查，严厉
打击农村地区食品“三无”、侵权假冒、过期变质等
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扎实开展问题整改“回
头看”，严防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死灰复燃。

扎实开展农村地区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州市场监管局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五月，福建宁德县城刚受倭
寇劫掠，满目疮痍，广东潮阳举
人林时芳临危受命，由福建漳
州府漳浦县教谕升任宁德知
县。

莅任之初，由于倭寇横行，
宁 德 城 内 十 室 九 空 ，一 片 狼
藉。短短两个多月内，林时芳
夜以继日，维护地方治安，杖责
海盗，赈济地方贫士，为百姓赎
回妻儿……种种举措深得人心。

林时芳赴任后的首要之事
是重建城池。城池是冷兵器时
代最重要的军事设施，有了坚
固的城池，就算倭寇胆敢卷土
重来，百姓也有个避难之所。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九
月，抗倭名将戚继光取得横屿
大捷后不久，福宁知州夏汝砺
就启动宁德城重建。彼时林时
芳还未到任，谁知工程刚刚启
动，一批倭寇就来侵袭，工匠们
闻风逃窜，倭贼来往县城如同
走家串户，城内惨状可想而知。

林时芳说：“予来抚兹县，
必域尔于奠，安敢玩祸弃民，罪
孰予逭？尔辈无恐哉！”他无所
畏惧，迎难而上，一到任就着手
制定宁德新城池的整体规划，
此外他还积极向上级争取资
金。但刚开工没几天，林时芳
就碰到了棘手的问题，由于县
城两次被倭寇侵占，百姓饱受
蹂躏，朝廷虽已收复县城，但百
姓心中仍有余悸，宁可隐遁于
深山峡谷，也迟迟不肯回城。

百姓不回城，重建家园也是
空有其表，无济于事。林时芳
辗转反侧，终日思考对策，终于
想出了办法。他一方面发动地
方乡绅崔廷复、陈言等人出面
游说，做通百姓的思想工作；另
一方面派人到老家广东潮阳迎
请老母到宁德，居住在简陋的
县衙后堂，林时芳与母亲同吃
同住，早晚尽孝。

闽粤之间，山海阻隔，从潮
州府到福宁州路途不短，十多
天的跋涉，对年迈的林母而言，

其中辛苦，无须赘述。可为了
感化百姓，让他们放心归城，林
时芳纵有千般不忍，还是决定
让母亲远离家乡，真可谓是用
心良苦。

果然，经过林时芳“奉母于
官”的举动，以及乡绅崔廷复等
人的反复劝说，宁德百姓感动
了，不久后他们便扶老携幼回
到城里。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正
月，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宁德县
城重建工程完成了大半。其间
虽遇石材缺乏、资金不足等困
难，但得益于林时芳的指挥得
当、带头捐俸，问题也都迎刃而
解。同年三月，宁德城重建完
成，“城高及垛丈八尺五寸，厚
丈六尺；改窝铺为游廊，六百九
十有九间，防雨圯，且便守也！
敌楼四十座，门四，匾曰：镇靖、
崇顺、永宁、遵化”，内外马道，
三面临河，上通山涧，下接海
潮，固若金汤。

城池建好了，各类官府机构
也要恢复，还要帮助百姓修缮
倭乱中毁坏的房屋。于是，凡
宁德县衙、按察分司署、学宫文
庙等先后修复，焕然一新。

为了纪念林时芳的再造之
功，也为了让后人记住这段饱受
磨难的历史，宁德教谕张秉衷托
人延请罢官家居的前广东按察
司佥事林爱民题写碑记，这方题
名为《林大尹重城宁德记》的碑
刻至今仍屹立于南漈山时芳亭
中。

隆庆元年（1567 年），林时
芳因为政绩卓著，擢贵州独山
知州。离任之日，百姓留其衣
冠，并塑像供奉，祀于宁德城隍
庙中，足见百姓对他的尊敬。
（陈启西 黄隆星）
（来源：云南法制报纪检监察周
刊）

林时芳修城

本报讯（记者 央金拉姆）近年来，小中甸镇党
委坚持在严密组织体系、建强队伍体系、健全制度
体系、搭建服务体系上下功夫，着力增强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严密组织体系，增强基层治理的组织力。聚
焦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目标，坚持“无组
织抓组建、有组织抓规范、已规范抓创新”的思路，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
一是抓牢组织覆盖。按照“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
党组织”要求，加大党组织覆盖力度，2015年在全
州率先实现“一个村民小组一个党支部”100%，
2021年实现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兼任村民小组长

“一肩挑”100%，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
系。二是抓严组织规范。巩固党支部规范化达标
创建成果，深入开展党支部“扩先、提中、治软”行
动和“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创建，实现党支部规
范达标100%，创建1个省级“规范化示范党支部”、
4个州级“红旗党组织”，培育了一批立得住、叫得
响、推得开的党建示范点。三是抓实组织生活。
建立经常学习提高、日常督办提醒、及时反馈报
告、定期检查考核、全程纪实管理的闭环机制，规

范落实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推动组织生活从“过得
去”向“过得硬”转变。

建强队伍体系，增强基层治理的统筹力。聚
焦锻造懂治理、能治理、善治理的队伍，坚持在基
层队伍配备、培养和管理上下功夫，为推进基层治
理蓄力赋能。一是培优育强“头雁队伍”。以村

“两委”换届工作为契机，优化基层带头人队伍结
构。二是健全后备干部培养机制。深入实施“领
头雁”培养工程，发挥青年人才党支部培养作用，
持续回引农村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回引14名优秀
人才，培养储备6名35岁以下后备力量。

健全制度体系，增强基层治理的保障力。聚
焦发挥镇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为
着力点，坚持建机制、创载体，推动治理责任落地
见效。一是健全“四级联动”领导机制。健全党委
—村党总支—村民小组党支部—党员户的组织体
系，建立党政班子包村、干部职工包组、党建指导
员包支部、支委包片、党员包户的责任包保机制，
构建党委高位统揽、班子成员统筹协调、党员干部
督促落实、党组织具体落实的治理格局。二是实
行“双清单”推进机制。紧扣重点任务推进，建立

“出门领走任务清单、回镇归类销号清单”的“双清
单”，明确完成时限，定期调度研判，压紧压实各包
保人员工作责任，推动重点任务落地。

搭建服务体系，增强基层治理的服务力。聚
焦服务深入到群众、问题解决在一线，坚持政策
向基层倾斜、资源向基层下沉，积极搭建服务平
台，推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快速反应、精准落实、服
务群众的能力。一是注入网格力量。建立以党
员为骨干的“网格员”队伍和“网格化”管理体系，
组建54个网格、147名网格员队伍，把基层各类网
格整合成治理“一张网”，推动服务、管理、资源、
力量向网格集聚。二是凝聚先锋力量，按照“支
部领办、党员带头、群众自愿”，建立3个新时代感
党恩实践中心，组建3支“新时代感党恩志愿服务
队”，按照群众、党组织“点单”、实践中心根据需
求“派单”、志愿服务队伍“接单”等形式，推动网
格服务由“等服务”向“送上门”转变。三是延伸
群团力量。建立 47 个群团组织，7 个老年协会和
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组织引领各类组织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不断把党组织的意图变成各类组
织参与治理的举措。

小中甸镇：严密党的组织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张燕）日前，
共青团维西县委、县妇女联合会
在维西县城区开展“烟头不落
地 傈乡更美丽”捡拾烟头积分
兑换礼品活动。

在活动现场，居民们纷纷亮
出“战果”，兑积分、换礼品。“这
个活动非常好，我们能参与到卫
生县城创建工作中，还能兑积
分、换礼品，这次兑换到的这袋
洗衣粉够我家用一两个月了。”
辖区居民肖大妈开心地说。

活动中，城区妇女群众、青
少年们积极报名参与志愿服
务。充分展现了巾帼志愿者和

青年志愿者服务担当、争当模范
的风采。志愿者们轮流在县城
内6个志愿服务岗亭进行志愿服
务，向来往群众宣讲维护环境卫
生的重要性，并动员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环境卫生大整治，共同营
造干净卫生，美丽文明的城区环
境，进一步激发全县居民参与环
境卫生整治的热情。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通过积
分兑换模式，有效引导广大市
民自觉养成“烟头不落地”的良
好习惯，提升居民群众的环卫
意识，为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贡
献力量。

维西县：创卫工作有妙招

◀8月7日上午，香格
里拉市金桥路口及周边因
雨后道路积水，淤泥污染
路面，给过往行人及车辆
带来诸多不便。

为尽快恢复城区洁净
容貌，香格里拉市和祥环
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即
组织环卫工人30名，抽调
高压水车 2 辆、扫地车 4
辆，积极开展道路清淤工
作，同时对下水道水口周
边的树枝、杂物等进行清
理清运。经过近五小时的
连续作业，成功恢复道路
畅通整洁。

（何雨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