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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白鹤滩水电站。

李发兴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昆明市举办的 2022 中

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红河展台上，身

着当地少数民族服饰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游客展示紫陶。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③：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中心学

校里，学生在学习编织独龙毯。

李发兴摄（人民视觉）

图④：洱海之畔的古生村。

虎遵会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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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 新期待R

今年 4 月中旬记者采访时，现场还是热火朝天的

大工地；两个月后再来，一片厂房拔地而起；6 月 29
日，这个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宣布一期投产。在昆明

市安宁工业园区，投资 100 多亿元的云南裕能项目，

从洽谈到签约不到 2 个月，项目一期从开工到投产不

到 4 个月，妥妥的“安宁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

战略，按照云南省委的要求，掀起“当好排头兵”大

讨论大竞赛活动。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刘

洪建说，昆明是好地方，老百姓可以安逸，干部不能

安逸！

安宁工业园区副主任李强介绍，园区产业长期以

化工和冶金等为主，国企强、民企弱，受宏观环境波动

影响大，一度增长乏力。在省里组织的工业发展现场

会上，安宁市的领导在曲靖经开区“豁然开朗”：磷矿

资源不仅可以造化肥，还能成为新能源电池材料，我

们多的是啊！加之安宁的工业基础、电力保障等优

势，于是有了与湖南裕能的“联姻”。

“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是昆明市“排头兵”竞赛

的“主战场”。大竞赛不能来虚的，首先要领导带头，

招商引资“一把手”先走出去。每季度开一次重点工

作推进会，竞赛成绩排名榜在会场亮相公示，让各县

市区比学赶超“跑起来”。

赛的不仅是经济工作，还包括创新发展和改革

开放、城市建设管理、增进民生福祉、干部队伍干事

激情等。今年 5 月底，“昆明与西双版纳共建磨憨口

岸城市、正式托管磨憨”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强烈

反响。昆明市同时开展城市品质提升七大行动，抓

好 118 件民生小实事。如今在美丽的春城花都，干

部的精气神鼓起来，群众的获得感与日俱增。

项目竞赛，产业民生迈大步
本报记者 徐元锋

古老的东巴舞、吹树叶、打手鼓、剪纸……在和育

苗的喜鹤纳西人家小院里，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

绝。随着暑假的到来，丽江市越来越热闹，日接待游

客再次超 10 万人次，旅游业正在强势复苏。

“文化体验是我的小院吸引游客的特色。”和育

苗说，从 2016 年挂牌开始，小院的民俗文化体验项

目就在不断地改造提升，让游客体验到丽江独特的

文化。

因其古朴的建筑、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丽江古城

一直备受游客青睐。但丽江古城曾一度因为同质化的

旅游产品供给饱受争议。

游 客 需 求 和 市 场 的 变 化 催 生 丽 江 旅 游 市 场 的

新业态新产品。如今，走进大街小巷，东巴纸坊、本

地民族服饰、丽江粑粑制作等文化体验活动异彩纷

呈 ，新 业 态 以 游 戏 形 式 实 现 对 旅 游 目 的 地 沉 浸 式

体验。

丽江古城入口处，游客正在有序通过智慧闸机

进入景区。语音导览、扫码刷脸、智慧厕所、人工智

能（AI）识物……智慧服务覆盖到旅游的方方面面。

以“一部手机游云南”为核心，聚焦游客“吃、住、行、

游、购、娱”六要素，丽江着力推进智慧景区建设。

“ 通 过 智 慧 服 务 体 系 ，我 们 在 后 台 建 立 了 出 入

人员数据库、人流分析平台，让景区能够有效实现

‘ 预 约 、错 峰 、限 流 ’的 要 求 ，同 时 提 高 了 景 区 在 环

境、消防、食品安全、防止拉客宰客等方面的监管效

率，游客需求、商家服务与政府监管有效地衔接起

来，让游客游得安心、省心。”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

副局长木晟说。

文旅融合，游客体验更独特
本报记者 李茂颖

村里搞产业，企业的大型设备却进不来，不是不

让进，而是路太窄。在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刘家庄

村，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牵头成立了产业项目办，由 5
个村干部专门负责，为企业在村里遇到的难题想招出

力。在产业项目办协调下，道路拓宽后设备运输畅通

无阻，企业的水电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

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协调下，刘家庄村将荒

地和闲置的偏坡地租赁给华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

装光伏发电设备，并在挑高的光伏板下种植大豆、万

寿菊等经济作物，实现“农光互补”。项目开工后，由

村党总支组织村民就近务工，平均每亩带动群众增收

1500 元左右。

不光是为企业服务，村党组织对村民的细致服务

也没落下。网格员化解纠纷、村务全面公开、推选乡

贤理事会进行村务监督……这些细微变化的背后是

刘家庄村党总支和村委会为提升服务水平下的苦

功。村干部们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统一做成小卡片发

放到每户村民家中，每天要接上村民二三十个电话，

成了群众实实在在的贴心人。

“只有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村干部和党

员带头干，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才能把群众团结起

来，更好开展基层工作。”菱角乡党委书记周浩介绍，

严格的选拔程序确保选出素质过硬的村干部。公安、

审计、信访等部门对候选人进行资格联审，乡党委专

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到村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选拔

的干部必须得到群众认可。

近年来，曲靖市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推进基层治

理变革，以高质量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把党

的建设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沈靖然

一起持续 38 年的土地纠纷，在玉溪市通海县纳

古镇多元化矛盾纠纷联排联调机制的介入下，于去年

10 月妥善解决。如今，当地群众提起这件事，依旧赞

不绝口。

纳古镇下辖 2 个村委会，7 个村小组。地方不大，

但村民居住集中，辖区内涉及经济、土地等方面的纠

纷时常发生。其中，古城村马家三兄弟土地纠纷一事

最为突出，因为一块农田的归属，三兄弟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吵吵闹闹了快半辈子。

2019 年，纳古镇派出所接到三兄弟土地纠纷的

报警高达 9 起。“涉及土地纠纷，派出所只能将当事

人劝回，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起纠纷让派出

所所长周正伟很担心，矛盾迟迟不解决，容易引发

治安风险。

2020 年，纳古镇派出所与镇党委、镇政府探索建

立“1+1+1+N”的矛盾纠纷联排联调机制，将 2 个村

委会划分为 7 个网格，每个网格由镇政府 1 名副科级

干部、1 名派出所民警、1 名村干部负责。同时，整合

政府职能部门、村民组织、老党员等力量，建立三级矛

盾纠纷联排联调机制，组建调解团队，提高矛盾纠纷

化解率。

2021 年 7 月，经过评估，纳古镇派出所启动二级

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组织当事人和镇土地管理所、司

法所、村干部，在古城村村民调解室开始第一次调解。

在各方努力下，历经 3 个月 7 次调解，这一纠纷以

老大给两兄弟经济补偿的方式成功化解，三兄弟在司

法所的见证下签订调解协议，一场持续了 38 年的土

地之争落下帷幕。

“联排联调机制让纠纷有人管、有人调，群众满意

度大幅提升。”周正伟说，截至目前，累计处置各类矛

盾纠纷 280 余起，调解率达 100%，有效避免了邻里矛

盾升级恶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公安机关始终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取得了矛盾纠纷排查数、化解率逐年上升的显著成

效。2016 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化解矛盾纠纷 90
万余起，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有力维护了

社会稳定。

化解矛盾，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记者 叶传增

苍山下的洱海，水光万顷，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

李跃兰的海之悦客栈，未来一个月预约“客满”。

门口的洱海生态廊道，是客栈的金字招牌。鲜为

人知的是，眼前的廊道，2019 年前还是李跃兰的老

房子。李跃兰介绍，拆迁前，还没等自己提条件，老父

亲就说，既然保护洱海需要，那就拆。

从建设环湖截污管网，到生态搬迁、禁用化肥，

过去十年，古生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围绕保护洱海

在不断转变。环湖 15 米生态搬迁，人退湖进，为洱

海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启动“大祥巍”一体化建设，

大理努力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转变……如今，洱

海水质下滑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部最近两

年公布的洱海水质评价结果连续为优。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持续推进九大高原湖泊

治理，以湖泊水质改善倒逼流域转型发展。在古生

村科技小院，来自全国的科研人员齐聚洱海，破解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与农民持续增收的难题。“以前种

田只算赚了多少钱，现在大多数群众都选择生态

优先。”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管理局副局长熊

仲华说，更深刻的变革是群众理念的转变。

借助绿色低碳的东风，近年来云南着

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水电、光伏、绿

色铝硅产业从弱到强，已成为云南省

支柱产业。

湖中水澈如玉，岸上游人如

织 ，云 岭 大 地 上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故 事 正 在 持 续

书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探新路
本报记者 杨文明

进入炎夏，清凉宜人的

云 南 ，游 人 如 织 ，旅 游 业 成

为经济强劲复苏的领头雁。

人 们 纷 纷 惊 叹 ：“ 那 个 熟 悉

的云南又回来了！”

重返游客视野的云南，

让人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熟

悉的是山川依旧妩媚多姿，

民族风情依然浓郁多彩。未

曾想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景

点，高速公路也能通达了，去

不少地方还有高铁可选。往

山里走，旧日的叉叉房、茅草

房不见踪迹，代之而起的是

光伏和风能发电站。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时，要求云南闯出

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

云 南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嘱

托，一茬接着一茬干。十年

间，云南经济总量年均增长

8.7%。历史地看，这是云南

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效

益最好、民生实惠最多的时

期之一。跨越式发展对云南

而言，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跨越，先要迈过贫困这

道硬坎。十年攻坚克难，尽

锐 出 战 ，全 省 933 万 贫 困 人

口全部脱贫，88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50 万人易地搬迁，

困扰云岭大地千年的绝对贫

困问题历史性得到解决。没

有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就

没有各族群众开心的笑脸，

更 没 有 今 天 欣 欣 向 荣 的 云

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相衔接仍任重道远，

劲未松，力未懈，云南正在勠

力向前。

跨越，还要迈过产业高

质量发展这道坎。2020 年，绿色能源产业取代烟草成

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云南迎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曙光。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不断壮大，云南智慧旅游成为全国

标杆，绿色铝、绿色硅、新材料等产业链更加完备。后

发赶超，云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二位，16
个州（市）有一半通了高铁。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

抓法治化营商环境，云南锚定了目标，正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

跨越，还要迈过开放这道难坎。中老铁路 2021
年底开通以来，已发送旅客 554 万人次，货物 600 万

吨，中缅新通道海公铁联运也成功试运。这是云南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区取得 46 项制度创新成果，昆

明市正式托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磨憨镇。一系列

创新举措将推动云南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以大开发

促进大发展。

车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更急。跨越，云南

还在攀登，仍在搏击，要紧紧抓住跨越式发展的“窗

口期”。要把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的活动引向深入，

让干事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把跨越赶超的势头保持

住 、发 展 好 ，最 终 转 化 为 经 得 起 历 史 和 人 民 检 验 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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