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主办单位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
           出 版 单 位    西双版纳报社

2025 年 3 月 20 日    星期四
乙巳年     二月小 二十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9
         邮政发行代号  63-33

今日4版   总第10023期   投稿：https://rm.xsbnw.cn:8001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西双版纳新闻网（汉文）：www.bndaily.com    西双版纳新闻网（傣文）：www.dw12.com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值班领导：曾崇明   责编：慈安胜   编辑：张春玲   采访热线：0691-2131000   ■ 今日天气：景洪，多云，15～23℃  勐海，多云，11～21℃  勐腊，多云，14～23℃  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全州 2 级（较低）  州气象台提供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 邹文博

今年全省组织部长会议将“深化
拓展基层减负赋能”列为年度攻坚课
题，明确要求组织系统应率先向“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开刀。作为一名身处
改革一线的组工干部，应当清晰地认
识到，破除形式主义，必须从组织部门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开始。

破除“考核迷思”，走出数据茧房
的量化认知。形式主义本质上是组织
工作脱离群众路线的危险信号。当

“台账完整度”“App 登录率”等量化指
标成为圭臬，实质上已陷入用技术理
性替代政治判断的误区。“现在发展党
员，系统留痕步骤比考察谈话还多。”
这样的“吐槽”声暴露出组工干部队伍
中潜滋暗长的“技术依赖症”。组织部
门作为党的政治机关，必须清醒认识
到，再精准的数据画像，也比不上沾着
泥土的调研笔记；再华丽的云端报表，
也抵不过群众眼里的真诚笑意。

重构“制度理性”，破解形式主义
的生成逻辑。制度供给的粗放化是形
式主义滋生的温床。当用标准化模板
指导千差万别的基层实践成为一种习
惯，本质上暴露的是治理能力的“本领
恐慌”。“主题党日活动必须上传九张
不同角度的照片”，这种看似严谨的制
度设计，实际是将严肃政治生活降格
为技术表演。组工干部应成为制度理
性的守护者，在顶层设计中注入更多
政治智慧，将“必要留痕”与“过度留
痕”的界限划清，把“技术赋能”与“技
术绑架”的标准厘明。

革新“工作哲学”，重构基层治理
的价值坐标。基层减负的本质是组织
工作群众观的回归。全省推行的“扫
码评议”“报表共享池”等改革，其核心
价值不在于技术创新，而在于重构了

“干部围着群众转”的工作逻辑。作为
组工干部，更需要将这种改革精神转
化为日常工作的自觉。在督查检查时

少看些会议室里的展板，多看看群众家中的米
缸；在考核评价时少翻点文件柜里的台账，多听
听田间地头的声响。当工作导向从“向上证明”
转为“向下负责”，痕迹主义自然失去生存土壤。

最好的工作痕迹，是刻在群众心坎上的口
碑；最实的考核标准，是映在百姓笑脸上的幸福
指数。组织部门破除形式主义的革命性，不在于
砍掉多少报表、精简多少 App，而在于能否重构
新时代组织工作的价值坐标系。当每一名组工
干部都敢于撕下“技术正确”的面具，勇于用脚底
板丈量工作成效，组织工作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
心的红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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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桂华） 3月18日，云雾缭绕的曼糯古茶山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茶开采季，沉寂一冬的茶山瞬间热闹起来，茶
农们穿梭于郁郁葱葱的茶树间，奏响了春日里的采茶乐章。

曼糯古茶山位于勐海县勐往乡，海拔 1300 米左右，这里
山峦叠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云雾弥漫，为茶树生长营造
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古茶山的茶树多为乔木型早芽种，树龄
普遍在数百年以上。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茶山上，茶农们便背着竹篓，头
戴斗笠，熟练地选取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初展的部分，确保
采摘的茶叶品质上乘。“今年的春茶芽头饱满，叶片肥厚。”勐
往乡勐往村曼糯大寨村民小组党支书记李志荣笑着说，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制茶车间弥漫着浓郁的茶香。新鲜采摘的茶叶经过摊

青、杀青、揉捻、干燥等一系列传统工艺，逐渐蜕变成为散发
着独特香气的曼糯春茶。制茶师傅们精准地把握着每一个
环节，只为将曼糯春茶的独特风味完美呈现。

随着春茶的开采，曼糯古茶山也吸引来了众多茶商和游
客。他们不仅为了品尝这一口新鲜的春茶，更是为了亲身感
受古茶山的自然风光和茶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曼糯古茶山所在地区依托丰富的茶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茶旅融合产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曼糯春茶，也为
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曼糯古茶山春茶开采  开启春日茶香盛宴

茶农喜采春茶。                                                                                                                                通讯员 李孟珊 /摄

记者/冯宁娟 胡冰清

近年来，随着康养旅居概念的兴起，景
洪市嘎洒街道曼景罕社区曼广居民小组通
过与企业合作，盘活村民闲置房屋，打造独
具傣族风情的康养旅居村寨，不仅为游客
提供了沉浸式的民族文化体验，也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清晨，微风拂过庭院，空气中弥漫着花
和果实的芬芳。在寻梦·傣庄，原本闲置的
傣族房屋一楼，经过精心改造，摇身一变成
了独具特色的民宿，既保留了傣族传统建
筑的风格，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便利。推
开民宿的窗户，庭院的美景尽收眼底。

为盘活村民闲置房屋，引入新型经营
主体因地制宜经营村庄，发展旅居产业，带
动群众增收、搞活当地经济，2023 年，曼广
居民小组与寻梦（西双版纳）康养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民宿改建合作协议，建设寻

梦·傣庄项目。该项目投入资金1600万元，
充分地利用傣族房屋一楼闲置空间改造成
民宿，打造一个主客共居，主人住楼上，客人
住楼下，主客分流的傣族风情民宿。目前，
已完成17户居民房屋的民宿和室外花园改
造，打造出38套特色民宿，配套建设了游客
接待中心、傣庄宴会厅、傣舞大舞台等设施，
并同时开展村寨美化工作，为旅居客人提供
全方位的康养旅居服务。2024 年以来，吸
引至少 30 批次知青旅居，口碑不断提升。
寻梦·傣庄也上线多家OTA平台，越来越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和“候鸟”人群来到寻
梦·傣庄开启养老旅居生活。

寻梦·傣庄项目的落地不仅改善了曼
广居民小组的居住环境，还为居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通过与寻梦·傣庄
合作，我们把家里一楼的空间改造成民宿，
不仅有了稳定的租金和分红收入，居住环
境也变好了。”居民玉丽高兴地告诉记者。

寻梦·傣庄项目采取“企业+村集体+
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由寻梦（西双版纳）
康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对居民的闲置
空间进行改造，并由企业统一管理和运营。
改造后的民宿租金每月在 3500 元至 4500
元不等，从所得收益中提取 25% 进行分
配 ，社 区 2%、居 民 小 组 3%、居 民 分 红
20%。2024 年，寻梦·傣庄接待游客上万
人次，营业收入达 228 万元，带动村集体增
收 12 万元，居民分红 45 万元。同时，还带
动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项目已为居民
提供 15 个就业岗位。

据介绍，寻梦·傣庄不仅是一个康养旅
居的目的地，更是一个能够深度体验傣族
文化的窗口。旅居客人可以在这里参加傣
族舞蹈、果蔬采摘、橡胶树割胶、傣装制作
等民俗体验活动，还能与当地傣族群众同
吃同住，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度感受
傣族文化的魅力。

2024 年 12 月，四川乐山刘女士带着
80 多岁的母亲、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外
孙女来到了寻梦·傣庄，一住就是两个多
月。刘女士告诉记者，这里虽然不像大酒
店那么豪华，但很有家的感觉，设施也很齐
全。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空气和环境特别
好，还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建筑风格。

“我们选择这样的民宿更能深入体验西双
版纳傣族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品尝民
族美食，在放松心情之余，深切感受到了西
双版纳民族文化的魅力。”刘女士说。

嘎洒街道曼广居民小组

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独具傣族风情的康养旅居村寨

本报讯（通讯员 喻彦 字冉 张能） 3
月 18 日下午开始，我州气象部门抓住有
利时机，全力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取得明
显成效。

去年入冬以来，尤其是进入 2 月中旬
以来，我州气候异常，降雨持续偏少，气
温持续偏高，蒸发量大，日照时间长，导
致气象干旱显现，森林气象火险等级较
高，加之下垫面可燃物多，森林火灾一触
即发，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同时，对春耕
春播带来不利影响，造成春茶等生长需
水不足。

针对严峻的抗旱减灾形势，州、县人
影办抓住冷空气天气系统影响我州的有
利时机，提前做好人工增雨的各项准备工
作，全州 12 个火箭增雨作业点、11 个烟炉
增雨作业点、3 个流动作业车、30 余名人
影指挥技术人员和人影作业人员进驻各
作业点，昼夜守候，全力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全州自动气象站监测实况资料显示，
截至 19 日 16 时，全州有 75 个气象监测站
出现小雨、有 6 个气象监测站出现中雨，
其中，最大降雨出现在景洪市嘎栋曼典
站，降雨量为 18.2 毫米。

我州人工增雨
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马芸

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推进
创新的重要主体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2025 年，作为云南省民营经济的重要增
长极，我州将聚焦政策赋能、创新驱动、要素
保障、法治护航四个方面用心发力，推出一
系列突破性举措，全力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政策赋能
打造“热带雨林式”营商环境

我州抓住政策叠加、利好机遇，制定出台
系列落地措施，打造“热带雨林式”营商环境，
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精准滴灌。全面落实《关于加快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容缺
受理”“证照分离”改革，将企业开办全流程压
缩至 0.5 个工作日，实现政务服务“一窗通办、
一网通答”。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抓好 10 件惠企实事和“暖心行动”。健全拖欠
账款督查问责机制，确保民营企业问题“当日
受理、限时办结”。

公平竞争护航。成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工作专班，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
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积极营造竞争
有序的市场环境。开展民间投资领域清除壁
垒专项整治，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
培育壮大民营经营主体

我州将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驱动的
主体地位，让企业在创新大潮中“站 C 位、唱
主角、挑大梁”。

科技赋能传统产业。以“务实创新攻坚”
主题年行动为契机，聚焦橡胶、普洱茶、生物
医药（傣医药）等七大重点产业，充分利用产
业发展基金，支持民营企业技术改造和品牌
升级。实施新一轮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计划，对新增认定专精特新企业给予
奖补。推进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三年行
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新增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 11 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25 户，推动“雨
林制造”向高端化跃升。

数字经济破局新赛道。依托中老铁路数
字经济走廊，建设智能物流园区和跨境电商
平台，鼓励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智能

化生产线。

要素保障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我州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将聚焦民营企
业突出关切问题，切实强服务、提效能、促发
展，建立高效便利的服务保障体系，紧盯企业
关心的生产要素，在金融、用地、人才等要素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固
本强基”。

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定期召开政银企对
接会，加大金融对我州重点产业、重大项目
及重要领域的支持力度，实现政银企共赢发
展。推广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对 单 户 500 万 元 以 下 贷 款 担 保 费 率 降 至
1％。推动金融机构持续运用好“绿色产业
贷”“金旅贷”等创新产品，加大对资金流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运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土 地 人 才 双 向 赋 能 。 推 行 工 业“ 标 准
地”供给模式，增强园区招企业、落项目的
吸引力。积极推动“要素跟着项目走、项目
跟着规划走”，围绕项目加强精准保障，提
升用地审批效率，全力提高土地要素保障

水平。持续实施“雨林英才支持计划”，为
民营企业入选人才子女入学、就医等开通
绿色通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高层次人才
和银龄人才招引。

法治护航
构建亲清政商生态

我州将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政务、法
治服务供给，构建亲清政商生态，营造公平公
正的营商环境。

行政执法释放温度。开展规范涉企执法
专项行动，规范涉企检查流程，减少对企业正
常经营的干扰。持续推行涉企检查“安静期”
制度，每月前 15 日原则上不开展现场检查，加
强行政执法监督。对非主观轻微违法行为实
行“首违不罚”，建立健全涉企案件“快立快
审”机制，压缩民事案件审理周期，让民营企
业“轻装上阵”。

社会责任双向奔赴。推动“万企兴万村”
行动，引导更多有实力、产业匹配度高的民营
企业参与行动，通过推动林菌、林药、林花、林
蜂等林下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总结推广
典型经验做法，在评先评优、资金扶持等方面
给予参与行动民营企业支持。

我州多举措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文，
将西双版纳城市旅游集散
中心公布为一级城市旅游
集 散 中 心 。 这 是 云 南 省
首 个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认 定
的 一 级 城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也是西双版纳州首个
以 城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为
载 体 打 造 的 综 合 文 旅 公
共服务平台。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游客对旅游
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
化、个性化。为了规范引
导旅游集散体系高质量发
展，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
游局坚持以游客为中心，
以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
意度为目标，积极探索创
新，聚力实施旅游公共服
务提升工程，按照国家一
级 城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标
准，与云南省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联合打造西双版纳
城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正式挂
牌运营。

目前，该集散中心在
西双版纳火车站、机场、景
区、人员聚集区建立旅游
直通车服务点达 20 余个，
开通 45 条旅游线路，串联
起西双版纳机场、火车站
以及全州 10 多个景区，日
均游客量超过 2000 人次。
2024 年，西双版纳城市旅
游集散中心共计为游客提
供咨询服务 74.7 万人次，发送景区直通车
1.9 万趟（次），直通车线路产品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   （来源：西双版纳掌上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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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