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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期）

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1 日

【部门工作】

▲富宁县三个“优先”同步提升园区“含绿量”与“含金量”

一是生态优先，精雕园区绿美颜值。投入 5101 万余元建设口袋

公园、边坡治理、形象提升及企业绿化建设等 12 个绿化建设项

目，对园区内裸露山体、采石取土创面、矿山废弃地、重金属污

染地等进行补绿，利用边角地、空闲地、撂荒地、拆违地等建设

小微绿地，全方位增加园区生态绿量。完成绿化面积 33.87 万平

方米建设，种植红枫、栾树、紫薇树、塔柏等 20 余种乔木花卉，

绿树成荫，花香四溢的“园林式”园区基本形成，“生态绿”成

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最亮“底色”。二是节能优先，强抓园区绿色

低碳。始终把节能降耗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严格

“两高”项目能效准入条件，聚力打造绿色低碳制造业集群。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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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导企业云南神火年产 90 万吨项目绿色铝采用国际先进成熟

的 500kA 系列电解槽型和先进的脱硫工艺，能耗控制达国际一流

水平，各类排放控制优于国家标准，先后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

“2022 年中国铝产业节能降碳突出贡献企业”“第三届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年度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等荣誉称号。2023 年，云

南神火等企业完成节能低碳技改后实现年节能 1.3 万吨标准煤，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 6.1%，单位增加值

能耗同比下降 8.78%。目前，云南富宁湘桂糖业有限公司新改造

和云南万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光伏项目有序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节

能 0.57 万吨标准煤。同时，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降低园区

整体能耗，减少废水废气废固排放数量，努力构建“零碳园区”。

三是智能优先，抢占园区竞争高地。全力打造工业智能化示范标

杆，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云南神火先后投入 1.2 亿元建设

5G 智慧工厂，接连斩获工信部第三届“绽放杯”5G 应用大赛全

国一等奖和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标杆赛全国金奖等多项国

内大奖并入选全国首批《5G 工厂名录》。同时，积极构建“5G+

工业互联网”模式，通过建设园区物流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园

区物流信息化安防系统、物流系统数据中心建设、物流信息化业

务展示系统，整合园区各方资源、实现园区车辆管理、安全保卫、

运营应急处理、企业服务等各方面智能化管理，不断提升园区整

体形象和管理效率。目前，硬件设备安装已完成 90%，软件数字

化平台正在加快版面设计、数据采集及功能完善，预计 8 月初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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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县发改局）

▲富宁县织密“三张网”强化低收入人口帮扶 一是织密

“数字救助”网，强化动态监测。充分运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信息平台，定期分析研判困难群众线索和预警信息数据，并发挥

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机制，强化数据信息比对和结果运用，通过实

时预警监测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帮扶工作。同时，加大救助

申请网办力度，引导困难群众使用政府救助平台申请困难救助，

实现生活困难救助事项“指尖办”，形成“一户（人）一条救助

链”。截至目前，纳入动态监测低收入人口 10976 人，通过“政

府救助平台”受理生活困难群众救助申请 5049 件。二是织密“精

准帮扶”网，实现主动救助。采取“线上+线下”核查相结合的

方式，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机制，主动救助困难群

众。根据线上信息比对结果及时将困难群众信息反馈乡（镇），

村级落实困难群众摸排、走访、上报制度，各乡（镇）主动帮助

困难群众申请社会救助，县级负责监督指导和审核把关，对符合

认定和救助条件的，按政策予以认定和帮扶，做到应纳尽纳、精

准救助，不断织密扎牢兜底保障网。截至目前，动态管理低保对

象 46230 人，发放低保金 8878.19 万元、供养金 1205.48 万元，

临时救助 9605 人次 737.45 万元。三是织密“多维救助”网，提

升救助质效。实施“物质+服务”救助试点工作，创建“救在身

边”服务品牌，紧盯困难群众的服务需求，建立服务类项目清单，

链接卫健、教体等职能部门和残联等群团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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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应急救助、健康

保健等服务，不断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推动

社会救助工作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多维社会救助转

变。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共建立服务类项目清单 22 项，第三方

机构在 2 个试点镇 24 个村（社区）服务困难群众 2156 户 2274

人。（县民政局）

▲富宁县“三步棋”防患于未“燃” 守护城市“烟火气”

一是点面结合，走好宣传引导“第一步”。点对点培训增进用气

安全技能。组织全县 4 家燃气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开展燃气管

理技能培训 5 次，组织全县 1223 户使用燃气餐饮经营单位开展

燃气安全教育培训，通过观看典型案例汇编视频，逐一分析讲解

瓶、管、灶、阀、用气环境、用气行为等方面风险点，全面深化

有关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提升事故

应急处置技能；一条线宣讲燃气安全常识。利用“安全生产月”

“城管进社区”等契机，县综合行政执法、消防、公安、市监等

部门和各燃气经营企业扎实推进燃气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组织群众进行燃气安全知识宣讲 1200

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35000 余份，挨家挨户“敲警钟”；全层

面拓宽燃气安全宣传网。通过富宁政务网、富宁融媒等网络媒体

以及“燃气管理工作交流群”“消防工作群”“村组工作群”等

媒介，共推送 130 余条典型火灾和燃气爆炸事故和燃气安全使用

提示，不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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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源头，走实隐患治理“第二步”。以送换气全量入户安全检

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随瓶安检制度，督促 674 家餐饮行业全量

安装泄露报警器；依托《配送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瓶装燃气充

装、配送、安装调试、安全检查、随瓶检查全流程追溯管理，有

效防范瓶装燃气配送安全事故；以市政管护常态化巡察燃气管

网。严格审核临时性占道施工审批，对今年来办理的 6 件临时性

占道施工许可均实行事前到场勘验、事中到场监督、事后到场复

检；依托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每日对城区管网开展巡察，督促经营

企业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管网设施的安

全运行；以防微杜渐之势同步推进燃气设施建设。自然资源、住

建、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认真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燃气发展规划

等编制工作，确保新建、扩建、改建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和房

屋建设工程时按需配套建设燃气设施，做到燃气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今年来共新建管网 21.26

千米，最大限度从源头防范因二次施工导致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三是管罚结合，走深从严执法“第三步”。严格燃气经营市场准

入。认真开展燃气经营许可预审、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

许可等审核审批工作，确保燃气经营企业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

件和能力，今年来共依法开展燃气行政许可及预审 23 件，注销

4 件，全力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燃气行业安全监管。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按季度开展全县燃气企业及门店大检查，共开展拉

网式隐患排查 2 次，检查 88 家次，发现问题隐患 8 个并已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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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改，压实燃气企业管理主体责任；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组建由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

执法队伍，严查涉燃气管理违法行为。查处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以及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个人提供

用于经营的燃气案件各 1 起，共处以罚款 1.426 万元，没收违法

所得 0.38 万元，没收钢瓶及液化石油气 33 只，提升燃气安全底

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乡镇工作】

▲归朝镇“三色”兜牢“一老一小”朝夕幸福 一是挂联

帮扶“暖心橙”，解锁“一老一小”幸福密码。建立州县镇干部

和教师与 593 名困境儿童、772 名留守儿童“一对一”“多对一”

结对帮扶制度，挂联人员入户探访并摸清服务需求，建立服务清

单，进一步落实落细结对帮扶措施。今年来，为“一老一小”提

供临时救助 28 户 43 人，发放临时救助金 7 万元、孤儿及无事实

抚养儿童补助金 18.72 万元。二是为老服务“阳光黄”，铺展“最

美夕阳”温暖画卷。建成设施齐备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 个，在

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 个，联合镇卫生院常态化为老人提供量血

压、测血糖、科普健康知识等入户义诊服务，组织志愿者到家中

开展收家治家提升人居环境行动，并结合春节、陇端等节日开展

村组文化活动，促进老人、中青年在互动沟通中增进朋辈交往，

受益老人达 400 余人。三是关爱儿童“文化蓝”，绽放“最美朝

阳”绚烂梦想。充分运用镇村组活动室、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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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所（站）、少年儿童之家等基础设施打造活动载体，组织少

年儿童开展读书学习、作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活动，并联合州县

检察院、镇司法所、镇派出所等单位进农家、进校园上好法治知

识、健康生理、家庭培训三堂课，增强少年儿童法治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目前，组织少年儿童开展各类活动 200 余次，讲好“三

堂课”活动 160 余次。（归朝镇）

▲洞波乡五个“微整形”开启村庄“美颜”模式 一是在

“两污”治理中“微整形”。将“两污”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和绿美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在提升环境品质和改善村庄面貌

上持续发力。实地分析研判，逐户排查，采取分户分片、多点收

集、分散利用的模式，按照“户厕+小三格+大三格+还田”可持

续发展模式，建成污水处理池 29 个村组，最大限度地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全乡 219 个村组均实行农村垃圾清运收费

制度并达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档村庄验收标准。二是在“厕所

革命”中“微整形”。坚持集中为主、适度分散的原则，有项目

的村整村连片推进；对于受房屋格局、达不到卫生户厕的农户进

行局部改造。严格执行技术标准规范，严格验收标准，实行一户

一档、一村一档，每个改厕户按照 1800 元的标准予以补贴。截

至目前，已完成户厕改造任务 2037 户，完成公厕改造 3 座，惠

及群众 7148 人。三是在“裸房”改造中“微整形”。将“裸房”

风貌改造作为打造绿美乡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按

照“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群众筹一点、挂联单位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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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通过补助水泥、砂石、外墙漆等物资由群众自发投工投劳

的方式实施建设。近年来，全乡累计完成“裸房”提升改造 346

户 83040 平方米，补助物资折资 124.56 万元，通过试点先行、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不断提升农村的“面子”。四是在“点亮”

乡路中“微整形”。晚间出行是群众家门口的“关键小事”，也

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洞波乡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完善“微设施”回应群众期盼，让太阳能路灯照亮群众的

“放心路”。2024 年以来，通过整合各类项目资源，累计安装

120 余盏太阳能路灯，惠及群众 2473 人。五是在“美丽庭院”

中“微整形”。以庭院为载体，以家庭为阵地，引导村民主动清

理自家房前屋后，利用闲置空地、房前屋后零星地块种植果蔬、

花草，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通过示范户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涌现出洞洪、谓基等 9 个典型示范村，辐射周边村小组，形

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和乡村“精气神”。

（洞波乡）

▲那能乡“四入工作法”推动基层治理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

底大化解大管控 一是“入耳”倾心倾情听民声。以开展“基

层治理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大管控”专项行动为契机，

广泛听取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和诉求。整合挂村领导、挂村工作

组、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党员等力量主动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网络，紧紧围绕山林土地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等

普遍性、易激化和密切关系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广泛开展排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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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耐心倾听群众的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的疑问，发现有矛盾纠

纷苗头时，主动介入，为群众解开心结，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萌芽状态，截至目前，共召开群众会议 135 场（次），走访重点

人员 300 余人次。二是“入眼”用心用情解纠纷。认真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畅通矛盾纠纷排查渠道，通过“网格+”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坐堂问诊”变为“上门

巡诊”。充分发挥新时代乡贤、法律明白人、网格员、志愿者的

作用，聚焦辖区内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区域，围绕家庭矛

盾、情感纠纷、邻里关系、特殊重点人群的生活状况等群众关心、

社会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深入群众家中积极开展走访排查，做

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截至目前，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140 余

次，入户 1000 余户，排查矛盾纠纷 63 起，成功化解 50 起。三

是“入心”诚心诚意促稳定。通过“一图一单一指引”工作流程，

推广应用“接诉即办”平台，坚持就近就地原则，将全乡划分网

格 161 个并全部配齐网格员，构建“群众吹哨、干部报道”机制，

发挥“乡综治中心”衔接联动作用，形成“发现、处置、反馈、

回访”工作闭环，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普遍问题全面查，突出

问题重点查，敏感时段随时查，及时获取苗头性、倾向性、预警

性信息，把容易引发“民转刑”“刑转命”类矛盾纠纷作为常态

化排查重点，及时评估风险等级，设立专人台账，落实管理措施。

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提供有力保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四是“入脑”尽心尽力强普法。坚持矛盾纠纷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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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与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相结合，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群众法律意识。

围绕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宣传重点，

联合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用活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等宣传阵地，以田间地头宣讲会、火塘法律咨询会、小板凳

议事会等形式，围绕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常态

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200 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解答法律咨询 100 余人次，切实加强群众的法治意识。（那

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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