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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十街彝族乡人民政府 2024 年预算重
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业务经费、维稳经费

二、立项依据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经济

结构更加优化，发展创新能力大幅增强，乡村振兴全面深入

推进，绿色经济强乡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群众收入稳步增长，

人民生活富裕富足，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显著

改善，社会文明建设不断进步，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持续加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深入推进民主法

治建设，行政效能和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升，法治十街、平

安十街建设取得实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自然灾害防御能力明显增强，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社会治理有力有序。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十街彝族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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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维稳工作的各类支出结算，服务好辅警后勤保障工

作，维护好十街乡社会稳定，降低上访率、做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调解好各类矛盾纠纷，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

五、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支付辅警工资、保险等费用；维稳政策宣传资料打

印、制作等费用；日常办公用品费用；扫黑除恶、平安十街

建设，信访工作、网格化建设等各类专项工作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预算资金 13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平

安建设等工作纳入本乡镇、本单位的全局工作中同谋划、同

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逐步签订目标管

理责任书，工作经费保障到位

八、项目实施成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平安建设等，加强综治

维稳、平安建设等基本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部群众的

知晓率、参与率。做好矛盾纠纷及不稳定隐患排查化解工作，

有效落实群防群治、联防巡防、安全保卫等各项防范措施，

强化日常检查督促工作，严密防范各类暴恐、刑事、治安案

件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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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发展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抢抓玉溪市委市政府牵头综合开发扒河——绿汁江

流域特色农业及旅游业发展机遇，县乡政府按照“四规合一”

的原则，编制了《十街乡总体规划》、《十街乡旅游总体规划》、

《摆衣村乡村旅游修建性详细规划》等（摆衣村位于蔗区保

护范围），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促进

了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十街彝族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十街乡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乡，生态环境好，物产丰

富，盛产各类优质农产品，洋葱、贾姑米、谷花鱼、小榨糖、

老白岩核桃等农产品盛名广扬，享有“滇中热河谷、高原蔬

菜乡”美誉称号。目前，十街乡农产品种类多，但也存在农

业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不高、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

如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产业效益、助

推农民增收，是当前十街乡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十街乡党

委、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践行“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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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引领新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思路，推进农业生产资

料和农业信息入村入户，把优质的十街乡农产品推向市场，

销往全国各地，为农民增收搭建平台，打造十街乡农产品品

牌，让十街乡农产品市场畅销、网上热销，显现“风景这边

独好”的新景象。

五、项目实施内容

十街乡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特色产业种植发展经

费（含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特色养殖业发展经费（含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特色林果种植发展经费（含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预算资金 18.5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要尽快完善物流体系，加速与电商融合，加强与各

服务点的联系，加快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物流公司与电商

的设施共享衔接，解决农村快递下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第二要积极开展各项农业种养殖培训，降低生产风险，积

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农户”营业模式，提高抗市场风险能

力，增强农特产品的市场活力，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推进规模化种植养殖，严格把控种养过程中的超标

行为，使产品保持原生态绿色无公害的特性，由电子商务团

队进行开发包装后，进行电子商务营销，把最大利益让给老

百姓。顺势带动周边农特产品的发展以及乡村特色旅游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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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公司+园区+合作社+电子商务”的方式，组织和

引导当地农民进一步提高种养殖水平，提升农特产品附加值

，整合和挖掘当地农特，通过电子商务形式，带领农民一同

致富。以园区辐射周边，全盘整合资源。

二是开发农特产品，改变产品形态和包装，迎合广大消

费者，打造特色产业品牌。不断改进电商平台，线上线下相

结合，全力推动产品走向市场。不断开发新的旅游体验项目

，使消费者有机会到田间地头，进行系列农事活动体验，使

旅游项目和特产相结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根据时节差异

进行产品促销和预定。

三是通过电子商务的正常运转，整合物流资源，加大资

源利用率，与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体系融合发展，形成物

流配送中心，提升产品采供、仓储、物流、配送能力，降低

物流成本，打通农村快递下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