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

考察期间，走进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司莫

拉佤族村，了解乡村振兴和建设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情况时指出：“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

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保山市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民生

领域亮点纷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生工作

花繁果硕，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安全指数、满意

指数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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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让幸福可感更可及

面对面

腾冲市清水镇司莫拉佤族村村民李发顺夫妇——

生活向美 步步呈祥

最近，腾冲市和顺镇大庄屿咖农业负责人孙
源杉正与工人忙着装修咖啡文化体验中心，准备
在今年春节期间开业。

“民宿产业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旅居客
人。”孙源杉表示，他与同伴于大庄村后山上种植
了 20多亩咖啡，并打造了咖啡文化产业园，让游
客能在此体验咖啡文化。

近年来，和顺镇大庄村针对不同游客群体，
提供丰富多样的旅居体验。以“心动的地方”民宿
为代表，提供中高端定制客户群体的保姆式、管
家式服务；以“寻山客栈”为代表，通过线上引流、
线下带动的方式吸引客流，让旅游变旅居。目前，
大庄村民宿产业呈加快发展趋势，已有各类民宿
7家、在建10家、改造闲置房屋11家。2025年春节
前，床位数将超过200个。

就业稳则民心安。正值茯苓成熟季，腾冲市
明光镇中塘村老华寨的杨德美天刚破晓就和村
民们在茯苓加工厂忙碌起来。“我平常在家带孙
子，一有空就来这儿干活。活不难，特别适合我
们。”在这儿干活按工作量计酬，杨德美每天能挣
100多元。

近年来，保山市通过建立“用工主体+劳务平
台+务工人员”的就业服务模式，建设就地就近就
业社区 7个，其中昌宁县湾甸乡就业幸福里社区
被认定为省级就业社区。截至目前，7个社区共配
备工作人员44名，入驻用工企业483户，引进9家
人力资源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就业岗位 7393个，
吸纳培育“劳务带头人”312人，辐射区域劳动力
146742人，吸纳劳动力就业6143人。

“云端”搭桥，“触网”生金。近年来，保山市坚
持党建引领，大力推行网络主播助企兴农实践模
式，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2024年以来，保山市城
镇新增就业2.07万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4244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4938人，开发就业岗
位4.9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4.29万人，脱
贫劳动力转移就业16.85万人。

保山市还积极探索出联合经营型、电商助推
型等7种利益联结模式，打造出“隆阳建工”“腾冲
玉工”两个省级劳务品牌。

截至 2024年底，保山市共有电商企业 1369
户、网店 1.36万个、从业人员 5万余人，2024年完
成网络交易额159.6亿元、增长15%，网络零售额
55.79亿元、增长13.62%。

“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智能电话卡，只要

把卡插进可视话机里，学生就能和家长视频了。”
保山市汉营润泽学校校长周洁介绍，目前学校安
装了 28台可视话机，“61520”关爱平台投入使用
后，方便了学生和家长联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福祉增
进可感可及。2024年，保山市民生支出 206.3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3%。

2024年9月23日，公办九年一贯制全寄宿小
班化留守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示范性学校——保
山市汉营润泽学校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当日，由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支持建设的“61520”关爱平台
也正式启用。

该校自2023年12月4日动工，历经9个月提
升改造建设，2024年 9月正式招生办学。目前，在
校学生185名，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一至九年级9
个学段。

近年来，保山市坚持问题导向，以留守困境
儿童为重点，在全省率先出台“1+3”系列文件，健
全完善领导干部挂包制度，积极搭建关爱救助平
台，探索“1+N”寄宿学校建设，实现留守儿童结对
帮扶全覆盖。

目前，全市5个县（市、区）第一期试点实现全
覆盖，打造试点标杆学校 10所，接入可视话机 94
部，建设电话亭 56个，建成 10个心理宣泄室，引
入本地心理咨询师 140余人，智能学习资源覆盖
一至九年级，让留守儿童亲情有依、生活有护、困
难有帮、成长有助。

聚焦“一老一小”，多举措织牢关爱网。保山
市积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社会机
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实行以县级中
心敬老院为主、乡镇片区敬老院为辅的“1+N”集
中供养模式，实施了助浴、助医、助行等“10+N”
上门居家养老服务，建成养老服务机构（设施）
945个、幸福食堂 21个、老年学校（教育点）169
个。保山市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成一批托幼一
体机构，每千人托位数达 3.77个、位居全省第
一，被命名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完
善学前教育体系，推进集团化办校办园，学前毛
入学率达93.53%。

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一项项民
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事，正不断为民生加码，让
幸福加倍，人民生活更殷实、更美好、更有品质。

本报记者李建国杨艳鹏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莫拉，为这个
佤族村寨发展指明了方向。5 年后的今天，记者
再次走进司莫拉，深刻感受到这里日新月异的
变化。随着司莫拉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外打
拼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旅游合作社的扶持
下，勇敢迈出创业步伐，用双手书写着属于自
己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司莫拉持续开展民宿、农家乐、茶艺
师、种植养殖、农民画创作、导游等各类培训，大
力引导和帮助各族群众参与融入乡村发展。如
今，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乡发展，开设农家乐10
户、民宿4家，40多户从事农特产品售卖。

“我们充分挖掘闲置土地资源潜力，通过有
效整合并加以利用，按场次出租民族文化活动
广场，为全国各地旅行社、旅游团队提供篝火晚
会场地。”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
家清告诉记者，目前，商铺租金年收入超 55 万
元，2024 年合作社实现收入 110 余万元，合作社
分红39.2万元。

让人民的幸福可感可及，司莫拉的变化，是
保山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精神的生动缩影。在保山大地，乡村振兴的美
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看到产业兴旺带
来的富足，生态宜居带来的舒适，乡风文明带来
的和谐，治理有效带来的安定，还有生活富裕带
来的幸福。

杨艳鹏

“这是我们传统美食大米粑粑，以前只有过年
才做，总书记来了之后，现在天天都做。”司莫拉佤
族村村民李发顺的妻子杨彩芹一边熟练地制作大
米粑粑，一边热情地向游客介绍。

李发顺家的堂屋里，电视上播放着 5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的珍贵视频，不少游客驻
足观看。“2020年 1月 19日，总书记到我家做客，
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刻，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李发顺眼中满是幸福回忆。

每天清晨，李发顺一家便忙碌起来，制作大米
粑粑、清扫院子、生起炭火，为接待游客做足准备。他
向游客讲述“总书记到我家”的难忘故事，分享司莫
拉这些年的变化。

杨彩芹说：“再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就能经

营餐馆、售卖特产，收入大幅增加。女儿去年研究生
毕业，儿子也二次入伍。”

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司莫拉，
李发顺家成了一个必去打卡点。餐馆生意好的时
候，五六张桌子座无虚席，整个院子人声鼎沸。

说起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李发顺难掩心中的
喜悦和自豪：“司莫拉这几年环境更美了，村民更
富了，我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随着司莫
拉乡村振兴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村民们端上“旅
游碗”、吃上“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红火。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要牢记总书记嘱
托，把餐馆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精彩。”李发顺
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杨艳鹏

2020年底
保山市生产总值跃上千亿元

台阶，达1052.6亿元。

2022年7月
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大理至

保山段开通运营，保山市结

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022年开始
腾冲科学家论坛每年

在腾冲市举办。

2023年1月
保山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十批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2023年5月
第13个“5·19中国旅游日”全国

主会场活动落地腾冲和顺古镇。

2024年7月
昌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保山

“县县通高速”目标全面实现。

腾冲市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

家乡富美 业态兴村
1月 9日，走进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司莫

拉佤族村，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
清正带着客人参观，介绍村庄历史与喜人变化。如
今，司莫拉佤族村游客络绎不绝，每日热闹非凡。

2020年 1月 19日，对赵家清来说是永远值得
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莫拉看
望乡亲们。自那之后，有着 500年历史的司莫拉佤
族村人气越来越旺。2020年 6月，司莫拉佤族村以

“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
司莫拉幸福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将村里 60户农
户吸纳为社员，开启了乡村旅游的新大门，乡亲们
的日子逐渐富了起来。

5年来，司莫拉深入推进品牌建设，大米粑粑、
佤族绘画、佤族服饰、饮品茶艺、特色小吃、多肉盆

栽等特色业态在这里落地生根，为村庄增添了独特
魅力。

“过去村里没产业，大家出去谋生。如今村里
业态丰富了，外出人员纷纷回到家乡发展，90%
以上的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赵家清告诉记
者，随着游客数量连年攀升，村民们的收入结构
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营性收入占比达 53%。

司莫拉先后投入资金 1.13亿元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建成游客集散中心、乡村振兴学堂、民俗
文化体验区，智慧消防系统、污水处理管网等也
相继完工。景区导览系统持续优化，新增 1个星
级旅游公厕与 15套洗手设施。2021年，司莫拉佤
族村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杨艳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