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民族特色的西盟县城

探索“四个全覆盖”闯出产
业扶贫新路子、成立“村民小
组脱贫工作委员会”全面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作为全国仅
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西
盟佤族自治县把脱贫攻坚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来抓，走出了一条具有西盟特
色的“直过民族”地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之路。

截至 2018年底，全县 9259
户 31146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累计实现脱贫出列 8797户
30040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1.45%。

“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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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普洱整合监督力量形成惩腐合力

＞ 脱贫攻坚

西盟佤山，总人口 9.56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占93.7%，其中佤族
占总人口的 70.3%。直到 1949年，
这里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1956
年，在西盟各族各界政治协商会
议上正式通过《西盟直接过渡社
会主义的决定》，直接从原始社会

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结束
了3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形态。

“直过民族”的脱贫一直是脱贫
攻坚的“上甘岭”。社会主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让西盟
县的扶贫工作得到持续推进。党
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力度空前加

大，全县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主
体和主导作用，资金、资源、人力、
智力都向贫困地区汇集，2016年
以来，西盟县先后累计投入各类
扶贫资金 38.82亿元，贫困地区在
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如今的西盟佤山，全县“三
农”工作水平、干部群众素质、生
态文明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民
族团结工作、社会治理水平得到
了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真正
拥有了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

扶贫力度空前

“2018年，普洱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受理信访举报1155件，处置问题
线索1849件，同比上升51.3%。立案
562人，其中县处级20人。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538人，先后对21人采取留
置措施。”这是普洱市纪委监委合署
办公一年来的一组工作“成绩单”。

自去年2月7日普洱市监察委员
会挂牌成立以来，市纪委市监委加强
职能、机构、人员融合，由“物理融合”
产生“化学反应”，催发出强劲的反腐
动力，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正向

“1+1＞2”的治理效能转化。
“监察体制改革后，全市监察对

象和监察范围全面‘扩容’，监督对
象从2万多人增加到93444人，增加
328%。”市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面
对如此严峻复杂的监督形势，普洱
市充分发挥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
委监委的领导作用，通过联合办案
统一调动使用力量，并在市纪委监
委机关建立监督室、审查室与巡察
机构、派驻（出）机构信息共享、共同
研判部门及地方政治生态、日常监
督及办案联动协作机制，整合监督

力量，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
驻监督、巡察监督协调衔接，优势互
补形成惩腐合力。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监察职能
向乡（镇）、村（居）延伸的有效方式，
印发《普洱市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
作暂行办法》，明确在乡镇设立监察
员办公室，在村（居）选聘特约监察
员，推进监察监督延伸到“最后一公
里”，充分发挥“探头”“前哨”作用。

在重拳惩腐的同时，全市各级
纪委监委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聚
焦扶贫领域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坚
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全市共约谈提醒3091人次，问责18
个单位 34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44人，对 757人点名道姓通报曝
光，持续形成震慑。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
理 2244人次，其中第一、二、三、四
种形态分别占 75.4%、17%、5.8%、
1.8%，实现“惩治极少数”向“管住
大多数”转变。
本报通讯员伍晓慧本报记者沈浩

春节刚过，在位于墨江哈尼族
自治县联珠镇瓦房村四川田的集中
安置点，地震恢复重建的新房新村
建设如火如荼，这里将安置来自瓦
房组、冲头组、新寨组 25户受灾群
众共133人。

“你看看这个广场多宽敞，以后
安上路灯，我们在村里也要搞演出
咧。”今年 60多岁的罗琼英一有空
就来看看新家园的建设情况，最令
她开心的是新村配套了文化活动场
所，以及卫生室、养殖小区、停车场
等现代服务设施。

墨江县把民房建设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把地震民房
恢复重建、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人居环境提升工程等统
筹建设，全县共需建设民房 34883
户，其中：拆除重建26418户，修缮加
固8465户。已初步选定民房集中搬
迁安置点64个，涉及61个村161个
村民小组 3604户 14619人，初步选
定先期建设示范点5个。目前民房集
中搬迁安置点已开工建设52个。

“生活在乡村也能享受现代生
活便利，配套完善的新村建设不仅

有利于农村长远发展，也让政府在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更加惠及民
生。”墨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坚持

“小组变大组、小寨并大寨”的原则，
全县按照“鼓励引导受灾农户向交
通沿线、地势平缓区域、集镇附近、
县城周边等集中搬迁安置”的思路，
统筹考虑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
组织县国土、住建、规划、林业等部
门全面开展集中安置点、滑坡搬迁
点等恢复重建选址工作。

制定出台民房建设实施方案，
按照“厨卫入户、雨污分流、人畜分
居”的要求，结合墨江民族、文化特
点，提供 60平方米、80平方米、120
平方米、150平方米4种面积的民居
风貌设计图纸，供群众选取进行民
房建设。坚持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与
农村危房改造扶持标准相一致原
则，恢复重建民房维修加固每户补
助1.5万元，四类重点对象拆除重建
每户补助 4万元，非四类重点对象
拆除重建每户补助3.5万元。一个个
配套完善、生活便利的现代乡村图
景正在墨江大地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沈浩李奕澄

墨江：新房新村开启新生活

新家园

2018年，普洱市积极开展民族
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
传承与运用，通过科技引领、宣传推
介、壮大特色药材产业，促进了民族
医药传承创新与发展，推动普洱健
康产业发展。

以科技为引领，中医药传承创
新取得全新突破。普洱市充分发挥
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科研引领作
用，积极开展民族医药文化遗产的
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与运用，组建
了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哈尼医
药分会，发展理事单位 30个，吸纳
会员 198名。成功召开了首届国际
哈尼医药发展交流大会，系统整理
《哈尼医药》《哈尼族药用植物》《普
洱端午节续编——百种药膳百种
药》等哈尼医药系列丛书9册。

成功举办了“养在普洱——
2018端午百草根节传统医药学术
交流系列活动”和澜沧江—湄公河
传统医药学术交流会及首届国际哈
尼医药发展交流大会，来自柬埔寨、
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和中
国香港及全国各地的800余名专家、
学者与会交流。以“健康·合作·传
承·发展”为主题，推进“医、养、旅”
深度融合，加快健康普洱建设。

助力健康扶贫，中医药助推脱
贫攻坚。“普洱端午百草根节”不仅

是一个文化品牌，“百草根”中的中
草药品种作为“绿色食品”形成了独
具普洱特色的“绿色食品”品牌。据
统计，2018年端午节期间，全市9个
县区共计有13422个摊位出售本地
中草药，售卖品种368种，销售数量
1868吨，总销售额 1.12亿元，参与
经营人员达 5万余人。1.64公里的
药品售卖长街被上海吉尼斯认证为

“规模最大的药用植物展卖会”。“端
午百草根节”效应得到发挥，带动了
贫困群众种植特色药物，形成具有
民族特色的产业链。

积极推动中草药产业化发展。
做好中药资源普查的同时，推动贫
困县区中草药种植，基本形成了“一
县一品、一乡一种”的中药种植产业
模式。联合多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和
种植基地申报云南省“定制药园”，
完成全市 28家生物医药企业申报
工作，10家通过资格审查，完成现
场审核并公示。据统计，10家“定制
药园”共计带动周边村镇村民种植
生物药材2000户以上，每年解决周
边富余劳动力就业打工 12万人次
以上，利益联结户涉及 300多个村
民小组共1500余户，每年提供建档
立卡贫困户劳务输出均不少于 60
天，平均每户创收达6000余元。
本报通讯员白荣华本报记者李奕澄

从去年底开始采摘上市，孟
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牛
油果就受到市场热捧，2000多亩
的果实，早已销售完毕。

据了解，今年是孟连牛油果
规模化上市的第一年，由于受降
雨量过大因素的影响，牛油果产
量略减，达 1000多吨，农业产值
约 2000多万元。绿银公司负责人
祁家柱介绍，春节前，孟连牛油
果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合作，通
过供应链全程品控，让消费者吃
到最新鲜的国产牛油果。主要通
过商（店）超（市）、电商等外销，
销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时在
昆明、普洱和孟连本地超市进行
零售。

经过 12年的引种、示范、推
广，原产于墨西哥等中美洲地区
的牛油果，现在成为了孟连脱贫
攻坚的新兴产业之一。2018年，
全县种植牛油果 2 万亩，投产
2000 亩，并有效探索出与群众

“三联结”多元化增收路径。
土地租赁是绿银公司与农

户的一个联结。公司在孟连自建
了 1万多亩牛油果基地，其中芒
信镇有 7000多亩。芒信镇芒信大
寨有 2000亩土地流转给公司，当
地 97户农户与企业形成长期租
赁联结，实现土地流转收入 320
余万元，户均增收 6000元。

劳务是第二个联结，公司通
过对群众进行劳动技能培训，群

众掌握牛油果种苗培育技术和
栽培技术，在地块长期务工获取
劳务报酬，267户 348人实现劳务
收入 53.4万元，户均增收 2000余
元。在牛油果基地打工的芒信大
寨村民小组村民岩帅激动地说：

“发展起牛油果产业后，再也不
用到处打零工了，离家近，收入
好，还能照顾家。”

合作经营是公司与农户的
又一个联结。2018 年，采取“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孟连县投入政府产业扶贫资金
3000万元，在全县适合种植牛油
果的村小组成立牛油果农民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贫困群众、公
司共同开发建设牛油果基地。群
众通过土地入股占 30%，绿银公
司以种苗和技术投入占 30%，村
集体的合作社以基地建设投入
资金入股占 40%。

“三联结”形成后，短期内，
贫困户土地入股后，经过专业培
训成为职业农户，长期在所入股
的合作社务工，每户按所承包管
理面积不同，每年可获得 8000元
稳定收益。长期来讲，入股土地
2020年进入挂果丰产期，按目前
市场价格，每亩实现 3万元以上
收入，扣除成本后最少每亩有 2

万元利润，农户占股 30%~40%，
每亩可获 6000元~8000元收益。

牛油果已被省市确定为孟
连县的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县长
李建华说：“脱贫奔小康和乡村
振兴核心都在产业，我们要发挥
好生态、气候、土地等方面的优
势，加大产业发展和招商力度，
发展好电子商务，统筹推进全县
农村产业向生态化、规模化、品
牌化迈进，真正把全县的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

联结新机制，使孟连牛油果
产业步入了新的快车道，一年
间，全县已经定植牛油果 5000余
亩。到 2020年，全县牛油果种植
面积预计将达 5万亩以上，投产
3万亩以上，成为中国最大的牛
油果生产地。

利益共享，长短结合，租赁、
劳务、分红“三联结”的模式在孟
连更多产业进行了推广复制。

全县成立 6个产业协会、39
个村级合作社，8663户 30544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与 82 家企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建立“绑定”发展机制，实
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覆盖
率达 100%、产业利益联结率达
100%，形成了“发展一个产业、建
一个基地、进一家企业、让一批
人脱贫”的扶贫模式，实现“群众
赢、集体赢、企业赢、产业赢”的
四赢局面。

产业亮点

抓落实 求突破

普洱传承发展传统医药

西盟：聚焦精准 全面发力

＞ 脱贫举措

孟连：“三联结”形成脱贫新动力

“跟着共产党，阿佤人民
唱新歌。”在西盟佤山，《阿佤
人民唱新歌》每天都在县城、
在村村寨寨响起，成为西盟人
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
部分。

矗立在中课镇班箐村的拉
勐纪念碑诉说着西盟佤山的一
段历史：每一个参会的人用手中
的一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
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
成了“民族团结盟誓塔”。如今，

“听党话跟党走”的拉勐精神仍
在西盟大地上传扬，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传统成为脱贫攻坚中
的重要精神力量。

脱贫攻坚，对象是农户，主
体也是农户。只有把农户摆脱
贫困的意识唤醒，形成发展的
内生动力，脱贫的帮扶效果才
是持续的。西盟县在脱贫攻坚
中，通过在产业发展中构建劳动
与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
意识到“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
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摆脱贫困。
通过劳动技能培训，贫困群众掌
握了更多的技术，在村民小组
成立“脱贫工作委员会”，让群
众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有尊
严的摆脱贫困，打造“永不撤走
的扶贫工作队”，新一代农户群
体也在脱贫攻坚中逐步壮大。

随 着 脱 贫 工 作 的 不
断推进，西盟县已锤炼
出一支忠诚干事、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如何
选准产业让群众有稳
定增收的产业，如何
让重病家庭不会返贫，
如何教会群众勤俭持
家，如何让懒汉学会劳
动，如何让厌学的孩子回
到课堂，如何让村党组织
更有凝聚力，如何让村集体
经济强起来……全县党员干部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聚
力脱贫攻坚，一件事一件事地
抓落实。

本报记者 沈浩/文 李奕澄/图

“脱贫攻坚既解决生存问题，
也解决发展的问题。”普洱市副市
长、西盟县委书记杨宇认为，贫困
问题，表面看是收入问题，实质是

人口素质问题。人口素质
问题，表面看是教育问
题，实质是资源综合配置
的区域发展问题。

从脱贫数量到脱
贫质量的转变，西盟县
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发
展，从素质培训到劳动

就业，从医疗健康到生
活习惯的养成，从义务教

育到留守儿童的爱护，从人
居环境提升到村庄规范管理，
聚焦乡村治理各领域全面发
力，为下一步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具体项目推进上，紧紧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力打

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安居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
贫、志智双扶、基础提升、兜底扶
贫“九大攻坚战”，下足“绣花”功
夫，实现扶真贫、真脱贫。农村居
住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教育等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老
百姓获得了更多幸福感。

精准安居，提升人居环境。西
盟率先在全省实施农村安居工程
建设，全县CD级危房基本得到消
除，已退出贫困户 100%搬进安全
稳固住房。14739户群众住上了安
全稳固的安居房，搬出了低矮狭
小的“草窝窝”和年久失修的破旧
危房，贫困乡村落后面貌实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立足长远，夯实发展基础。加
快农村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
基础设施建设，全县行政村实现
了户户通电、通广播、通电视、通
电话。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
强，全县公路总里程达 2443.1公
里，在全市率先实现“组组通”水
泥硬化路。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率先在全市实
行高中“两免一补”政策。

绿色发展，优势产业迅速崛
起。构建起橡胶、茶叶、甘蔗、畜
牧、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蜂蜜、
咖啡、米荞等为特色产业的“5+X”
产业发展体系，实现每个主导产
业都有1个以上主导产品、每个贫
困村都有1个以上主导产业。

补齐发展短板

百草根市场生意好 本报记者李奕澄摄

孟连牛油果丰收了

本报记者李汉勇/文 李奕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