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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针对县级财政困难、建设资金
不足的问题，借助“两区”建设载
体，勐腊县大胆“先行先试”，探索
成立“投资—融资—建设—管理”
为一体的实体企业，多渠道筹措建
设资金，积极推进铁路、高速公路、
机场等立体式交通网络建设。目
前，随着昆曼国际公路已实现国内
全程高速，玉磨铁路进展顺利，勐
腊机场即将动工建设，勐腊已经由
道路尽头变成交通枢纽点，由对外
开放末梢变成前沿。

为解决县内企业不大、工业太
弱、支撑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产业
后劲不足等问题，探索制定系列优

惠政策，县区“政策凹地”优势正在
形成，吸引大批企业前来县区咨询
投资。截至2018年10月，投资企业
成倍增长，规模较大的有七彩云
南、长城影视集团、山青花燃、中铁
集团、广州先卓等 48家企业，达成
并签订投资项目 49个，落地项目
25个，落地率 51.02%，预计总投资
506.85亿元。

针对贫困边民增收困难的问
题，制定出台《县区边民互市管理办
法》，推进关累口岸、勐满口岸边民
互市场所建设和磨憨口岸边民互市
场所化管理以及边民互市二、三级
市场建设，大力发展边民互市。

2018年勐腊全年实现生产总
值达 92.41亿元，比 2014年增长近
一倍。经过几年的努力，“两区”呈
现出在财政总收入、边民互市贸
易、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广度、生态
文明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两区”
建设与脱贫攻坚“共建”效果显著
的喜人局面。

由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和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
合作区“两区”管委会挂钩帮扶的
尚勇村委会，原本是一个建档立卡
贫困户达 197户 799人，贫困面较
大的边境一线民族聚居村委会。近
年来在“两区”管委会的帮扶下，投

入 161万元产业扶持项目资金，通
过提升橡胶、茶叶、砂仁等传统产
业，扶持牛、猪、鸡、竹鼠等养殖产
业，并与企业签订回收协议等方
式，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经有 186
户 766人脱贫，且人均收入稳定超
过 3500元。同时，通过将C、D级危
房全部纳入危房改造范围，投入
1422万余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和70余万元基础设施资金建设，目
前已经有 186户有了安全稳固住
房。贫困户的医疗保障社会养老保
障实现了100%全覆盖，截至目前，
尚勇村委会脱贫率已达 95.9%，贫
困发生率降为1.14%。

在磨憨口岸，很多人对位
于昆曼大通道路边的勐腊县尚
勇镇回金立村并不陌生，甚至
不少人还会到村里的阿伟山庄
去 就 餐 ，不 过 却 很 少 有 人 知
道，这是一个因为大通道和磨
憨口岸的建设发展而富裕的民
族村寨。

4月 14日，记者走进这个外
观看起来与大多数富裕起来的
村寨并无多大区别的瑶族寨子
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村寨中
央的“回金立阿伟山庄”。这个
面积约 600 平方米的农家乐，
由于饭菜可口、价格合理，加
上紧邻磨憨口岸的位置优势，
生意一直都较为火爆。除了开
饭庄的这一栋楼房外，对面还
有一栋面积也是 600 余平方米
的三层小楼，同属于饭庄老板
郑学伟。

“不要看我开着饭店就认为
我有钱，其实我是全村最‘穷’的
人。我这两幢楼先后投资 300多
万元，目前还欠银行贷款 100多
万元，还要苦 3 年才还得清。相
比全村 21 户人家，我这个百万
元级别算是‘穷’的了。”郑学伟
笑着说。

郑学伟是上世纪末从自然
保护区搬迁到这里的村民，当时
由于搬迁晚没有分到土地耕
种，就只能在磨憨口岸的农贸
市场开个小餐馆维持生计。近
些年，随着磨憨口岸和昆曼大
通道的开放发展，位于大通道
边上的回金立村寨便与口岸连
接到了一起，来往的客商也随
之越来越多，郑学伟看到了商
机，才回到村寨盖小楼经营阿
伟山庄。

回金立村原属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内的勐腊县尚勇镇龙门
村委会半坡村，从尚勇自然保护
区搬迁出来之前，世代居住在深
山老林里，群众几乎过着与世隔
绝的生活。走路难、吃水难、种地
难、就医难、上学难、致富更难。

由于土地贫瘠，一年辛苦到头也
只有三五百元的收入，连温饱问
题都难以解决。

1988 年，在政府的动员下，
半坡村整体搬出原始森林，一部
分人家分到了勐腊县勐满乡大
广办事处南坪村，分到磨憨回金
立村的 5户人家现在已发展到了
21户。村民赵武说，在磨憨开发
以前，这里已有少量的边民互
市，村民们在种地的同时，也学
着做些小生意。有的跑运输，有
的卖点小菜。

1993年，磨憨口岸的开发建
设为回金立村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磨憨管委会就先后征用了
回金立村的部分田地，2005 年，
磨憨口岸加大了开发力度，并
大面积征用该村土地，以扩大
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大笔的征
地补偿金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村
民们也通过口岸和昆曼大通道
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各种经
营发展致富。

村寨下方路边的叭特金大
酒店，就是村民赵武投资了 800
多万元建盖起来的。开张营业至
今 4 年多，生意一直都不错。记
者采访中看到，就在赵武的酒店
旁边，一栋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
楼土建工程已经完工，同样也是
由回金 立 村 的 3 个 村民投资
2000余万元建盖，准备装修为高
端酒店。

由于边境一线的瑶族村民
大多有亲戚在国外定居。过去
每年回国探亲的亲戚，都要给
回金立村的村民发压岁钱，如
今通过口岸发展富裕起来的回
金立村村民，开始反过来给国
外亲戚发压岁钱了。

“一般每次发给他们都不少
于 2000 元，有的一次发 10000
元。”一位村民说，国家强大了，
我们富裕了，村民们的自豪感也
就越来越强了。

本报记者 戴振华 文/图

崭新的平房错落有致，房前
屋后还预留了绿化带，宽敞整洁
的水泥路直接通到每户村民的家
门口，垃圾箱分布在各个交叉路
口，太阳能路灯整齐地排列在道
路两侧，村里篮球场、会议室、党
员活动室等一应俱全……

走进位于磨憨口岸的勐腊县
尚勇镇磨龙村委会回绕村，这个
掩映在群山之间的苦聪人村寨，
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俏丽。

中午，刚从山上采摘茶叶回
来，顾不上休息，村民乔扎保又抬
着塑料盆从卫生间里接上一盆
水，开始清理地板砖上的污迹。

“以前我们都是在家门口拴
一条绳子，把所有的衣服搭在上
面，想穿哪件就拿哪件。通过帮扶
干部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会了打
扫卫生、整理床铺等家务活。搬了
新家后，大家更是见不得家里有
半点脏乱，现在每天都要把房前
屋后打扫干净后心里才会舒服。”
乔扎保乐呵呵地说。

回绕村 44户村民中，有 41户
175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长期以
来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加
上村民思想意识落后和产业结构
单一等原因，成了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在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政策
前，回绕村的村民大多还居住在
墙不避风、瓦不遮雨的木板房里
面。每当暴雨来袭，雨水还会倒灌
进家中，条件十分艰苦。

负责挂钩帮扶的领导干部、
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副主任胡平杰通过调研后，与
当地干部和帮扶干部一起制定
了一系列可行的帮扶措施，并利
用“两区”建设的优势，对接上海

市松江区投资 530 万元资金，为
村寨援建了道路硬化、排水沟、
挡土墙、给排水、公厕等项目。同
时通过沪滇协作项目，由上海市
松江区政府出资 100 万元，西双
版纳沧江明珠科技公司提供种
苗、技术培训及产品回购，贫困户
以可配的种植份额入股合作社获
得相应收益。同时，扶持村民在
茶地套种滇黄精，引导贫困户种
植南瓜、无筋豆等短期经济作物

等项目，齐心协力让村民们快速
走出贫困。

2018年 11月 29日，通过根据
“直过民族”扶贫开发政策要求，
投资 438.62万元的房屋改造项目
实施，4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都
住进了崭新的小楼。回绕村村民
的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4年的 2400
元提高到2018年的5400多元。

随意走进一家农户，电视、沙
发、茶几、冰箱、电磁炉等一应俱

全，除了客厅、厨房和卧室外，还
带了一间自用的卫生间。

和所有村民一样，除了传统
的茶叶和砂仁外，乔扎保还在自
家的地里种植了一亩滇黄精，预
计今年下半年收成 4 万元，扣除
企业帮扶每亩苗株投入成本，单
此一项净收入就达 3 万元以上。
想到即将到来的丰收场景，乔扎
保的脸上乐开了花。

本报记者 戴振华 文/图

走进位于磨憨口岸的西双
版纳三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
区内的一间办公室桌子上摆着
很多试生产产品，有凤梨酥、冰
冻火龙果、冰冻百香果酱、凤梨
酱。公司副总经理奉鑫说：“生
产工艺已经调试好了，等生产
批件下来后，马上就可以正式
生产了。像当地最具特色的西
双版纳小包谷，一般采收后两
小时内送到工厂蒸熟，4小时后
真空包装完成后便发往上海、长
沙等地。”

自 2017年 7月开工以来，通
过近一年半时间的建设，三山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冰冻火龙果、
冰冻百香果酱等鲜果的初级加工
产品，主要销往中东、俄罗斯等地
区；凤梨酥则瞄准西双版纳的旅
游市场，计划打造成西双版纳的
特色伴手礼的加工出口企业，
2018年 12月 25日一期项目建成
开始试生产。

奉鑫说：“之所以选择在勐腊
建厂，我们看重的就是这里的原
料资源、‘两区’政策优势和口岸
优势。”勐腊很多农民都种菠萝、
火龙果和百香果，公司生产就有
了原料来源。如果勐腊甚至西双
版纳的水果不能满足公司的原

料需求，还可以通过口岸从泰
国、老挝等国家进口水果。此外，
入驻“两区”的企业可以享受一
系列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起步阶
段的负担。

目前，企业已经与周边农户
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为企业找
到了 3000多亩原料种植基地，带
动周边农户增收。而且，还聘请
村民到工厂上班，试生产阶段固
定用工的就达 100多人。企业一
旦正式开工生产，聘用的村民就
会更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效
果就会更明显。

“一期开工生产后，我们还要
投资建设二期工程——水果罐
头生产线。”奉鑫说，企业打算
与村民协商，打造 400 亩菠萝
种植基地、200 亩肉牛养殖场，
用菠萝皮饲养黄牛。同时，随着
企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还
打算把水果生产废料做成生物
肥料。

“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地
落户磨憨，对于周边的农户来
说，也是一个福音。”勐腊（磨
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副主
任胡平杰说，“两区”带动村民
的增收致富是显而易见的。

本报记者 戴振华

引来金凤凰 村民奔小康

记者探营

大通道上的富裕村

村民开办的农家乐

苦聪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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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区”建设筑就致富快车道
本报记者戴振华文/图

2015年7月16日、2016年3月4日，国务院
先后批复设立云南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和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后，勐腊县围绕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的重大机遇，把“两区”建设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深度融合，以“两区”建设的优惠政策和创新发
展红利反哺精准扶贫，为群众筑就了一条脱贫致富
的快车道。

用活优惠政策 优化机构职能

立足于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和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
济合作区“两区”建设范围与勐腊县
贫困区范围高度重合这一实际，勐
腊县委、县政府统一思想，因地制
宜，把“两区”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
重大契机和有力推手，采用同时安
排、同步推进、互为支撑的战略部
署，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两区”开
发建设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抓好
抓实，先后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文化旅游产业支持政策》《园区
支持政策》三大政策，围绕重点任务
和薄弱环节持续攻坚，集聚政策、资
金、项目、人才等要素，凝聚脱贫攻

坚强大合力，做到“两区”发展与脱
贫攻坚工作“同步”推进。

通过制定出台《县区工作规则》，
明确县区一体，脱贫攻坚工作是“两
区”开发建设一项重要内容，层层签
订军令状，举县区之力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同时，结合勐腊“十三五”规
划和“两区”建设总体规划，制定《云
南省滇西片区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6-
2020）》《勐腊县“十三五”扶贫工作规
划》，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和贫
困退出考核指标开展各项工作。

为了推动“两区”快速发展，勐
腊县充分用好用活各项优惠政策，

从机构、职责、人员等方面做到全
面融合。

设立关累水港经济区党工委、
管委会，与关累边境贸易区党工委、
管委会合署办公；设立勐满进出口
加工区党工委、管委会，与勐满镇党
委、政府合署办公。编制印发加挂试
验区牌子、部门的“三定方案”，按照

“两区合一、县区融合发展”的模式，
在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和组成部
门分别设立试验区党工委，科学合
理优化内设机构职能，大力推进县
区各部门职能并轨融合、促进干部
交叉交流，形成一盘棋、一条心、一
股劲的工作局面。明确文化旅游功

能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等职责由勐
仑旅游度假区党委、管委会和勐仑
镇党委、镇政府承担；特色农业功能
区、生态屏障功能区的规划、建设、
管理等职责分别由勐腊县农业、林
草部门承担。同时，将原磨憨经济开
发区部分科级干部调入县直相关部
门任职，县直部门优秀干部充实到
实验区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形成县
区干部融为一体的局面，营造团结、
友好、互助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

“勐腊县就是试验区，试验区就是勐
腊县，区内所有部门、乡镇（农场）都
要为试验区建设发展服务”的理念
和责任。

筹措建设资金 改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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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绕村苦聪人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