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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
昆明市始终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鲜
明旗帜，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成立了由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
记程连元任组长，市长王喜良任常
务副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定
期召开会议，研究民族工作重点、难
点问题，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同时，
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深
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
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为民族地区
加快发展，与全市同步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制度保障。

昆明市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
展，将石林、禄劝、寻甸3个自治县
和 4个民族乡及其他民族贫困地
区的发展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中进
行思考、研究、谋划，注重政策、资
金向民族贫困地区倾斜，不断缩小
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民族地
区之间的发展差距。2018 年，石
林、禄劝、寻甸 3个自治县地区生
产总值达 85.6亿元、95.9亿元、90
亿元，分别是 2013 年的 1.29 倍、
1.63 倍、1.38 倍，年均分别增长
8.4%、13.1%、11.9%，全市民族地
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这样的日子，原来彝家人想
都不敢想。”说起现在的变化，寻
甸县额秧村村民十分感慨。在这
些彝族村寨，有整齐漂亮的新房、
通家达户的道路硬化、充沛安全
的水源供给、双回路 10千伏电力
保障、流畅的 4G
网络，富有民
族特 色 的 太
阳能 路 灯 以
及丰 富 多 彩

的墙体彩绘、双语幼儿园、法治广
场。很难想象，在 2016年之前，这
里还是一个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仅
有2200元的省级贫困村。

除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昆明
市还坚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与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双融合、双促进，紧扣“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
方向，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为工作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不断巩固各
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的良好局面。

寻甸县丹桂村坚持把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和脱贫攻
坚工作有机结合，村内基础设施显
著改善，村容村貌大幅提升，全村
2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住上了安
全稳固的住房，户均 7000元的产
业扶持资金通过入股宏达养殖合
作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全村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禄劝县中屏镇以火本村为试
点，在农村危房改造中注重保留房屋
原始韵味、村庄原始风貌，因房因户
施策，不仅让贫困家庭危房变新居，
旧房展新颜，也让传统彝族建筑和传
统村落得到保护传承，打造了彰显乡
土、乡情、乡愁的“火本样本”。

据悉，昆明市将继续按照主题
教育相关要求，聚焦贫困地区特别
是民族贫困地区，坚持问题导向，
下足绣花功夫，不断增强贫困地区
发展潜力，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为
让贫困地区与全市一道同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昆祖宣

深查实改解难题 携手同心奔小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昆明在行动之三

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查症结

今年以来，按照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学先改和第二批主题
教育部署，昆明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点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四个不摘”要求，结合昆明实际，坚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与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推动全市贫困地区特别是民
族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有全市累计有99..4343万户万户3434..4646万名贫困人口脱贫万名贫困人口脱贫，，404404个贫困村全部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出列，，其中其中1010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全部出列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全部出列、、9024690246名建档立卡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名建档立卡少数民族贫困群众
实现脱贫实现脱贫；；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顺利摘帽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顺利摘帽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禄劝彝禄劝彝
族苗族自治县族苗族自治县、、东川区先后退出贫困县东川区先后退出贫困县，，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0..2626%%。。昆明市脱贫昆明市脱贫
攻坚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攻坚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总要求，体现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上，就是要摸清实情，找准制约工
作的症结和短板，切实加以解决。

摸清实情，才能干好实事。今年
以来，昆明市各级领导干部围绕农
村危房改造、饮水安全、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安置等重点难点工作，采取实
地走访、开展座谈等多种形式，通过
第一批主题教育先学先改、第二批
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结合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昆
明市 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
现问题和昆明市脱贫攻坚“两不愁
三保障”暗访发现问题，深入查找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
板，并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真
刀真枪解决问题。

精准帮扶，“精”和“准”是关键。为
全面掌握贫困群众在脱贫后的生产生
活情况，更加精准地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好脱贫后的困难问题，昆明市积极
探索建立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对脱贫
户特别是因病、因残致贫的脱贫户和
老人户，加强动态监测，对可能返贫的
及时预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返贫。

寻甸县按照巩固和防范、短期
和长期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三种渠

道、三级核查、三级预警、三类救助”
的“四个三”工作法，建立了防止返
贫预警工作机制，提高了工作的精
准度。禄劝县通过“三措施采集信
息、四审三级严识别、三方面分类帮
扶、五大机制压责任”等“34355”工
作法，全力做好脱贫返贫动态预警
工作，有效防范和解决脱贫返贫问
题，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
个不摘”要求，昆明市持续实施市级
领导联县挂乡包村全覆盖，严格落
实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脱贫，3个
贫困县党政正职保持稳定，做到“摘
帽不摘责任”。持续加大产业、就业、
教育、医疗等政策支持力度，在保持
政策稳定性的同时，注重针对查找
出的突出问题，研究出台后续帮扶
政策，做到“摘帽不摘政策”。开展驻
村帮扶“回头看”，调整轮换一批驻
村工作队员，确保全市 404支扶贫
工作队 1239名驻村帮扶干部力量
不减；在全市党政机构改革结束后，
进一步优化调整了“挂包帮”工作体
系，积极整合各方帮扶力量，做到

“摘帽不摘帮扶”。持续加大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力度，截至
11月底，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188个，处置办
结1126个，做到“摘帽不摘监管”。

“为民服务解难题”是主题教育
的重要要求。昆明市聚焦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补齐贫困地区
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改善贫困地区
民生福祉，贫困群众特别是少数民
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为了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
开展了主城五区与三个贫困县区教
育结对帮扶工作，带动贫困地区特
别是民族贫困地区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昆明市在昆一中、昆三中、师大
附中呈贡校区、云南民大附中 4所
学校开办了普通高中“民族班”“阿
诗玛班”，重点招收民族地区的贫困
少数民族学生，已累计招收658人。
同时，严格落实“双线十人制”和“动
态归零督查制”工作要求，建立控辍
保学工作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脱贫
家庭适龄子女辍学人数动态归零。
今年累计拨付补助资金 5.06亿元，
惠及学生 59.5万人次，确保了各学
段无因贫失学辍学学生。

为了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问题，实施了住院免“起付线”、

“一站式”结算等政策，并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个人缴费部分
实行财政全额补贴。深入落实全民
医保制度，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参保率达
100%，保险费用享受政府全额补
助。今年以来，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享受住院医疗救助 10.1万人次，
支付救助医疗资金6199.13万元，实
现医疗救助全覆盖。

“去年村上来家里看了旧房子，
今年就动工，国庆节前就搬进了宽

敞、干净、舒适的新房子。”拆掉“漏风
撒气”的老宅，昆明市一批困难群众
住进了新家。为切实解决好贫困地区
群众住房安全问题，昆明市在完成三
个摘帽县区所有农村C、D级危房改
造和非贫困县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
房改造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非贫困县
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工作。截至
今年10月，全市确定非4类重点对象
无力改造危房户11488户，已开工建
设5359户、竣工3651户。

“说起水，就觉得肩背疼。”脱贫
群众回忆道，以前取水要到山泉眼
处用桶背，一趟得背够一家人一天
所需的水，几十公斤水背下来，壮小
伙也累得够呛。为解决贫困地区的
饮水安全问题，昆明市对全市 3个
贫困县区、6个有脱贫任务的县区
及其他涉农县区全覆盖开展人饮安
全保障情况普查，分类形成问题清
单，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
整改。今年以来共投入各级资金
8026万元，实施饮水工程236件，巩
固提升农村饮水受益人口5万人。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贫困
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昆明市下大
力气改善提升贫困地区交通、电力、
网络等基础设施，全市贫困村全部
接通 10千伏以上动力电和网络宽
带，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9%以上。在
实现行政村100%通硬化公路、安全
隐患路段防护设施全覆盖的基础
上，大力推进自然村公路建设，建设
完成自然村通村公路 244.03公里，
完成投资 1.92亿元，年内将全面实
现自然村公路通达率达 99%以上、
通畅率达71%以上的目标。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铲除
贫困生成的土壤，不断增强贫困地
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关键。昆明市
通过培育特色产业、转移就业和就
地就近就业并举、实施消费扶贫等
措施，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贫困群
众造血能力。

2016年，昆明产业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维和药业联
合在禄劝县九龙镇打造了三七种
植基地，经过 3年的集中培育，形
成了包括三七种植、冷冻、粗加工、
深加工等为一体的产业基地。3年
来，基地累计投资 2亿元，带动周
边劳务用工35万人次。“标准化生
产不用再看天吃饭，人均收入也比
之前翻了一番。”九龙镇教务营村
民郑当轮表示。

这只是昆明市实施产业扶贫
的一个镜头。

近年来，昆明市聚焦贫困地区
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坚
持“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大力实施“菜单式”产业扶贫
新模式，加大对特色产业项目扶持
力度，打造“绿色食品牌”，持续增
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贫困地
区特别是3个贫困县区，在产业扶
贫方面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东川区紧紧围绕“贫困村有脱
贫产业、有带动主体、有集体经济收
益，贫困户有增收产业项目、有劳动
能力的有技能、与新型经营主体间
有稳定的利益机制”的“六有”产业
脱贫目标，通过康美药业、莱德马
业、禽健合作社、玄同农业有限公司、
力志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大
力发展中药材、“乌黑鸡”、花椒、紫花
苜蓿等高附加值特色种植、养殖业，

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
禄劝县围绕“一项种植养殖

业、一份合作股份、一亩土地流转、
一亩经济果林、一个光伏扶贫”的

“五个一”稳定增收模式，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形成了以“西柚、猕
猴桃、葡萄等精品水果，黑山羊、乌
骨鸡等生态畜禽，板栗、核桃等优
质坚果，当归、重楼、三七等特色中
药材”为主导的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体系，确保贫困群众短期有效脱
贫、中期稳定增收、长期稳固致富。

寻甸县围绕贫困户增收主旋
律，着力打造“云岭牛、功山羊、寻甸
苗家鸡、马铃薯、构树”五大产业品
牌，抓好“项目”“企业”“基地”“科
技”“园区”“电商”“宣传”七大龙头，
做好“规模”“特色”“品牌”“融合”四
篇文章，不断发展壮大富民产业。

昆明市还积极整合各方资源、
动员各界力量，通过消费扶贫帮助
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农村、
走进市场。今年 4月，全市首个消
费扶贫示范点在五华区桃园家具
城挂牌，代销寻甸、石林、东川等地
选送的百余种爱心扶贫农产品。

同时，坚持外出转移就业和就
地就近就业两手抓，依托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机制，加大
与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的劳务协作，大力实施“百企万岗”
入昆计划和“百千万”转移就业工
程，不断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自从在“扶贫车间”学会编制藤椅
的手艺后，东川区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李芝梅通过在工厂编制藤椅，每
个月能有3900元收入。“以前没本
事都是人家挑我，现在变成我挑企
业了。”李芝梅喜上眉梢。

昆明市坚持把思想教育摆在首
位，结合主题教育，教育引导贫困地
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
习成效切实转化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强大动力。今年以来，全市共
组建474支宣讲队，在404个贫困村
和3个贫困县区部分非贫困村，重
点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984次，对
40100余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宣
讲，充分调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和
村组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为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干部
群众内生动力，昆明在全省创造性
开展“双讲双评”活动，此工作方法
得到省委肯定，并丰富和完善为

“三讲三评”在全省推广。今年1至
9月，全市558支驻村工作队、3000
余名驻村工作队员，共组织开展了
2649余次“三讲三评”活动，覆盖
12377人次村组干部、76117人次普
通群众、83521户贫困户，贫困地区
党员干部作风明显转变，逐渐形成
了驻村队员主动履职、村组干部主
动作为、基层党员率先示范、贫困

群众争当模范的良好局面。
在东川区乌龙镇大水井村，一

场“自强、诚信、感恩”的教育在村民
活动中心开展。大水井村村民杜家
成表示：“通过学习，我明白了等不
是办法，只有主动发展才能真正脱
贫。”在帮扶单位帮助下，他加入了
村里的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种植了5
亩优质马铃薯，顺利脱贫摘帽。今
年，他还准备参与村里核桃种植管
理工作，增加致富渠道。这种交流宣
讲在东川区不是首次开展，东川区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自强、诚信、
感恩”主题实践活动、“三讲三评三
诚信”活动、“新时代新民风”建设和

“六个一百”宣传活动，不断增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

“以前的小多姑社区封闭落
后，群众文化素质低，通知开个会
都喊不齐人。”寻甸县小多姑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周四文介绍。通过开
展“三讲三评”等活动，小多姑驻村
队员、村组干部给农户讲政策、讲
法律、讲党恩，转变了部分农户之
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激发了
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切实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增福祉

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后劲
挖潜力

充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激活力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抓共享

脱贫攻坚工作组在寻甸县河口镇鲁撒格村开展群众工作脱贫攻坚工作组在寻甸县河口镇鲁撒格村开展群众工作

禄劝县马鹿塘撒马基村委会新修公路禄劝县马鹿塘撒马基村委会新修公路

采菊时节采菊时节

喜领分红喜领分红禄劝县兴隆村新貌禄劝县兴隆村新貌

寻甸县七星乡粮食丰收寻甸县七星乡粮食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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