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扶贫实现社会兜底

2019 年，全市各级医保经办
机构与扶贫部门反复比对、核实
调整后的数据，同步在医保信息
系统中进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身
份标识，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
保险，正常享受医疗保障扶贫倾
斜待遇。

保山市积极发挥医疗救助和
政府托底保障功能，取消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年
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不低于 10 万
元，切实减轻了贫困人口治疗疾
病经济负担，防止贫困人口因病
致贫、返贫。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普通门诊就诊 138.82
万人次，医疗总费用4739.41万元，

基本医疗统筹基金支出2554.26万
元。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
疗救助补助 3753.14万元，政府兜

底保障补助 1140.51万元，四重保
障实际报销比例 89.15%，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例为92.69%。

保山市认真落实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对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
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
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及时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做到应救尽
救、应养尽养。截至今年 11月，全
市有特困供养救助对象 8485 户
9597人，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有
4313人。

健康扶贫进村健康扶贫进村

教育扶贫促进教育公平

保山市全面建立控辍保学机
制和贫困学生“一生一档”保障措
施，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系
统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信息对
比 12818人。截至今年 11月，全市
失学辍学人数 106人，义务教育阶
段无因贫辍学情况。

按照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
的体制要求，保山市认真落实义
务教育控辍保学“一县一策”，推

进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教育公平。
隆阳区建立红、黄、蓝“三色预警”
机制，对流失学生、潜在流失学
生、稳定学生每周进行更新，实行
动态管理。

腾冲市建立挂包帮扶机制，乡
镇领导包乡、乡镇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组、组干部包户，进行结对帮
扶，及时发现辍学动向，严防学生
因贫失学。同时，实行“一户一案，

一生一案”，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
体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加大帮扶力
度，确保适龄儿童不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辍学。

近年来，保山市紧紧抓住教育
部高校学生司对口帮扶保山和部
属院校定点帮扶机遇，做实人才扶
贫。西安交大在定点帮扶施甸县的
工作中，选派 35批 191名教师、大

学生志愿者到施甸开展支教、专题
讲座及示范课。选派 8批 210名校
园长、骨干教师到西安交大培训。
协调、捐赠资金900余万元，帮助施
甸县改善学校基础设施、信息化、
田园实训基地等建设。按每人每年
资助 2000元标准，资助 20名山区
贫困大学生。交大附小还与施甸县
13个乡镇中心小学、示范小学建立
了网络“直播课堂”。

生态补偿守护绿水青山

近年来，保山市狠抓营造林、
生态补偿、森林资源管护体系、公
益林项目使用林地和林业科技推
广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争取
落实到位行业扶贫资金3.78亿元，
为计划任务 3.28亿元的 115%；完
成营造林任务 36.73万亩，为计划
任务36.6万亩的100.4%；实施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468.47万亩，为计划
任务467万亩的100.3%。

保山市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
林员，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工作获
得工资性收入。2019年，全市共聘
用 6495名护林员，全年累计发放
管护工资 8320.98万元，涉及农户
6495户、25328人，其中覆盖建档
立卡贫困户 4647 户 18125 人、管
护工资 4003.11万元，户均年增收
0.86万元。

2019年，保山市不断加大科技
扶贫工作力度，举办核桃、澳洲坚
果、糯滇橄榄、珍贵用材林等林业
技术培训 29期 1703人次，印制发
放《保山泡核桃提质增效栽培技
术》《澳洲坚果栽培技术》《滇橄榄
早实丰产栽培技术》等林业实用技
术手册 6200册。营建、续建林业科
技示范样板林1352亩，其中泡核桃
752亩、澳洲坚果 250亩、糯滇橄榄

350亩，有效服务了精准扶贫和乡
村振兴。

近年来，保山市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初步建立起了以政府引
导、项目拉动、长短结合、注重培养
自生动力的生态补偿脱贫长效机
制。2014至 2019年，全市共实施退
耕还林26.6万亩，项目期内获得补
助资金4.504亿元，共涉及40349户
农户186710人。

易地搬迁建设美丽村庄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中，
保山市坚持“能城镇不农村、能大
村不小村、能多层不独院”的原则，
努力把易地扶贫做成美丽村庄。截
至今年11月底，全市建档立卡易地
扶贫搬迁人口 16684户 72440人，
已实现稳定脱贫 16306 户 70435
人，脱贫率达97.23%。

保山市“严格执行市县乡领导
挂包制度，五个县（市、区）都有厅

级领导挂包，每个乡镇都有一名县
处级实职领导负责挂包，在每个集
中安置点都有一名乡镇领导负责
挂包。同时，严格执行“双点长”制，
全市所有在建的安置点都有行政
点长和施工点长负责，并在集中安
置点醒目位置予以公示。目前，全
市安置房已 100%竣工，已达到入
住条件，入住率100%。

保山市高度重视集中安置点

配套设施，全市 223个集中安置点
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
已基本完善，可满足搬迁群众基本
生产生活需要。

在后续管理措施方面，保山市
强化社区治理，推行社区自治，让搬
迁群众适应和融入新社区；突出党
建引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培
养群众“造血能力”，让搬迁群众自
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和诚信教育，让搬迁
群众知恩、惜恩、感恩；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
需求，确保群众搬得来、留得住。

目前，保山市在安置点建设养
殖小区92个，辐射带动建档立卡搬
迁户7045户通过养殖增加收入，所
有建档立卡搬迁户均不同形式加
入合作社或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现已有8942户实现分红。

产业扶贫做强特色

近年来，保山市坚持把产业
扶贫作为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的主要抓手以及巩
固脱贫成果的主要措施，取得了
良好成效。

全市组建4个产业扶贫技术专
家团队，在4个贫困县组建了15个
专家组，聘请74名科技人员开展产
业扶贫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2014年以来，累计开展产业扶贫培
训 1.4万场（次）、培训人数达 70.68

万人（次）。
2019年，全市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 19.34亿元，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6.61亿元，占整合涉农资金总量的
34.18%，重点用于扶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
贫困户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有产业发展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8.8万
户 36.4 万人，占贫困户总数的
93.6%，产业覆盖有发展条件和意

愿 的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的
99.2%；全市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5343个，带动有产业发展条
件和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85万人。

保山市以扩大扶贫产品销
售、提升产业效益为核心，以发
展规模农业、创建优势品牌为重
点，规划建设了“十个万亩”规
模农业，推动扶贫产业规模化，
龙陵恒冠泰达禇橙、腾冲高黎贡

山茶叶等万亩规模农业带贫效
果较好，全市“十个万亩”规模
农业共吸纳了 3334 名贫困人口
实现就业，示范引导了 2478 户
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增收。

2019年，预计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 12352 元，增长
9.5%，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家庭
经营性收入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47.1%。

简讯

本报讯（记者 李建国 通讯
员 杨昱欣）日前，2019年中国农
业品牌百县大会在浙江大学举办，

“一座保山”作为云南省唯一入围
区域公用品牌，最终在中国农业品
牌建设学府奖评选中荣获“优秀品
牌案例奖”。

据悉，由浙江大学CARD中国
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发起设立的专
业奖项——“中国农业品牌建设学

府奖”，目的在于奖励农业品牌建
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成果，进一步
推动中国农业的品牌化进程。

保山市远乡谷农业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抓住新机遇，做好产销对接及“一
座保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打造
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
力，为保山市打造“绿色食品牌”奠
定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李建国 通讯
员 郭金灿 王薇茜）近年来，施甸
县按照冷凉山区发展中草药、坝
区发展特色蔬菜、沿江河谷地区
发展热带水果的“三带”产业发展
思路，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养大户、协会化组织新
型农业主体带动作用，积极培育
特色扶贫产业。

施甸县紧紧抓住“要让每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有 1至 2
项增收致富技术，有产业收入”
的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
了“政府主导向引导转变”和“大
规模推进向集约适度规模发展
转变”两个转变，着力培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在政府主导向引导转变方面，
该县积极培育家庭农场 37个、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3户，农业
产业化经营面积达 15万亩，通过
鼓励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建立产业
发展基地带动卡户就业务工和基
地学技术发展产业脱贫，实现一份
农田多项收入。全县农村土地流转
规模达 9.6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
的26.5%，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

户发展产业累计90073户次。该县
引进了蓝心科技、嵘煌药业等企
业，在仁和查邑村建蔬菜基地 400
多亩，在仁和杨家山、水长懒板凳、
老麦杨柳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
2500多亩，共带动400多户贫困户
增收致富。

该县重点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有条件有意愿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将发展区域转向适宜区聚
集。目前，全县依托产业发展培育
专业合作社338个，种植养殖大户
4501户。木老元乡充分盘活本地资
源，采用“村党总支+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大力发展种植养殖
业，在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同时壮大
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该县还依
托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项目，打造“施韵甸美”电商品
牌，走出一条“党建+电商+扶贫”的
群众增收致富新路。

目前，该县共发展农民合作社
367个，入社农户52049户，组织带
动农户数60401户。全县派出产业
扶贫指导员375人次，累计培训群
众 9872场次 39.5万余人次，带动
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16267户68013人。

本报讯（记者李建国）“以前
村里的环境卫生很不理想，村民们
喜欢把杂物、柴火等堆放在门前，
垃圾随手扔，现在村里设置了专门
收集垃圾的地方，大家的环境卫生
意识也提高了，整个村子都变干净
了，我们的生活越过越舒坦了。”说
起村庄的变化，腾冲市界头镇永安
社区的群众格外高兴。

近年来，腾冲市根据近城乡
镇、离城较远、偏远乡村三种不同
情况收运处置农村生活垃圾，离城
较近乡镇实行“户集、村收、乡镇转
运、县处理”模式；离城较远乡镇实
行“户集、村收运、乡镇（片区）处
理”模式；偏远乡村实行源头分类

减量高温焚烧处理。
目前，腾冲市共建设农村垃圾

中转站3个，购置安装垃圾箱5927
个、垃圾收集车 135辆、垃圾转运
车4辆，垃圾焚烧炉214座。截至目
前，腾冲市乡镇镇区生活垃圾设施
覆盖率达 100%，村庄垃圾设施覆
盖率为96.43%。

各乡镇组织动员广大干部职
工、群众对农村集镇、村庄、公路、
河道和垃圾收集点，非正规垃圾堆
放点进行集中清理，累计清理存量
垃圾 2万余吨，同时全面抓好“保
洁制度、收费制度”两个保障，自然
村垃圾保洁和收费制度覆盖率均
达100%。

区域公用品牌“一座保山”荣获
2019年“中国农业品牌建设学府奖”

施甸县抓实产业扶贫促增收

腾冲市村庄垃圾设施覆盖率达96.43%

本报讯（通讯员 黄冠军 吕
毅）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死角多、整
治难度大且易反复的特点，省接
待办驻龙陵县核桃坪村扶贫工作
队多管齐下，对该村人居环境进
行全方位整治提升，不到半年时
间就让全村每个角落都变得亮堂
起来。

今年 4月底龙陵县脱贫摘帽
后，驻村工作队把指导村两委整
治提升人居环境作为巩固脱贫成
效、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抓手。扶
贫工作队及时组织修订《村规民
约》，将打造“最美庭院”提升为村
民自治的“美丽约定”，引导村民

逐步养成文明生活习惯，积极倡
导移风易俗，开展文明礼仪教育；
组织村党总支委员对村组干部和
党员家庭卫生进行检查督导，对
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落实，并组
织村组干部分赴各家各户检查督
导；利用农闲时节，组织村民群众
对全村道路两侧进行美化、绿化，
同时协调经费 190万元对最后 3.5
公里生产道路进行硬化，提升道
路通行安全和质量。通过大力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脏乱
差”的状况逐步改观，“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正在部分地
方逐步变为现实。

核桃坪村整治人居环境让村庄变“靓”

本报讯（记者 李建国 通讯
员 黄升斌）近年来，腾冲市团田
乡为进一步破除贫困户农产品销
售难题，围绕“传统产业特色化、
特色产业规模化”的发展理念，以

“微工厂带户、合作社带村、龙头
企业带乡”的“点线面”利益联结，
完成 453户贫困户的的利益联结
机制（其中 75个茶所带户，16个
合作社带村，2个企业带乡，实现
群众增收 1320元），目前已有 420
户贫困户 1617人顺利脱贫，贫困
发生率降至0.65%。

微工厂带户，筑牢精准脱贫根
基。为巩固贫困户稳定收入，团田
乡共种植茶叶22800亩，培植茶所
75个，形成微工厂，实现茶农交售
鲜叶不出村的目标，进一步筑牢脱
贫根基。2019年，团田乡茶叶鲜叶

产量达14300吨，产值15545万元，
工业产值 6634 万元，茶农收入
9500万元。

合作社带村，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全乡有 16个合作社，做到 8个
村（社区）合作社全覆盖，其中1个
腾冲市金健烤烟生产专业合作社
和 15个种养植合作社覆盖全乡 8
个村（社区）、73个村民小组，形成
合作社带村，拓宽群众增收。2019
年农户直接收入 1520万元，受益
农户416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3户。

龙头企业带乡，实现产业发展
壮大。为实现茶叶的提质增效，增
强市场竞争力，团田乡成立茶叶协
会 1个，扶持壮大 2个茶叶龙头企
业稳定了全乡茶叶单价，延长了茶
叶产业链，提高茶叶产品附加值。

团田乡“点线面”利益联结带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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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批”奏响脱贫强音
本报记者李建国

今年以来，保山市聚焦4.1万贫
困人口、135个重点贫困村出列，隆
阳区、施甸县2019年脱贫摘帽，
巩固提升昌宁县、龙陵县脱贫摘

帽成果的目标任务，围绕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
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五个一批”脱
贫路径精准发力，制定作战图，定出时间表，全力
保障困难群众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

隆阳区辛街乡邹里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隆阳区辛街乡邹里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本版图片为供图本版图片为供图））

布朗族群众采茶布朗族群众采茶

施甸县木老元乡龙潭村美丽乡村施甸县木老元乡龙潭村美丽乡村施甸县易地扶贫搬迁安施甸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扶贫车间置区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