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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总攻行动
的号角声中，一场易地扶贫搬迁的决胜
之战正在云岭大地打响。

99.6万人有序迁出“一方水土养不起
一方人”的地区，规模居全国第三；全省
2832个集中安置点成为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的幸福新起点。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勠力同
心、攻坚克难，坚持搬迁建设与后续帮扶
并重，全力以赴推动政策落地、工作任务
落实，确保上半年完成“安置住房 100%
完工、配套设施 100%完工、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00%入住”的目标任务，实现搬
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出真招 力促搬迁见实效

易地扶贫搬迁是“五个一批”中难度
最大的一批，也是挪穷窝、拔穷根的治本
之举。“十三五”期间我省搬迁人口占全
国总规模的十分之一，其中2019年搬迁
贫困人口数位居全国第一。如何打赢易
地扶贫搬迁战，是扛在云南各级干部肩
上的重任与使命。

我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民生工程，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实化细化易地扶贫搬迁措施，倒排工期、
挂牌督战，省、州（市）、县（市、区）、安置
点四级联动攻坚扫尾；聚焦重点难点地
区和安置点，厅级干部每月“蹲点驻守”，
在全国率先建立“双点长”制度，双管齐
下推进度；把好工程质量和安全关，推进
基础及公共服务设施与住房建设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对安置区

建设实行半月一调度，重要会议前紧急
实时调度，安置点组织搬迁报备制度等
方式，全面掌握工程建设和搬迁进度；建
立“网格化”督导机制，全覆盖进点入户
开展督导，严控建设成本、资金使用等，
对发现问题坚决整改。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总攻行动
中，我省提出对11个万人以上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由省级相关职能部门实行
挂牌督战，集中力量攻克最后堡垒。对
此，省发展改革委建立“分级、包片、驻
点、全覆盖督导”制度和“点、县、片、面”
四级督战机制，对会泽、丘北、澜沧、宣
威、福贡5县（市）实行挂牌督战，对易地
扶贫搬迁万人以上安置点实行“点长驻
守督战”，对昭通、曲靖、怒江和红河南
部、广南、澜沧四大重点地区实行“片长
督战”，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挪穷窝 搬出大山天地宽

听说要搬出生活了 50多年的老房
子，家住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普拉底
乡禾波村的傈僳族群众余文清有些犹豫
不决，在驻村工作队员耐心讲解政策后，
余文清打消了顾虑。得知部分村民对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还有些不理解，他还积

极协助村里和工作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
作并带头搬迁。

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城区安置
点永安社区，村民郝月华刚搬进期盼已
久的新家，还被聘为小区管理人员。“以
前靠天吃饭，现在靠双手过上好日子。”
郝月华高兴地说。他们仅是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近 10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代
表。在峡谷深处，一批又一批的贫困群
众，正在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
地方搬到新家园，开启幸福新生活。

在会泽县大山住了大半辈子的陈巧
英，今年春节前夕和乡亲们一起搬进城里
的楼房，办入住手续、打扫新居，欢欢喜喜
过大年。目前，会泽在各乡（镇）完成119个
安置点建设，搬迁安置群众23811人，今
年6月前计划完成所有搬迁安置任务。

截至 4月中旬，全省安置 99.6万人
的244739套安置房已全部建成，安置点
水、电、路、通讯等已全部达到入住要求，
入住率达98.6%，剩余的13899人计划在
5月底前全部搬迁入住；800人以上安置
点 49.08万贫困群众饮水、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配套设施已达到要求或正在加快
建设；累计已拆除旧房 16万套，复垦复
绿面积1171万平方米。我省易地扶贫搬

迁“前半篇文章”已基本完成，全省搬迁
安置实现“三个转变”：建房方式由“统规
自建和统规联建”向“统规统建为主”转
变，安置点由“点多散小”向“适度集中”
转变，安置方式由“农村安置”向“城镇集
中安置”转变，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我省

“十三五”时期促进贫困人口减贫、地方
投资增长、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人口市
民化、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受疫情影响，昭阳靖安、鲁甸卯家
湾、会泽县城、福贡江西原定搬迁工作按
下“暂停键”。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复苏，
安置点正有序复工复产，各地全力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扫尾工程建设，分级分类
开启“搬家模式”，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历史性任务。在各方努
力下，全省100万搬迁群众生活稳定，未
发生 1例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是
全国搬迁任务前五位省份中唯一未发生
病例的省份。

拔穷根 后续帮扶“稳得住”

搬出大山不易，更重要的是要稳得
住、能发展。

我省近期出台了易地扶贫搬迁“稳
得住”工作方案，提出40条保障措施；建
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17
家省级责任部门协同作战、靶向施策，巩
固提升搬迁成效；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对
110个在为民服务、脱贫发展、平安稳定
等方面成效突出的200人以上安置点实
施5000万元年度奖补，切实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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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力以赴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本报讯（记者 王淑娟）今年一季

度，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稳定

“菜篮子”等鲜活农产品供应，抓好春
季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稳步
推进。

今年我省粮食生产谋划部署早，
提前下达粮食生产底线指标，制定粮食
生产措施，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
及时下达4.2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
金、1.36亿元救灾资金。全省夏粮作物
播种面积1535.5万亩，同比增长5.1%，
预计夏粮产量256.3万吨，比上年增加
12.7万吨，增长5.2%，为近5年来最高
增幅，同时也比1997年历史最高产量
254.7万吨增加1.6万吨，增长0.63%；夏
粮单产166.91公斤，比2019年历史最
高单产增加0.19公斤，增0.1%。

秋粮生产进展顺利，全省计划播
种秋粮4704万亩，已播994万亩，同比
增 52万亩，占计划的 21%，高于全国
播种进度 7个百分点，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农资就位形势较好，一季度，全
省种子销售量同比增长1.1%，化肥销
售量同比增长0.8%，农药销售量同比
减少 1.5%，农膜销售量同比增长
6.2%；农机服务能力提升，累计投入
农机87.2万台（套），同比增加3.5万台
（套），完成机耕面积 1325万亩，同比
增加77万亩，完成机插秧面积3万亩，
同比增加 0.04万亩，有力保障了春耕
生产的顺利进行。

2019年全省生猪生产受猪周期、

环保禁养和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滑明
显，但今年一季度生猪养殖呈现恢复
性增长态势。一季度，全省建成大型种
猪场7个，设计存栏3.29万头，实际饲
养 2.4万头；一季度末，全省生猪存栏
2490万头，能繁母猪存栏244万头，环
比分别增长6.3%和9.4%。生猪存栏已
经恢复到 2017年末的 82.2%；全省屠
宰检疫生猪 182万头，与去年同期的
150万头相比增长21.3%。其中调出省
外 55万头，是 2019年同期 5.1万头的
10.7倍。

今年，我省继续深入打造世界一
流“绿色食品牌”，蔬菜、水果、中药材、
咖啡等产业效益好。一季度，全省蔬菜
产量 694.8万吨、水果 170万吨、中药
材12万吨、咖啡8万吨，产值同比分别
增长10.4%、16.7%、8%、15.8%。茶叶、
花卉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花卉产值
同比下降 33%左右，茶叶产值同比下
降 5%左右，坚果产值与去年基本持
平。一季度，预计“绿色食品牌”8个重
点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成为疫情下
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

1月至 2月，农产品出口逆势增
长，是我省外贸的突出亮点。前两月，
全省农产品出口额 39.5亿元，同比增
长8.5%，占同期全省出口额的40.8%。
3月份，受境外新冠疫情蔓延影响，海
外市场需求下降，预计我省农产品出
口小幅下降。一季度，农业企业复工复
产不断加快，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842
户，已复工826户，复工率98.09%。

全省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稳步推进

夏粮播种面积1535.5万亩，同比增长
5.1%；秋粮计划播种4704万亩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面对境外
疫情输入风险，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充分发挥边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强大工作合
力，在503.8公里的边境线上筑牢防控
疫情输入的“安全网”和“防护墙”。

德宏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体防控要求，通过提高政治站
位、健全指挥体系、强化防控措施、加
强与缅沟通合作四项举措，守好村门、
家门、通道“三道防线”，织密防控网；
组建“国门党员巡防队”“党员先锋队”

“红袖标义务防控队”，吹响集结号、冲
锋号，让党旗在边境一线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高高飘扬。

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党委发动辖
区广大党员，开展“入网格敲门”行动，

把重点人群找出来，把防控知识传到
家。梁河县小厂乡党委挂起“村级防控
网格管理责任图”，通过设立举报箱、
举报电话，建立有奖举报制度推动群
防群控。芒市勐焕街道党工委及时掌
握境外人员行程信息、身体状况，主动
服务居家观察境外人员，当好“采购
员”“快递员”，让辖区境外人员感受到

“隔离不隔心”。
对沿边乡（镇、农场），抵边村委会

（社区）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实行
县处级领导挂包、部门包保责任制，对
边境线实行分段分区管理。依托基层
党组织、抵边警务室、民兵、护边员等
力量严防死守。截至目前，德宏州投入
人员 22885人次，设联控点 136个，牢
牢守住境外疫情输入第一道防线。

德宏筑牢边境疫情输入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为着力解
决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融资难
融资贵、转型升级困难等突出问题，进
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我省近日出台了
《云南省贯彻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指导意见的工作措施》，多举措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为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效能，在云
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基础上，
我省进一步完善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功
能，积极对接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
信用服务平台，逐步整合税务、市场监
管、社保、海关、司法、科技、民政、人
行、银保监等部门涉企信息和企业住
房公积金缴纳、煤电油运以及用气用
水等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企
业进行“精准画像”和信用评价。汇集
涉企相关政策，实现省级跨部门涉企
政策“一站式”网上发布、解读和咨询。
引导中小企业和各类服务机构在平台
上发布需求和服务产品，探索实现线
上智能匹配。优化政务服务功能，与

“一部手机办事通”互联互通，实现中
小企业政务服务“网上办”“指尖办”。

为有效推进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工作，按照国家统一安排
部署，我省坚持“一手抓剩余账款清
欠，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健全完善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

台账，继续实行数据旬报通报、定期会
商、限制公务出国（境）、多渠道筹措资
金、重点审计督查和失信惩戒等措施，
实施挂牌督办与挂钩督办制度，将清
欠工作纳入各地综合考评和营商环境
评价体系。建立防范拖欠长效机制，督
促拖欠方按约履行偿付义务，防止违
约拖欠款项。

为强化金融赋能中小企业发展，
我省将探索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协
调机制，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完善
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探索设立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引
导投向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金
融机构与制造业、物流业核心企业加
强合作。

通过鼓励大企业联合科研机构建
设协同开放式产业创新平台，我省将
积极推动大中小企业针对产业、区域
的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开展联合攻关，
加快共性技术研发和应用。推进大中
小企业制造资源、数据等集成共享，促
进中小企业“三化”改造、“两化”融合，
着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助
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建供应链核
心企业和配套企业对接交流平台，促
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下转第二版

我省多举措帮扶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段晓瑞）近年来，我
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全国生态文明
建设排头兵、中国最美丽省份建设，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攻
坚战全面推进，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最美丽省份建设成效凸显。

我省出台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指
导意见，提出5大行动任务措施，持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促进条例（草案）、国家公园体

制、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等 15项生态文明制度；出台 8个标志性
战役作战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定期调
度实施情况，加强督查督办，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2019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
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部达到二级标
准，优良天数比率达98.1%；地级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消除率达100%；全省
新建及改造污水管网 554公里，城镇污

水处理率达 92.7%；全省国控省控河流
断面及湖库点位，水质达到 III类标准以
上、水质优良的断面占 81.3%，劣于V类
标准、水质重度污染的断面占4.6%。

大力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产占比超过50%；
八大重点产业和世界一流“三张牌”发展
势头良好，绿色能源成为第一大支柱产
业，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43%，居全国首位；

下转第二版

云南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去年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8.1%，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2%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通讯员 马
碧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启动“五个
一”活动，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滇中引水
工程投资建设力度，最大限度减少新冠
肺炎疫情对工程建设的影响，抢抓工程
建设黄金期和关键期。此次举办“五个

一”活动，旨在持续掀起致敬劳动、抢抓
建设的热潮，传承弘扬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汇聚各参建单位职工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的正能量，全力以赴
夺取防疫、发展“双胜利”。

“五个一”活动包括，“五一”劳动节
期间，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机关
负责人及公司中层以上干部深入工程建

设一线施工工作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
劳动；组织各参建单位开展一次文化体
育活动，强化团结协作和努力拼搏精神；
组织召开“百日攻坚”立功竞赛大干快干
推进会；开展质量安全检查调研和作风
意志锤炼；管理干部向劳务工人至少学
会一项施工技能，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
质和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的能力水平。

本报讯（记者 方学良 刘子语）“五
一”假期，云南各景区精心组织，推出各
项活动，为游客营造舒心、安全环境。

5月 1日，“海埂龙出没——恐龙星
球探险乐园”在海埂公园开园，吸引大批
市民、游客欢乐尝鲜。

此次展出的恐龙星球探险乐园占
地 4700平方米，分为 6大主题场景，分
别为迷你世界、穿越时空、侏罗纪王国、
暴君猎场、成长乐园、失落之地，涵盖三
叠纪、侏罗纪、白垩纪 3个时期和恐龙
骨架及科普区文化。共有 100余只等比
例仿真恐龙出展，其中最亮眼的当数高
达18米的“究极腕龙”和15米的“暴君霸
王龙”。展出的仿真活体恐龙，从外观、造
型、动作等方面进行复原制作，使本次展
出的恐龙都非常逼真，形体栩栩如生,动
作惟妙惟肖。现场还有图文并茂的科普
展板，详细介绍恐龙种类、起源、灭绝过
程等相关知识，更有别开生面的“化石挖
掘现场”，深受小“考古迷”和“恐龙迷”的
喜爱。

据介绍，此次“恐龙星球展”将持续
至6月。为确保展出安全有序，园区制定
了相关防控措施，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恐
龙探险乐园将实行限流参观，进入的游
客要提供健康码并佩戴口罩。

昆明世博园启动了“7D花海玻璃
天空之镜”“丛林彩虹滑道”等新项目。
当日上午，已经有不少游客前来昆明世
博园，游客数量与最近几周相比有明显
增长。昆明轿子山景区开启“情系轿子
山·醉美花鸟节”系列活动，包括彝族歌
舞表演、赏花拍鸟摄影比赛、短视频大
赛等，注重增加游客与景区自然环境的
互动，引来不少游客。云南桨上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普者黑景区推出水
上桨板项目，假期首日吸引 200多位游
客参与。

5月 1日，云南民族村推出白族“绕
三灵”非遗展示活动，在“绕三灵”巡游、
祭祀祈福仪式中，白族同胞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平安吉祥。活动将持续到
5月5日。

最近，腾冲北海湿地的鸢尾花开
了，游人渐渐多起来。“五一”假期北海
湿地景区为游客准备了风筝比赛、草排
竞速赛、家庭现场写生大赛、全民摄影
网络评比大赛等生态体验活动，受到游
客欢迎。

据了解，在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同
时，各地景区景点坚持做好疫情防控，
推行预约游览，控制流量，加强消毒、体
温检测等措施，并引导游客安全、文明
旅游。

滇中引水工程启动“五个一”推进工程建设

5月1日，昆明盘龙江开启夜航观景模式，游人可乘坐“云津号”游船体验“盘龙江夜景游”魅力。 本报记者 杨峥 摄

今年昆明世博园开辟了游园新项目，优惠票价，吸引了不
少游客。 本报记者 李秋明 张彤 摄

“五一”假期第一天，顾客在云南民族村有序购票入园。
本报记者 张彤 李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