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政策“阿克几”

“开始养猪那会儿缺资金，合作
社成立后，我们贷款 5 万元，2016 年
时盖起了猪圈，一年可以出栏 100多
头。那个时候价格低，但十几万元收
入还是有的。”说起云龙县长新乡大
岩场养殖专业合作社对生猪养殖的
帮助，松炼村仁茂登小组的杨新萍满
怀感激。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云龙县长新
乡大岩场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养殖
户与合作社绑定发展”“合作社与龙头
企业、市场绑定发展”的“双绑”发展机
制，采取“自繁自养”和“委托代养”等
模式，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
防疫、统一饲料、统一销售“五个统
一”，扩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覆
盖面，构建起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产业
发展的良好格局，提升产业带动实效，
带动广大养殖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在

“双绑”发展机制的带动下，合作社销
售收入突破 8000万元，建档立卡贫困
户社员 118户占比 31%、平均每户盈利
1.96万元，辐射带动长新乡 12个村和
周边白石、检槽、宝丰 3个乡镇 1657户
农户参与产业发展。

“双绑”发展机制是云龙县产业就

业“两业”扶贫工作中的一个缩影。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云龙县着力抓好产
业就业“两业”扶贫工作，采取多种方
式提升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有力
提升脱贫攻坚实效。

2015年以来，该县累计投入产业
扶贫财政资金 36716万元；2017年至
2019年投入沪滇协作产业扶贫资金
2874万元，各挂包单位投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
持 资 金 4381.63 万
元；2015年至 2019
年累计发放扶贫
小额贴息贷款
11493 户 57021
万元；累计培
育 农 业 龙 头
企业 12家，家
庭农场、能人
大户、农业庄
园等其他新型
经 营 主 体 358
个，采取“党支部+
公 司（合 作 社、协
会）+基地+农户”等模
式，全县 133个新型经营主

体与有产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签订带动帮扶协议，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实现全覆盖，产业扶贫“两个全覆
盖”和“双绑”工作扎实推进，形成了

“一主·六副·五谷开花”的扶贫产业发
展格局，有序推进“一县一业”“一村一
品”产业发展，实现有劳动能力和有产
业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

扶持到户“全覆盖”。
与此同时，云龙县积

极开展就业培训，累
计完成农村劳动
力培训 59082 人
次；组建县人力
资源市场，与
县外企业签订
劳动就业协
议，采取现场
招聘会、入户
送岗等方式加
快转移就业，挂
牌成立 16 个扶

贫车间，吸纳用工
2036人，帮助 289人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地就业。

“有志开新山，无志山压头。”当采
访车辆行至澜沧江畔的云龙县功果桥
镇新山村大桥时，桥上的这副对联映
入眼帘。

“有志开新山”，意思是开发和发
展新山村，在脱贫攻坚和小康路上不
掉队。云龙县功果桥镇在写下这样的
誓言的同时，抓住精准扶贫的契机，带
领新山村人民群众开辟出了一片新的
发展天地。

“欢迎你们到家里来做客。”记
者一行深入功果桥镇新山村小田
弯村民小组，村民字文兵大伯热情
邀请。青瓦白墙的四合院内干净
整洁，“我为你们摘两个新鲜水
果。”说话间，字文兵大伯拿起剪
刀，走到院子内“沃柑”树下，剪下

两个熟透的果子递过来。
在家里就可吃到自己栽种的水

果，在小田弯村民小组，开始的时间并
不长，6年前的小田弯村民，要吃水果
还得到集市上去购买。

“这里是我们村规划的中海拔产
业带，主要以冬桃种植为主，你们看，
长势很好，树枝上挂满了果。”站在进
村路口，功果桥镇新山村总支书记字
建华指着环抱着全村的 200亩冬桃示
范基地，“现在，冬桃形成了小田湾的

‘一村一特’，全村 47户户均冬桃收入
上万元。”

“我家种了 5亩冬桃，今年全部挂
果了，去年卖了 2.5万多元。”字文兵大
伯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如今已经成
为了水果种植大户，除冬桃外，还种了
2亩脐橙。

与小田弯一样，2014年开始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功果桥镇山西村
麻庄坪村民小组，经过 6年的发展，枇
杷产业已经形成了新气候。

“我家种了 10亩枇杷，有 3亩多挂
果了，今年的刚卖完。”村民杨学林
2014年试着栽种了 3亩枇杷，今年卖
了 1.2万元。尝到栽种枇杷的甜头后，
他将自家的全部土地都栽种上枇杷，
发展到 10亩。

“全村 63户，发展了 284亩枇杷。”
功果桥镇山西村总支书记赵俊祥说，
枇杷已成为全村“一村一品”产业。

“顺势而为，积极引导全镇人民群
众发展种植热带水果，这样既能绿化
澜沧江畔，又能让老百姓有持续稳定
的收入。”功果桥镇党委书记杨祥宣介
绍，当前，全镇已经发展冬桃 1200亩、
枇杷2300亩。

“‘阿克几’‘阿克几’，党的政策
‘阿克几’。”深入云龙县苗尾乡阿兴
地村民小组，84岁高龄的傈僳族奶奶
乔中美竖着大拇指连续说了三声“阿
克几”。

“阿克几”是傈僳语，汉语为“非
常好”的意思。乔中美奶奶发自内心
地连声说出“阿克几”，有她的道理。

苗尾乡水井村阿兴地村民小组聚
居着 20户傈僳族群众。1974年 1月 15
日，傈僳乔家9户人从怒江搬迁至此。

“想起过去的苦日子，眼泪都要
掉下来。”乔中美老人唏嘘不已地介
绍。老一辈傈僳乔家的房子以竹篱为
墙、茅草为顶、千脚落地、人畜混居，
没有厨房、卧室和客厅之分。村民每
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近 70度陡坡的
石头缝中辛勤劳作，还时常饿肚皮。

“挨饿是常有的事，能吃上包谷稀饭
就已经非常满足。”

命运的改变始于 2013年，精准扶
贫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绝不
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铮铮誓言犹
如春雷。

“我这辈子房子盖了 3次，一次比
一次好，脱贫攻坚安居房项目给我补
助了 22000元，现在的砖混房既安全
又舒适，让我永远地告别了土坯房、
垛木房。”乔中美用自己的经历见证
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走进乔中美的新家，客厅正中间
悬挂着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明
白卡，清楚地记录着一家人的经济状

况，脱贫攻坚带来的实惠看得见、摸
得着。

驻村工作队给乔中美算了一笔
帮扶账：2015年整村推进魔芋种植 1
亩补助 1000元、整村推进电磁炉补助
400元；2017年“直过民族”项目能繁
母猪 4头补助 3200元、整村推进花椒
种植 10 亩折合 1500 元；2018 年扶贫
产业到户项目发放魔芋种 300斤折合
补助 2000元，2019年享受农危改政策
补助 22000元。

“为了摆脱贫困，祖先把我们带
到这里，但没有解决我们的吃和住，
真正帮助我们修路、建房、建公厕、发
展产业、教育孩子，实现脱贫致富的
是伟大的共产党。”乔中美激动地说
道，“赶上了好时代，我一定要好好
活，我还要多享受几年呢，党的政策

‘阿克几’。”
“党的政策‘阿克几’，社会主义

‘阿克几’。”如今的阿兴地，新房建起
来了、道路硬化了，20户傈僳群众沐
浴着党的阳光，过上了幸福生活。

澜沧江畔果满枝

产业就业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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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云龙县宝丰乡东山
村的进村公路上看到一个用红油漆画
在路上的十字路标，一个坐标线上两
个方向相反的箭头一个指向“石夹
村”，一个指向“下村”。在指向“石夹
村”的一边，10余个村民正顶着大太阳
清扫路面。这个路标并不是一个“指
路”标，而是一个“卫生区域”标。

划定“卫生区域”标，这事得从 20
年前说起。

东山村地处沘江东面的深山峡
谷，是云龙县的深度贫困村之一。2000
年，东山村挖通了进村公路，全长 35.4
公里。到2006年，从主干道延伸到各个
村民小组的村组公路全部挖通，东山
村乡村、村组公路总里程达84公里，实
现了村村寨寨通公路的目标。

“要致富先修路，只有道路通畅
了，才能迎来发展机遇。”群众在实实
在在地享受到“通路”带来的实惠的
同时，也深切感受到“路通”的重要
性。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绍

雄介绍：“东山公路有的路段穿过悬
崖，有滚落的石头，有的路段途经树
林，有树枝落叶，有的路段赶牲畜，牛
羊粪便满地，不组织清扫，公路不成
样子，尤其是路上的石头多了会造成
安全隐患。”为了保障“路通”，2006
年开始，东山村党总支和村委会提出
了利用“公益劳动日”组织群众清扫
来维护好公路的办法。村上按照公路
清扫维护的难易程度，将 35.4公里公
路分成 17段，段与段之间标注明确
的界线，由 20个村民小组认领清扫，
各个村民小组以“一月一户一人一
次”的方式组织清扫公路，时间确定
在每月 20日到 25日，由群众任意选
择一天；每年 8月至 10月是洪水、泥
石流、滚石频发的季节，安全隐患较
大，为避免对人员造成伤害，这个时
段不组织统一清扫，而是采取专人管
理方式清扫。

2016年，迎着精准扶贫的春风，
进村道路得到全面硬化，路面坑坑

洼洼，路段泥泞难行的，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脚泥的状况得到彻底改
变，群众外出更加方便，农特产品
收购商主动上门了，重楼、核桃、花
椒、梅子、麦地湾梨、生猪、黑山羊
等优势特色产业样样能卖出好价
钱，东山村的党员、干部、群众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路通”的重要性，在
10 多年的坚持中也早形成了行动
自觉。

“以前清扫土路很辛苦，要把侧沟
的泥土树叶疏通，凹下去的地方用石
头填平，凸起来的地方削平。”石夹村
村民小组长李树标说，“现在全是水泥
路，清扫起来更方便，群众们也早已形
成自觉习惯，全村17户一家也不偷懒，
一人都不讲条件。外出务工的就自己
出钱请人代扫，国家出钱给咱修了路，
自己的公路就要自己护，自己的事就
要自己干。”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赵雪梅杨建萍

乡村故事

自己的道路自己扫

马 缨
红、映山红、
月 季 红 ……
走进位于云龙
县团结彝族乡的
云龙县三红种
植专业合作社

“云南珍稀高山杜
鹃”繁育基地，不同苗龄 的 杜
鹃苗和月季苗铺满整个基地，苗棚内
40多个工人正利索地将苗盘里的杜
鹃苗移栽到苗盆里，一片繁忙的景象。

2015年，合作社理事长李钢和两
个朋友想成立合作社种植辣椒，因为
辣椒是红的，又是3人合作，所以取名

“云龙县三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起初
两年，合作社种植辣椒和大蒜，但都没
有成功。经过不断对资源、气候、海拔、
市场等因素进行调查、总结和预测后，
他们从2017年开始实施了以“云南珍
稀高山杜鹃”和“树桩月季”为主的苗
木繁育基地，从野生杜鹃树上采回种
子后在基地育苗，通过 3年努力，目
前基地育苗达 300多万株，成为全省
最大的杜鹃育苗基地。李钢开玩笑
说，“真正的是马缨红、映山红、月季
红‘三红’。”

三红种植专业合作社“云南珍稀
高山杜鹃”繁育基地占地面积126亩，
育有30多种杜鹃苗和月季苗，共育苗
300多万株，苗木主要销往湖南、四
川、浙江、安徽等地，目前苗木供不应
求，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正在基地移栽杜鹃苗的团结村龙
头组群众杨泽兰介绍：“我们家流转4亩
多土地给基地，每亩收入800元，每年
能有3000多元收入，我每年可以在基
地务工 9个月左右，收入 1万多元，务
工之余可以照顾老人，做好家里的农
活，这对于我们这些五六十岁不能外
出务工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活路。”

记者了解到，基地建成至今，每年
用工达 1万个以上，每年支付务工费
用达 100多万元，带动了周边群众特
别是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博达通讯员赵雪梅杨建萍

“1＋N”助力
产业发展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了云龙
县关坪乡自新村浪泥场村民小组，一
路上核桃满山，郁郁葱葱，所到农户的
房前屋后，重楼、花椒长势旺盛。

村民吴社芬家坐落在一片核桃林
里，房前屋后多了些蜂箱。见到吴社芬
时，他正放羊回家，背上背着满满一背
箩蕨菜。他说，在2013年，核桃种植是
家里唯一产业也是主要收入来源，可
核桃价格不好，收入时高时低，一直富
不起来。

关坪乡是一个集“高寒、冷凉、贫
困、边远”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聚居乡，
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呈现点多面广战线长、致贫原因复杂、
脱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如何
破解产业发展单一难题，扩宽老百姓
增收渠道，让老百姓早日实现致富增
收，是乡里着重考虑的一项工作。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关坪乡
立足实际，依托生态、气候、区位等优
势，紧抓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政策扶持
和各挂包帮单位帮扶机遇，确立‘1＋
N’产业发展模式。”关坪乡党委书记
杨振武介绍，“1”就是依托瑞通牧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发展高原诺邓黑猪，

“N”就是通过资金帮扶、技术支撑、科
技培训、销售引导等方式，鼓励贫困户
根据自身实际，积极发展核桃、重楼、
黑山羊等种植、养殖业等。

在“1＋N”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帮
扶下，吴社芬家先后享受了产业帮扶
5000元，无息借款3万元。有了启动资
金，吴社芬动力十足，说起如今家庭的
发展变化，他喜不自禁，“在党支部的
引领下，现在黑山羊养了 60只，蜂箱
38个，还种了3亩多重楼，现在收入来
源多起来了，一年收入 10多万元，愁
吃愁穿已经成为了永久的历史。”

记者了解到，在“1＋N”产业发展
模式带动下，关坪乡基本实现“户户有
产业、家家有庭院”的产业立体发展增
收格局。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周瑜洁毛廷沛

当记者来到云龙县关坪乡自新村
云龙县丰农公司百草园中药材种苗繁
育基地时，基地管理员字文清正带领着
十多人在紫丹参示范地里除草。

“百草园规划面积100亩，培育100
个左右道地中药材品种，为云龙县推广
种植中药材遴选适宜种植的优良品种，
承担龙党参、滇重楼、红梅红花椒、欧李
等中药材品种的试验种植县级科技项
目。基地建设投入 335万元，育苗和种
植了红梅红花椒、重楼、附子、黄草乌、
云当归、黄精、黑枸杞、白芨、龙党参等
近百个品种。”云龙县关坪乡党委书记
杨振武介绍，百草园基地集科研、教学、
培训、试验、示范、种苗繁育、体验观光
为一体，为云龙中药材产业发展搭建社
会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中药材
种苗和种植技术服务，为产业扶贫、山
区群众致富增收助力。

“2016年到现在，我天天在这里，
看到百草园里各种中药育苗长起来，我
感到很开心。”字文清老人自建基地时

就积极参与，基地建好后，一直管理至
今，他对百草园有着独特的情感。他说：

“这个基地给我们云龙老百姓带来了务
工、土地流转、农资销售、带动种植四笔
收入。”

记者了解到，百草园基地自 2016
年建成以来，每年吸纳基地周边群众到
基地做工的有200多户，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53户 86人，年支付农民工工资
250多万元，支付土地流转费8万元，支
付农家肥等资金15万元。经过4年的不
断推广，当前基地覆盖带动全县 11个
乡镇 38个村种植龙党参等中药材，带
动农户 1260户，有效地助力产业扶贫
和脱贫攻坚。

“现在已经形成‘百草园’模式了，
我们还想继续扩大规模和招商引资到
关坪乡来按照这个模式大力发展。”杨
振武介绍，让“百草园”发展模式在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老百姓致
富增收有保障。 本报记者 博达

通讯员 毛廷沛 周瑜洁

云龙：奋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博达通讯员赵雪梅尹涵/文 通讯员杨学禹/摄

“夏季攻势”“冬季攻势”“百日攻
坚”“百日冲刺”“百日总攻”，云龙，这个
集山区、民族、贫困、偏远于一体的贫困
县，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一仗接
一仗，一年胜过一年。

经过 6 年鏖战，全县累计脱贫
11837户 46050人。截至 2019年底，贫
困人口减少到696户2292人，贫困发生
率从 23.9%降至 1.35%，终于迎来决胜
时刻。

云龙县于 1984年被列为省级贫困
县，1994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
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2012年被列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
县，2014年被列为云南省贫困县和连
片特困地区县。长期以来，受地理、历
史、自然、经济等条件制约，云龙县是
大理白族自治州贫困面最大、贫困程
度最深的县份，是大理州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

致富故事

一份土地四份收入

亮点展示

“三红”基地育苗忙

面对县情，云龙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

扶贫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切实肩负起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使命和担当。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

扬“钉钉子”精神、下足“绣花”功夫，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

任重而畏缩，奋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书写了一曲曲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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