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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雪域高原坝区，青稞熟了、谷
子黄了、葡萄紫了，累累硕果结出一年好
收成。行走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村村寨寨，
欢乐的歌声同收割机轰鸣声交织，回荡
在山谷间，传递着丰收的喜悦，一张张灿
烂的笑脸，成为见证雪域高原与全省一
道奔向全面小康的最美风景。

决战脱贫攻坚、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以
来，迪庆州紧扣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围绕重点任务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具体举措，把改善
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找准定位，乘势而上，奋
力开启新时代新迪庆发展新征程，不断
开创涉藏工作新局面。

抢抓新机遇 谋求新发展

站在家门口，德钦县升平镇阿东村
村民区扎望着山坡上成片的葡萄，眼神
中透出一股向往和坚定。“以前，我家生
活困难，现在地里有葡萄，又在村里的公
益性岗位上班，全家年收入有 6万元。”
摆脱了贫困，但区扎并不满足，他说，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脱贫致富，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迪庆

州抓住我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和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机遇，
深入推进“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
品”，重点发展葡萄、中药材、特色畜禽、
食用菌、青稞、蔬菜、木本油料七大优势
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产业利益联结
机制，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
迪庆高原特色农业呈现持续稳步发展
态势。

一个个特色产业在迪庆高原上茁壮
成长，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致富路。
2019年，迪庆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9446元，比 2015年的 6487元
增加了 2959元，增幅 46%。贫困人口从
2015 年末的 19553 户 74139 人减少至
508户 1579人，贫困发生率由 24.95%下
降到 0.53%，迪庆实现整州脱贫。今年，
迪庆州将历史性消灭绝对贫困、收官“十

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谋划“十
四五”，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站在新
的起点，迪庆如何闯出一条高质量跨越
发展的新路子？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目
标任务、方针政策、战略举措，回答了新
时代西藏和涉藏地区工作一系列重大
问题，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和涉
藏地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和涉藏
地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对西藏和涉
藏地区抓住发展机遇、描绘新时代发展
新画卷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涉藏工作指明了前行方向，为推进新时
代新迪庆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迪庆
州委书记王以志表示，要全力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通
过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准确把握主要任务，准确把握新

时代涉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
重点任务，为建设新时代新迪庆奠定坚
实基础。

迪庆州委、州政府准确把握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的科学内涵，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生态优先，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作为新时代新迪庆的基础工
程，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积极探索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的路径，提高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文
化优势、后发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能
力，转化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实际成效，
努力争当云南建设全国生态文明排头兵
的模范。

落实政策性保障补助资金，实施林
业产业项目，迪庆州推动贫困村组扶贫
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
持续发展相促进，生态普惠性政策在全
州实现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6.58%，41万余人享受生态红利。今年
底，迪庆州生态扶贫投入资金将突破13
亿元，生态护林员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65128人，年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实
现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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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国家统计局
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407
元，同比增长5.1%，较一季度上升6.7个
百分点，较上半年上升 0.6个百分点。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11764 元，同比增长
6.6%，较一季度上升 11.7个百分点，较
上半年上升1.5个百分点。

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前三季度，我省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560元，同比增长
8.5%,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83.5%，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 4.3个百分
点，成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第一动
力。人均经营净收入 3279元，同比增长
3.4%。人均转移净收入 3066元，同比增
长 3.2%。人均财产净收入 1502元，同比
下降4.4%。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

情况看，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7663元，同比增长
3.2%，环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回升 6.6
和 0.3个百分点。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8342元，同比增长 7.3%，环
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加快 5.7和 1.4个
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情况看，前三季度，在八
大项消费支出中，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399元，同比增长18.4%，占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的比重为72.5%；人均交通通信支
出1873元，同比增长11%；人均生活用品
及服务支出696元，同比增长10.8%。

从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构成情况
看，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17686元，同比增长 3.3%。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520元，同比
增长11.1%。

10月23日上午，“大国点名 我来报到”昆明市西山区人口普查宣传进社区活动在永昌小区举行，通过多种形式让市民
深入了解人口普查相关知识，更好地支持和配合11月1日零时到来的人口普查入户正式登记工作。图为人口普查工作人员进
社区居民家中做摸底调查。 本报记者 李秋明 摄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
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铭记
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奋力开创新时
代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0月23日，家住施甸县姚关镇大乌
邑村黑石头村民小组 91岁高龄的蒋之
清老人，手中紧紧握着刚刚收到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章，认真地观看大会电视直播，不时

跟着参会人员一同鼓掌。
“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中

国人民志愿军没有惧怕美帝国主义的
飞机大炮，把他们赶回老家。”作为抗美
援朝的亲历者，蒋之清老人动情地说，

“今天的好日子都是革命前辈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
的和平环境，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传
承下去。”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我们备受鼓舞、士气大振。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我们不怕流血
牺牲、不懈努力奋斗。”蒙自军分区干部
韦刚说，“我们身处强国兴军的时代大
潮，作为国防动员系统的一员，要履行好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任务，不断传承
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深入挖掘抗美援
朝精神的丰富内涵，让抗美援朝精神在
新时代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中焕
发新光彩。”

“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谱写
了一曲保家卫国的英雄赞歌，抗美援朝
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与全局干部职工第一时间收
看大会直播后，楚雄彝族自治州退役军
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金德能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学习好领
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决策部署和省、州党委工作要求，强化
职责担当，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退役军
人，着力提升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切实当好退役军人感情上的贴心人、呼
声上的代言人、权益上的维护人，不断
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
誉感，共同凝聚起强国强军梦的磅礴
力量。

在收听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后，思茅区委组织部党员干部马云
双激动地说，回望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
争，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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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洪峰）近年来，我省加大贯彻国家加强
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的有关战略部署的力度，把养老服务
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考核指标、云南大健康产业建设、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和基本公共服务托底清单，采取十大举措
做好养老服务工作，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省
养老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底，我省 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
692万，占总人口的 14.24%，其中约有 3.6%的老年人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32%的老年人需要适度照护。养老问题日益成为
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为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我省结合省情，采取加强政策创
制，优化养老服务发展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注重扶持引导，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活力；推
动先行先试，探索多种“医养结合”模式；筑牢安全底线，开展
养老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清零整改；加强综合监管，不断健全养
老机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规范服务标准，全面开展养老机构
等级评定工作；建立巡访制度，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
作；切实摸清底数，为失能老人集中照护工作打好基础；发挥
兜底作用，不断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水平等十大举措做好养老
服务工作。

省政府连续9年将养老服务建设项目列入10件惠民实事
内容。2018年以来，中央、省级累计投入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资
金16.5亿元，在统筹社区居家和机构养老互补发展、城乡养老
服务均衡发展、民办公办养老同步发展基础上，全面改造提升
养老院服务质量。

与此同时，2018年至 2020年，省民政厅每年从省本级福
彩公益金中安排5000万元，专项用于社会力量新建和改扩建
养老机构床位一次性建设补助。2018年以来，全省有 45家社
会兴办养老机构获补助，并带动社会资本约8.11亿元。在深化
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方面，截至2020年8月，全省共有“公建民
营”养老机构 90家，预计在年内开办“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
15家。被列为国家 PPP示范项目 4个，其中省老年公寓采用
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2600多万元，已正式运营。

在以上基础上，建立养老服务业风险分担机制，增强全省
养老机构的服务保障功能，不断提高风险应对和善后处置能
力，促进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从2018年起，省级每年从
省本级福彩公益金中安排500万元，对养老机构责任保险160
元/床/年、雇主责任险160元/人/年给予补助，省级对公办养老
机构给予全额补助，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给予80%补
助，既大大降低机构运营风险，又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受到社会广范关注和一致好评。

为加强失能老人集中照护工作，我省下发《云南省民政厅
关于开展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摸底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前期民
政部开展特困人员中失能半失能老人摸底工作基础上，将范
围拓展至全省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从身份特征、经济状况、居
住状况、能力状况、服务意愿等五个方面做好摸底调研。目前
各地基本完成摸底和系统录入工作，截至2020年8月，系统归
集全省失能老人信息41.02万条。此外，特困人员中失能半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比
例提升明显，较去年同期上升5个百分点。

我省注重发挥兜底作用，不断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水平。2020年6月起，全省
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832 元，较 2019 年提高
13.66%。特困人员对象范围、供养内容、供养形式、供养标准、供养服务机构运转
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规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大幅提高。

目前，我省已全面启动护理型养老机构三年提升改造行动。2020年，省级已
安排792万元资金，支持怒江、迪庆的各县（市）提升改造一所护理型养老机构，
2021年至2022年，省级将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完成全省每个县（市、区）提升改造
一所护理型养老机构任务，持续提高我省护理型养老床位的比例。

漫步在干净整洁的火山石路，穿
行于富有佤族特色的古村落，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金秋十月，腾冲市清
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游人如
织，一幅兴旺的特色乡村游景象。从昔
日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到如今的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AAA级景区，
三家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
今年 1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
莫拉佤族村看望乡亲们时指出，脱贫
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
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6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看寨不是寨，茅草垒成堆；夏恐
屋漏雨，冬怕寒风吹”这类旧场景是那
时司莫拉佤族村的真实写照。

如今，三家村通过扶贫安居、危
房改造等项目，不少人家住上了宽敞
明亮的“大五架”瓦房，人住得舒坦，
家中的粮食、物品也有了适宜保存的
地方。

地处半山腰的司莫拉佤族村，以
前村里村外都是土路，群众平时出门
办事，要走好几里才能坐上公交车。
遇到阴雨天，往往“一脚陷好深”，想
出村难上加难。如今，通乡路、村组

路、串户路基本硬化，路灯也安起了，
村口每天有 5趟公交车直达乡里、市
里。道路畅通后，村民外出打工、购销
物资便利多了，村里也开始客来客
往，人气旺了许多。

三家村于 2017年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1%
下降到 2019年的 0.45%，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1440元，其中司莫拉
佤族村 16户 7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448元。司莫拉成为名副其实的“幸
福的地方”。

近年来，中寨司莫拉佤族村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保护好独有的古榕树群、千亩梯
田、龙塘风光的基础上，确定了寨花
（木瓜花）、寨树（榕树）、寨果（胭脂
果），种植了木瓜、仙人掌、桑树、竹子、
芭蕉、胭脂果等具有佤族风情的植物，
修建了寨门、休息亭、观景台、景观栈
道、旅游公厕、道路、图腾桩等公共设
施，积极发展有机蔬菜、油菜、水果、万
寿菊等休闲观光农业，打造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 下转第二版

迪庆州找准定位乘势而上——

奋力开启新时代发展新征程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接续奋斗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前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增长提速

人口普查宣传进社区人口普查宣传进社区

我省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激发磅礴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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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

幸福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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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历史性的跨越 决定性的成就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纪实

省委、省政府致全省各族
老年朋友，各老龄组织、全体
老龄工作者

慰问信
见第二版

县域观察

走进漾濞
见第五版

全省实现 750 余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全覆盖

织牢医保扶贫
“兜底网”

见第八版

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