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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开远市凤凰山顶眺望，整座城
市已被绿色包围，天蓝、水碧、空气清
新。曾经想忍痛搬走的王芳早已不愿离
开：“从来没想过，这座城市会变得这样
宜居和有品质。”

在可邑小镇吹奏着悠扬旋律，为八
方来客们讲述着当地群众生活蒸蒸日
上的动人故事，毕桂云老人的脸上溢满
幸福的笑容。

随着红河州“美丽县城”和“特色小
镇”建设的稳步推进，城乡发展质量不
断提升，全州人民群众有了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全州共建成 15个城市森林

（湿地）公园，13个县城（城市）全部成
功创建为“国家卫生县城（城市）”“天
然氧吧”，红河州成为全国第二个“天
然氧吧”城市，建水县上榜“2019中国
旅游百强县市”，弥勒市荣获“2019中
国有影响力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屏边
县创建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县、
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
誉称号。屏边、建水、石屏、弥勒、开远
先后被命名为“云南省美丽县城”。全

州共创建“特色小镇”14个，元阳哈尼
梯田小镇、弥勒太平湖森林小镇等 8个

“特色小镇”获得省政府命名授牌“云
南省特色小镇”，入驻企业 513户，带动
就业11500余人。

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鲜
明主题。“十四五”时期，红河州将继续以
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为目
标，以实现人民群众更高水平幸福生活
为前进方向，深入扎实推进“美丽县城”
建设和“特色小镇”建设，为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高考中，地处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的阿
者科村，因入选考题而受到广泛关注。考
题中提到：“为了保护哈尼传统文化，改
变村子贫困落后状况，2018年某科研团
队提出在阿者科村实行内源式村集体企
业主导的开发模式。”3年过去，该模式成
效如何？又给曾经落后偏僻、空心化严重
的哈尼村落带来了哪些改变？

阿者科村位于元阳县红河哈尼梯
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核心保护区内，是
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及红河哈尼梯
田申遗的五个重点村寨之一。长期以
来，“美丽的贫困”是这里的最大发展现
实。如考题中所述，2018年1月，元阳县
委、县政府邀请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到元
阳梯田区进行调研规划，实地走访多家
农户后该团队发现，传统的生计方式难
以让当地农户走上致富道路，如果不尽
快改善该村经济状况，宝贵的梯田有很
大的可能被弃耕。

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实现可持续
发展，从 2018年起，内源式村集体企业
主导的“阿者科计划”开始施行。

该计划由中山大学团队派出技术
人员，协同元阳县政府指派的青年干部
共同领导村民成立阿者科旅游公司，发
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所得收入三

成归村集体旅游公司，用于公司日常运
营，七成归村民。

在计划施行中，当地严守4条底线：
即传统民居不租不售不破坏；不引进任
何外来社会资本；不放任本村农户无序
经营，力保村落原真性；旅游开发以传
统村落保护为首要前提，不破坏传统。
最终引导全村集体积极参与遗产保护、
旅游开发和脱贫攻坚，提高村民自我管

理的能力与意识，实现村民自主发展。
“施行3年来，‘阿者科计划’让元阳

梯田有了改变，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祖先留下的树林、村庄、梯田、水系
得以保护，守着绿水青山的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共青团元阳
县委副书记、新街镇党委副书记、阿者
科村旅游村长徐雨晨说，“阿者科计划”
直接带动全村 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精

准脱贫，目前营业收入达到109.4万元，
已进行 4次共计 47.1万元分红，村民户
均分红达到7450元。

本报记者黄翘楚文/图

记者观察

青山绿水间续写美丽特色
——红河州“美丽县城”和“特色小镇”建设综述

本报通讯员李易记者黄翘楚

近年来，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

领，以“产、城、人”为核心，打造

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

高质量推进“美丽县城”建设和

“特色小镇”创建，一座座县城、

一个个乡镇承载着当地群众的

美好愿景，实现了华丽蝶变。

秀外慧中 城市颜值与内涵兼备

曾经的开远市，饱尝工业污染的苦
果。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时常弥漫着
刺鼻的味道……回忆起过去，市民王芳
说：“当时，只想搬离这座城市。”

近年来，开远市持续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力度，着力培育绿色经济，在以“产
业+生态”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有益探
索中，重新焕发生机，绿色、生态、宜居
成了开远新标签。看着家乡的美丽变
化，王芳只觉更加幸福。

开远的改变，只是红河州扎实推进
“美丽县城”建设的缩影。

围绕干净、宜居、特色、智慧四大要
素，近年来红河州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引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在
让城市美丽起来的同时，坚持错位竞
争、差异发展，着力打造别具一格的特
色之城、美丽之城，努力实现城市“各美
其美”。

在屏边苗族自治县，循着“突出苗
文化、做足水文章、发挥绿优势、挖掘山
潜力”的思路，以“美丽苗乡·森林屏边”
为城市建设主题，一个“公园城市”的雏
形美得耀眼……

在建水县，这座被誉为滇南邹鲁、
文献名邦的古城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
代的关系，持续实施传统风貌保护，不
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与此同时，红河州还注重赋予城
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品位，努力提
升城市发展软实力。2020 年 12 月 29
日，红河弥勒秋雨书院开馆。著名作
家、学者余秋雨表示，书院展现了中
华文化的博大与悠长，“相信这里将
吸引大量读者前来参观，并极大提升
当地的文化氛围。”

各具特色 乡镇富裕与美丽并包

2020年 9月 23日，来红河参加“美
丽蝶变——全国党媒社长总编看红河”
的社长、总编和编辑、记者来到了弥勒
市可邑小镇。热情好客的阿细人民弹起

“大三弦”，跳起“左脚舞”，喜迎远方客
人。行走在极具民族风情的小镇，独特
的阿细文化让来宾们沉醉其间。

“山间林海好风光，可邑美名扬
四方；感谢党的好政策，彝家欢歌响
又亮……”身着阿细服饰，唇含一片树
叶，72岁的毕桂云用悠扬的旋律吹出了

可邑人的心声。“我现在端上了公司的
‘铁饭碗’，每天为游客演奏，每年有 2
万多元的收入。”

弥勒市可邑小镇探索实施“景区景
点+农户+产业园+游客”的“文旅车间”
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户就近就业，开发
旅游商品，开办特色农家乐，将旅游产
业转化为经济效益，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致富。

如今，小镇入选“云南省特色小
镇”，更是坐拥“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民

族团结示范村”“中国人民环境范例奖”
等众多荣誉称号。

近年来，红河州围绕“特色、产业、
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7大要素，
坚持统筹推进，立足各地特色优势，加
力推动产业打造，全力加快特色小镇创
建工作。这也为当地城乡区域经济循
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世界
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高质量推进 只为人民幸福生活

蹲点调查

上了高考试卷的阿者科

本报讯（通讯员 黄健）由省人社
厅主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社局
承办的“全省人社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
能练兵比武全省赛”近日在蒙自举行。

2019年以来，云南省人社系统聚
焦“练兵比武强技能、人社服务树新风”
主题，深入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
全省共有1.65万人在线注册学习，累计
4.3万人次参加比武。经过层层筛选，楚
雄、临沧、红河、普洱、昭通、曲靖、大理、

玉溪8支代表队进入全省总决赛。
总决赛以现场知识竞答的方式进

行，经过激烈角逐，昭通代表队获得团
体一等奖，红河、楚雄、临沧代表队获得
团体二等奖，曲靖、玉溪、普洱、大理代
表队获得团体三等奖。红河、玉溪、临沧
分别获得优秀组织奖。刘乙、李虎燕等
10名选手荣获“人社知识通”称号，王
壹、梁黎等24名选手荣获“岗位练兵明
星”称号。

全省人社系统业务技能练兵在蒙自举行

一线传真

开远：棚改圆了“新居梦”
本报讯（通讯员王实杨建梅国福

祥）开远市自2014年启动城市棚户区
改造以来，按照“政府主导，民生优先”
的原则，从“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
一项项棚改惠民好政策让全市6300户
18900名棚改居民的“新居梦”照进了
现实。

李萍原先住在南正街大巷里。在她
的印象中，过去的南正街都是低矮破旧
的小平房，人多时过路都不方便，车辆
难以通行。通过棚户区改造，南正街街
道、房屋焕然一新，灵泉西苑小区 5幢

17层电梯房拔地而起，人车分流，加上
无障碍通道，俨然一个现代化住宅区。

“我们一家就等着地板砖铺起来、
墙粉刷好搬新家啦。”与李萍一样，刚搬
进三室两厅新居的棚改回迁户钟跃龙
在自家的按摩椅上舒服地躺着，他刚从
企业退休就搬进了新居安度晚年。钟跃
龙说：“通过棚户区改造，大家都住上了
新房，附近还有学校、医院、公交车站，
生活十分便利。”

目前，开远市北正街片区棚户区改造
正持续推进，预计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棚户区改造后的灵泉西苑新貌。 本报通讯员 杨建梅摄

蒙自：党史学习教育有特色有亮点
本报讯（记者黄翘楚通讯员赵永

刚）组织领导干部带头讲、市委宣讲团
巡回讲、“红色小蜜蜂、蒙小青、马灯”三
支队伍专门讲……连日来，蒙自市充分
发挥各类平台的载体作用，通过组建宣
讲队伍、创新宣讲形式，把党的故事和
政策送到百姓心坎上。

蒙自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的“必修课”，推动领导干
部以“关键少数”带动全市理论宣讲热
潮，真正把“板凳课堂”搬到农家乐、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让党的理论政策与
群众生产生活有机融合。

当地从全市中小学中招募 200余
名“红色小蜜蜂”志愿讲解员，利用课
余、假期时间到红色景点为游客进行义
务讲解。从市直机关中挑选 9名 80后、

90后党员干部组建“蒙小青”新时代理
论宣讲团，在市直机关开展“学党史悟
思想·青春践行时代精神”宣讲活动；抽
选 28名党员干部组建“马灯”宣讲团，
开展巡回宣讲40余次，受众3500余人。

全市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培训全覆
盖，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 3期，基层党
组织“三会一课”学习150余次，参加学
习7000余人。推出了红色儿童舞剧《校
长！你不要走！》等系列精品力作，组织
文艺轻骑兵演出 45场次，受众 3000余
人次；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音乐学党史”“红色经典·致敬百
年”——红色文艺作品展演活动；开展
学党史“双语”宣讲活动，为少数民族群
众进行“双语”送学，搭起民族团结“连
心桥”。

滴水苗城新貌。 本报通讯员陶保树摄

15路公交线路来回长 15.6公里，
共21个站点，公交公司每天投入9辆车
在这条线上运营，日均搭载乘客 4000
人次。45岁的马继瑜就是往返于开远
市这条寻常线路上的一名公交司机，因
真情助人、服务周到，赢得了乘客的广
泛赞誉。

15路公交线路途经西北路、灵泉
路、河滨路、东新路、景山路等市区主
要街道，站点附近有西城、东城、河
滨、景山 4个农贸市场和中小学校等。
每到一个站点，即便只有一个乘客上
下车，马继瑜都会热心地提醒道：“慢
点上，找个位子坐好。”“老人，慢点、
慢点，等我把车停稳了再下。”“下车
时注意看路上是否有车。”行驶途中，
如果乘客拉着买菜的小推车，他会善
意提醒：“扶好小推车，小心不要碰到
自己和其他人。”

第一趟往返到达公交公司时，马继
瑜便马上调头开启了他的第二轮行驶。
而他买的早点却一直没来得及吃。随着
乘客越来越多，马继瑜也更加忙碌起
来。看到一位老年人提着东西上车有点
吃力时，他马上打开驾驶室车门，小跑
着上前帮忙提东西，搀扶老人上车，并
帮其找好位置坐下……

从早上 7点 15分到中午 12点 20
分，马继瑜共跑了4个来回。下班时，汗
水已浸透了他的衣襟。

“我们的社会，需要像马师傅这样
热心、又有爱心的人。”60多岁的市民
张永锋经常乘坐 15路公交车，提到马
师傅，他的眼角泛着暖意：“坐他的车就
是舒服，他让 15路公交车成了一道流
动的靓丽风景线，这座城市也因为有他
而更显温情。”

通讯员曹蔓夫杨曼青朱泉屹

人物故事

八旬老人让千亩荒山变宝地
80岁本是颐养天年的年龄，但在

泸西县旧城镇，一位八旬老人仍奋斗
在创业路上。“我 13岁就开始挖煤，一
直挖到 69岁。”这位老人名叫王元华，
2014年，他将经营的煤矿转手，彼时
手握上亿元的资金，本可以安享晚年
生活，但他决定自己创业，再干出一
番事业来。

看着村民的许多荒山荒坡闲置，没
有发挥其经济价值，王元华陷入沉思。
到多地考察学习后，他用300多万元先
后租了 1500多亩荒地，决定种植核桃
树。

7年过去了，昔日的荒山荒坡变成
绿油油的一片，核桃树长势良好，已有
部分挂果。王元华说，明后年核桃进入
丰产期后，经济效益将不断凸显。他还
筹备着建一个核桃深加工厂，打出自己

的品牌。
王元华过去经营的煤矿于2017年

被依法关闭，煤矿周边的山千疮百孔，
到处光秃秃的。经过考察，他决定在矿
山上种植红玛瑙樱桃树。现在，他种植
的樱桃因个大、颜色口感好，深受消费
者青睐。王元华说，荒山绿化、矿山复
绿，是留给子孙最好的礼物。

如今，王元华种植的 1500余亩核
桃树盛果期年产值将超过千万元，种植
基地里每天都有8个工人，高峰期会有
60多个工人，一年累计用工达 6000余
人次。

王元华用实际行动将荒山变成了
“宝地”，成为了本地群众脱贫致富的
榜样。

本报记者 黄翘楚 通讯员 王宗林
赵学勇

公交司机心里有爱眼里有光

阿者科村阿者科村

全州共建成

15 个城市森

林（湿地）公园

13个县城（城市）创建为

“国家卫生县城（城市）”

“天然氧吧”

创建“特色小

镇”14个

8个“特色小镇”获得

“云南省特色小镇”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