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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日，德宏州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论坛在芒市举行。
来自中央有关科研机构和中央民族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等高校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基地、地方民族工作部门的有关
负责人、专家学者等 130余人齐聚孔
雀湖畔，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展望”
这一主题，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献良策
出实招。

德宏州委书记，瑞丽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姜山介绍，在党的坚强领导
和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历届州
委、州政府团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
勠力同心、勇毅前行，全州实现了
历史巨变。

近年来，德宏州通过强化党建引
领、坚持文化润边、深化交往交流交
融等一系列举措，构筑起千里边疆党
建长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1

个、示范县 1个、示范单位 2个；省级
教育基地 3个、研究基地 1个、示范县
市 4个。“德宏州委、州政府举办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论坛，既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和重
要举措，也是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具体

体现，对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推动德宏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副主任丹业说。

论坛上，德宏州委、州政府聘请苏
发祥、文军、靳贤锋、李建欣等10位民
族学领域专家学者为德宏州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决策咨询专家，并为
其颁发聘书。

为德宏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策咨询专家颁发聘书为德宏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决策咨询专家颁发聘书。。

主题巡演展新貌

德宏州举行庆祝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展示辉煌成就 奋进新的征程
本报记者管毓树文/图

10月16日至18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行庆祝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八方

宾朋与德宏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共庆盛典、共享荣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余名专家学

者，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德宏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德宏州是全国30个、云南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总人口132.1万人，居住着

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各民族儿女，少数民族人口占45.9%。

7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德宏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披荆

斩棘、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砥砺前行，绘就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发展画卷。

10 月 16 日上午，德宏州“砥砺
奋进 70 年·德宏逐梦开新篇”主题
巡演活动在芒市举行。巡演分为
《万鼓齐鸣开盛世》《中华民族一家
亲》《德宏明天更美好》3 个篇章，
由设计精美、造型独特的 6 辆彩车
以及 28 支方队组成，参演人数达
1800 余人，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独
具民族特色的视觉盛宴。

“参加巡演活动的方队从不同
侧面展现了德宏州在改革开放、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过程中取得的
巨大成就。”庆祝德宏州成立 70周
年庆祝活动巡演总导演、德宏州委
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尹丽君介绍，当
天巡演的 28支方队由傣族象脚鼓
队、景颇男子长刀和女子方巾队、
傣剧表演方队、剪纸方队、景
颇乐器方队、阿昌族服
饰方队、傈僳族服
饰方队、德昂
族服饰方队、
荣誉方队、

向日葵方队、丰收方队、企业方队、文
化旅游方队、东南亚留学生方队等组
成，参演人员主要来自德宏州各族群
众、学生、各行业及各县（市）代表。此
次巡演活动是德宏州成立 70周年庆
祝活动6项主体活动中群众参与度最

高的活动，整场巡演持续了两个
多小时。

10月 18日，德宏州庆祝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州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举
行。3000多名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
载歌载舞，展示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团结一心、鼓舞同欢、昂扬向上的
风貌。

德宏州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从
10月 16日开始，持续到 2024年 1月，
将举行“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央民族
歌舞团慰问演出、德宏优质产品展、
德宏特色产品展销会、德宏州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等多个系列活动。

团结奋进著华章

1953年 7月 23日，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区宣告成立；1956年 4月更名
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70年来，德宏州各项事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实现了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边陲末梢向开放
前沿的历史性转变、贫困落后到全面
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政军警民合力
强边固防的历史性构建，生动展现了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成功实践。

全州全面实现小康，15.25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直过民族”和人口
较少民族整族脱贫，历史性消除了绝

对贫困；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对外开
放不断深化，瑞丽国家开发开放试验
区发展成效显著，德宏州地区生产总
值由 1952年的 2653万元跃升到 2022
年的 587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
增长 22%；民生全面改善，全州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92 年的
2226元增加至 3.33万元，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87 元增加至
1.32万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提升；边疆稳固安宁，创
立形成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德
宏经验，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日益完
善，推进 57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
设，守住了边境疫情外溢防线，有效

遏制了跨境违法犯罪高发势头；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创建、平安德宏建设、法治
德宏建设扎实推进，被命名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德宏州
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团结带领全州广大党员、各级干部
和各族群众，聚力“特色兴农、开放
兴边、彰文兴旅”建支柱，打造边疆
治理现代化标杆，全面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把德宏建设得更
安全更美丽更富饶，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的德宏篇章。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近年来，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严格规范程序，严
审资格条件，切实把好进入公务员队伍
的最后一道关口。

德宏州坚持依法依规、分级负责，做
到全州公务员登记办理在一个点、审批
在一个点、管理在一个点、核查在一个
点，指导意见出自一个办法、办理流程出
自一个办法、归档标准出自一个办法、监
督执纪出自一个办法。以推行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为契机，采取核查验
证档案材料是否缺失、验证源头身份是
否合规、验证进入方式是否合法等方式
进行分析研判，核准核实全州公务员登
记底数。

根据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云南省公务员登记办法》，及时

制定德宏州公务员登记工作操作手册、
业务审批流程图、7类29项归档目录、4
项工作任务清单、21项工作防失误防
风险内控清单、考核评价清单，进一步
压实全州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单位
党委（党组）职能职责，对登记档案材料
进行审核，严把登记人员的人员身份
关、进入渠道关、编制类别关。建立三级
存档制度，审核通过的所有登记材料，
由申报单位留存一份、审核部门留存一
份、审批部门留存一份，形成公务员登
记材料闭环式管理。

在实行公务员登记年度备案制度的
基础上，实行一月一备案制度。对公务员
登记和变更登记进行审批，做到月前有
底、月中督促、月底备案，确保公务员登
记审批在公务员任职后1个月内完成。

见闻

德宏州扎实推进公务员登记工作

今年以来，上海青浦区通过东西部
协作机制，聚焦芒市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的后续帮扶工作，投入资金 1250万元
在芒市风平镇实施易地搬迁安置点产
业（食用菌）帮扶项目，建立企业、村集
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增效、
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增收三方共赢的
良好局面。

芒市7个搬迁安置村有5个划归风
平镇管辖，搬迁人口2.7万人。上海青浦
区援滇干部深入搬迁点进行入户走访
调查后，确定在搬迁点发展菌菇产业，
并将项目建在搬迁点附近，辐射周边幸
福村、和谐村、吉祥村、黎明村4个搬迁
安置村，让周边人员实现在家门口发展
产业和就近就业。

芒市喜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该项目的运营企业，从事菌菇行业 20
余年，先后与四川省农科院、福建农林
大学、德宏热作所建立合作关系，推广
种植的白松茸、姬松茸等品种赢得较好
市场反响。该公司采用“企业+技术员+
农户”模式，实行企业垫资（即在购买菌
棒时农户出资 50%，企业垫付 50%）的

形式扶持农户种植，并与农户以协议方
式确定收购价格。在种植过程中由公司
技术员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并对每亩
产量突破 6吨的种植户给予一次性奖
励3000元，或招聘成为企业技术员，有
效激发农户种植积极性。该公司先后带
动脱贫户及“三类人员”34户 121人种
植，带动周边临时性务工人员 392人，
今年以来居民发放务工工资368万元。

“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下班
后就能回家，真的太好了！”44岁的搬迁
群众晏自香高兴地说。“去年种了2亩白
松茸，纯收入达13万元。”红木园村的杨
俊忠说，种一年的菌，可以买一辆车。

“上海帮扶项目太好了，村里有菌
菇厂、百香果厂，让我们从山上搬迁下
来后能在家门口打工，还可以照顾老人
和娃娃，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和谐
村党总支书记李加香由衷地赞叹。

2021年以来，上海青浦区在芒市
持续投入帮扶资金近 1.2亿元，实施项
目 26个，涉及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教
育卫生、劳务协作、青浦班干部培训等。
本报记者管毓树通讯员段晓东刘娟

芒市：东西部协作结硕果

近年来，陇川县以蚕桑规模化发展集
约化经营为主线，通过引进先进种、养、织
技术，整合蚕桑产业现有资源等方式，提
高产业带动力，推动产销融合发展，将桑
蚕产业培育成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陇川县采取“政府+龙头企业+工厂
化小蚕共育基地+农户”运作方式，以农
户5000亩桑园配套1个100亩至150亩
小蚕共育基地模式，每500亩配备1名技
术员，指导农户种桑养蚕。县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县有9个乡镇、56
个村委会、212个村民小组2468户农户
种桑养蚕，实有桑园面积2.5万亩，今年

预计实现产值4500万元。该县凭蚕桑产
业入选云南省“一县一业”特色县和第二
批云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县内形成
以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凯喜雅
丝纺实业有限公司、云南绸库丝绸有限
公司为龙头，集种桑养蚕、茧丝绸加工与
销售于一体的蚕桑全产业链。

截至目前，陇川县累计培训蚕农
7.5万余人次，依托政府、公司统一培
训，技术员下乡指导等方式，培训培育
蚕桑致富带头人121人，去年养蚕收入
最高的农户达到23万余元。

本报记者管毓树文/图

陇川：蚕桑产业发展壮大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近年来，芒
市全面落实“党建+河湖长制”“河湖长+
检察长”“河湖长+警长”等措施，不断推
动河湖保护治理从政府主导、部门主责
向群众主体、全民共治转变，河湖治理、
保护、修复得到加强。

澡地河属芒市城区河道之一，全长
约 12 公里，流经芒市镇上下芒排、丙
茂、街坡、造纸厂小区等 6个自然村。全
线涉及养猪、养鸡、蔬菜种植、修理厂、
铁件加工、蓄电池销售等众多经营户以
及 342 个厕所，水体受到污染的风险
大。自芒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
来，澡地河施行双河长制管理，并纳入
城区河道网格化管理，严格执行每周

“一巡一清”常态化管理工作。通过实施
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澡地河两岸景观得
到提升，沿线污水得到有效收集，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芒市以河长制
带动全民共治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10月 21日，
由云南省社科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
亚研究院、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云
南省民族学会主办的第四届中缅跨境民
族学术研讨会在芒市举行。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机
关团体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展开研
讨。通过此次研讨会，充分发挥跨境民族
在促进中缅民心相通、深化中缅合作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对云南跨境民族
的研究水平，交流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经
验，促进边疆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近年来，瑞
丽市把防贫保险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重要举措，对脱贫人口及监测对
象进行一体式投保，提高脱贫人口抵御
风险能力。今年以来，该市已投入
111.364万元为全市 5062户 17651人脱
贫人口及监测对象购买防贫保险，实现
投保100%全覆盖。

瑞丽市充分调动驻村帮扶工作队、
乡村组干部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结合
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向脱贫群众发
放政策明白卡，面对面进行政策解读，确
保脱贫户和监测对象能保尽保。创新推
行政府防贫救助保险模式，在为脱贫人
口和监测对象购买农村基本医疗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3大
民生保险的基础上，追加购买返贫兜底
救助保险、意外事故保险、教育救助保
险、医疗救助保险和自然灾害保险等多
类别防贫综合保险。返贫兜底救助保险
按照家庭实际人均年收入低于1万元差
额进行救助，教育救助保险对脱贫人口
及监测对象家庭中升学考入大学本科的
学生给予一次性补助3000元，医疗救助
保险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住院享受农
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
销外的自付部分给予每人不超过 1.5万
元的救助，意外事故保险和自然灾害保
险对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的脱
贫人口进行理赔。

瑞丽市对脱贫人口
进行一体式投保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记者近日从
富滇银行瑞丽分行了解到，自2009年开
业以来，分行不断优化金融服务，累计为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投放贷款277.65
亿元，实现跨境业务结算量 62亿美元，
在当地实现纳税 1.36亿元，有力支持了
沿边开发开放和口岸经济繁荣。

富滇银行瑞丽分行在瑞丽市、芒市、
盈江县和姐告口岸设立 4家支行，业务
范围涵盖全州。近年来，分行各项经营指
标快速增长，监管指标持续优化，业务发
展速度加快。2022年，分行首次打通边
民互市结算通道，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
现边民互市款项电子结算。

分行向德宏州内种植农户批量化开
展“云农贷”业务，聚焦重点产业核心客
户，向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客户集群延伸。
产品业务范围覆盖全州各类重点种植
业，目前已向坚果、蔬菜、石斛、柠檬、西
瓜、百香果等种植农户提供资金支持。自
去年 4月“云农贷”上线以来，已累计投
放668笔，金额6578.55万元。

富滇银行瑞丽分行
助力口岸经济发展

第四届中缅跨境民族
学术研讨会在德宏举行

简讯

生产车间生产车间

文艺晚会上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舞蹈文艺晚会上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舞蹈。。

庆祝大会上，德宏州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
主题巡演上的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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