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联户”网格化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盈江县“7·28”贺宋村民小组泥石
流避险不久前入选自然资源部“2023
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
案例”。2023年 7月 28日，由于降雨量
大，贺宋村及周边沟道出现洪水漫出
现象，且上游沟道周围已出现滑坡，巡
查员在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并及时上
报。因临灾处置措施得当，50分钟内，
59户 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危险

区没有人员因灾伤亡。这得益于盈江
县成立党员突击队，培养群众成为第
一响应人，主动成为隐患排查信息员、
紧急避险“吹哨人”，建立高效运转网
络体系和工作闭环，形成“10联户”网
格化经验做法。

截至目前，德宏州划分“10联户网
格”3.428万个，选配网格长 3681人、网
格员 10336人，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最小单元”，确保所有行政村实现全覆
盖。盈江县贺勐村、陇川县龙安村入选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走进瑞丽市弄岛镇广喊村，村容整
洁，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一个网格10余
名农户，每3天开展一次环境卫生清扫，
每7天开展一次巡查，并实行评比，‘净亮
美’和‘脏乱差’通过‘红黑榜’实名公示。”
广喊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旺拉说，2022

年7月以来，广喊村在“党员中心户”“五
户联防、十户联保”邻里守望模式以及网
格化管理等成功经验基础上，创新推行

“网格化+双积分”管理模式，将全村125
户村民划分为10个网格组，每个网格组
管理10至13户村民，采取“党员积分+群
众积分”的方式，推动形成联防、联控、联
保的工作格局，有效凝聚起农村党员、群
众深度参与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平安德宏建设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德宏州各级各部门树牢“一盘棋”
思想，对照工作任务，坚持项目化推进、
清单化落实，打造边疆治理现代化标杆
取得实效。

近年来，德宏州深入推进边疆党
建长廊建设，创建命名“红色堡垒”规
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 40个、选树“红色
先锋”党组织书记 40名、打造“边疆党
旗红”党建示范点 40个，全州 973个住
宅小区实现业委会（物委会）全覆盖。

创新军警地党组织联建共创“十
联”举措，德宏州实施“1+1+N”群专

结合管边护边治理模式，截至去年
底，全州连续 24 年无重特大森林草
原火灾发生，毒品违法犯罪活动降至
禁毒人民战争开展 19 年来最低点，
法院综合结案率排名全省第三。芒市
介桃村、芒里村成功打造为省级试点

“数智标杆村”，全国数字口岸经济产
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仪式在芒市举行。
建成全国唯一的景颇族博物馆、德昂
族博物馆，傣族孔雀舞、景颇族目瑙
纵歌等 14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项
目，傣族剪纸、德昂族酸茶制作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德宏州每月组织开展信访突出矛
盾风险隐患大排查，建立信访问题源
头治理“三张清单”，力求把矛盾问题
化解在成诉、成访之前，努力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
交”。2024年以来，全州各级信访部门
受理初访信访件 961 件，同比下降
2.04%。截至目前，德宏州建成综治中
心 483个，州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实体化运行扎实推进，社会治

理末梢延伸到村村寨寨。芒市、陇川获
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市，梁河获评
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今年 3月，
国家信访局调研组到德宏调研，对德
宏州、瑞丽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源
头治理和积案化解、丰富和拓展“网上
信访”德宏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调研
组认为，德宏州的“网上信访”工作为
全国的“网上信访”工作树立了一个好
的示范；探索联合缅方共同调解处理
边境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 90%以
上，值得借鉴、总结推广。

党政军警民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提升群防群治
新质效。”德宏州委政法委副书记戴
贤辉说。

近年来，德宏州创新军警地党组
织联建共创，在 22个边境乡（镇）组建
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实现全覆
盖；在 57个抵边村全覆盖成立村级边
防领导机构，打造新时代党政军警民

合力强边固防升级版；出台《德宏州轻
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规定》，全州
法院各类案件平均结案时间大幅优于
全省平均值；率先在全省开展陆路口
岸（通道）入境外国人“赋码”通关便利
及闭环管理服务工作，实现境外边民
出入境全程动态掌控，旅检时间从 3分
钟缩短至1分半。

同时，推行“瑞丽义警”群防群治

工作队工作平台，积极探索群防群治
新路子，目前瑞丽义警队伍数量达
102支 2224余人；深化见义勇为、组织
村组禁毒联防队、推进城市基层党建，
建强群防群治力量；建成见义勇为主
题公园 5个，受到国家、省、州、县表彰
奖励的见义勇为先进群体和个人达
241人。

德宏在全省首推境外边民入境务

工管理暂行办法，首建“境外边民服务
管理系统”；成立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大
队，涉外矛盾联合调处、涉外消费维权
工作等创新实践得到国家肯定；反恐防
暴、防邪反邪、防渗反渗等工作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工作受全国表彰；反走私
综合治理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成效明
显，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经验和做法
在全省交流推广。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近年来，瑞
丽市突出沿边侨务优势特色，探索“连
心桥、平台桥、宣传桥、互助桥、网络桥”
五桥建设工作模式，不断构建新时代为
侨服务工作新格局。

筑牢党群“连心桥”，同频共振齐步
走。适时组织开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永远跟党走”“侨心向党、同唱一首
歌”系列品牌活动，在广大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眷心中厚植“根、魂、梦”，引领侨
界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筑牢资源“平台桥”，双向奔赴共发
展。通过“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海
外人才交流”“侨商座谈会”等活动，接
待来访海外侨胞500余人次，举办侨商
座谈会 20余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的
合作协议9个，协议资金2.8亿元。

筑牢文化“宣传桥”，传承互鉴心相
通。以“侨”架“桥”，促进对外文化交流，

通过“中缅胞波狂欢节”“新春茶话会”
“中秋茶话会”等节庆活动举办海外华裔
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活动10期，接待
海外师生 90批 6670人次，带动海外侨
团、侨胞大力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筑牢民生“互助桥”，造血帮扶添动
力。在侨商侨眷与社会各界之间搭建起
捐资助学、矛盾纠纷化解等“互助桥”，
积极倡议侨胞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
筹集善款 250余万元；向南侨机工后
代、困难归侨侨眷、海外华裔学生和侨
资侨属企业等发放慰问金60万元。

筑牢基层“网络桥”，纵横交织拓阵
地。瑞丽市侨联积极探索“市、乡、村、
组”四级侨联组织网络，成立 61个“一
站式”基层侨务服务点，创新实践“珠宝
玉石+侨”“法律服务+侨”等模式，积极
探索建立为侨健康服务工作站，加快形
成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

瑞丽市探索“五桥”模式为侨服务

资讯

德宏州改革成果惠及民生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陇川县勐约乡
营盘村委会门帕村小组。桑园里，新长
出的桑叶嫩绿肥大；蚕棚里，村民将采
摘的新鲜桑叶撒到蚕架上。远山近水、
桑海蚕园，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正徐徐
展开。

勐约乡营盘村委会门帕村小组是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龙江水库的移民

搬迁安置区，全村总人口 119 户 468
人，其中直补人口 29人、生产安置人口
162人。

搬迁初期，移民群众依靠种植甘蔗
维持生计，但该村可耕种的土地都是山
坡地，种植甘蔗成本高、产量小、收益
低，人均收入不足 4000元。为帮助移民
群众发展产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2017年，陇川县搬迁安置机构争取到
省、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帮助门

帕村小组建设“团坡蚕桑示范基地”，发
展蚕桑产业，建成桑园600亩、机耕道路
4.7公里、100立方米蓄水池3个、灌溉管
网 14.5公里、100平方米蚕棚 27个，总
投资274万元。

该基地采取“政府+龙头企业+农
户”的模式运营。蚕桑龙头企业德宏正
信实业公司在蚕桑示范基地配套建设
小蚕共育基地，并将蚕苗赊销配送给蚕
农饲养，饲养过程中全程提供免费技术
指导服务，以保护价回收蚕茧，回收时
再扣除赊销的蚕苗费用。基地于2018年

建成投产，参与养蚕农户 67户。2023
年，基地收获蚕茧 4.34 万公斤，产值
193.98万元，蚕农户均收入 2.9万元、人
均收入超过1.2万元。

营盘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常忠林
说，项目得到了省、州、县移民搬迁安
置办的资金支持，配套修建了灌溉设
施，建设了小蚕共育基地。团坡蚕桑
示范基地建成投产后，昔日山陡地瘦
又缺水的团坡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本报记者管毓树

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近年来，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把深化改革放在
突出位置，严格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重大战略部署，提出 10大改革领域
2405个贯彻落实成果，开放型经济体
制、边疆治理体系建设、生态文明、民
主法治、文教卫生等领域改革取得突
破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推进，
全州改革工作呈现全面发力、重点突
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全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由州委书记任深改委主任，切实
履行改革第一责任人责任，州委分管
领导扛实改革责任链条，形成党委领
导重视、政府统筹协调、县市部门各司
其职、全州合力推进的改革格局，建立
周研判、月调度、季通报、年终考核制
等动态调度措施，高效推动实施国家、
省重要改革部署改革试点任务，全面
推动新时代以来重点改革试点工作落
地见效。

德宏州在全省率先成立行政审批
局，“一颗印章管审批”瑞丽模式在全
省推行。出台《中共德宏州委关于建设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先行

州的实施意见》文件，全力组织实施党
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全国试点，强
边固防“云南经验·德宏模式”得到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公安部
等充分肯定，并在德宏召开全国试点
工作推进会进行经验推广。出台《德
宏州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证管理
规定（试行）》，德宏成为全国唯一的
州（市）级“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
合作基地”。

对外贸易加快转型升级，德宏州
对缅贸易总额连续多年占滇缅贸易总
额的三分之二、中缅贸易总额的四分
之一，陆路口岸“四项指标”综合排名
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邮
政业务总量和快递业务量增速均排名
全省第一，实现首票市场釆购贸易从
瑞丽口岸通关，推出“胞波卡”用于外
籍人员服务管理。自贸试验区德宏片
区 134项改革试点任务均已完成，1个
典型案例获中国改革 2023年度地方
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5项创新案例
入选商务部评选范围，4项经验获全省
推广复制；承接省级下放职权 73项、
州级赋权51项。

德宏州地方立法推动乡村清洁工作
本报讯（记者管毓树通讯员番自

刚）近年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依
托地方自主立法权，制定施行《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有效促进
乡村清洁工作依法管理运行，推动农村
垃圾清理、污水生态处理，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条例》施行以来，芒市加大经费
投入，推进乡村清洁基础设施建设，共
投资 3.2亿元在轩岗乡芒广村民小组
建成日处理 6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平均每天处置生活垃圾 300吨。
瑞丽市加大生活垃圾处置力度，自然
村生活垃圾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开
展农村垃圾收集清运市场化运作，环
卫服务企业及时将生活垃圾清运至瑞
丽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

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陇川县大力
推动城乡水污染防治，印发《陇川县黑
臭水体排查工作方案》，开展陇川县城
市生活污水厂等 5个集镇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麻栗坝水库被评定为省级
美丽河湖标杆典型，南宛河等 7个河
（湖）被评定为州级美丽河湖。盈江县
印发《盈江县农村生活垃圾就近分类、
源头减量试点工作方案》，加快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建设，新建垃
圾中转站 11 座和小型垃圾热解站 3
座，15个乡镇 30个试点村配备分类垃
圾桶。梁河县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及村
民自治作用，实施“门前三包”、村规民
约、“红黑榜”积分制、网格化管理、美
丽庭院建设等有力措施激发村民参与
乡村保洁积极性。

德宏州政协“3+宣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管毓树通讯员李洪
云）自今年 3月中旬以来，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政协以“发动+培训”双向
发力、推动宣讲认识强起来，“示范+引
领”双管齐下、推动宣讲形式活起来，

“联动+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宣讲成效
亮起来的“3+宣讲”为抓手，开展全州
政协“石榴红”宣讲活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德宏州政协先后深入 5县（市）17
个村民小组开展宣讲调研，制定并印发
全州政协“石榴红”宣讲活动实施方案，
从具备条件、有代表性的州、县（市）政
协委员中抽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了解
民族历史文化及发展的60名委员组成

第一批“石榴红”宣讲团。
坚持因地制宜，聚焦边境沿线和少

数民族聚居村寨的基层群众，采取“五用
五化”并举，充分利用节庆日、群众农闲
和茶余饭后的时间，以板凳宣讲、火塘宣
讲、院坝宣讲、文艺宣讲、网络直播等形
式开展宣讲。整合宣讲资源、创新宣讲方
式，强化过程把控、加强全程引领，使宣
讲形式更加灵活、宣讲内容更接地气，助
力理论宣讲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群
众延伸，推动宣讲聚人气、入人心。

截至目前，“石榴红”宣讲团成员已
深入 14个边境乡镇、36个边境村、7个
民族聚居村寨，开展宣讲53场次，5000
余名群众参与。

傣家儿女在州庆时表演节目。

打造边疆治理现代化标杆
本报记者管毓树

走进德宏大地，平安、祥和、安宁，稳定、和谐、开放的

景象随处可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扎实有效，“10

联户”网格化在全国推广，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经验在

全省交流推广。

近年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坚决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打造具有德宏

特色、符合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边疆治理现代化

标杆。各级各部门统筹资源力量，项目化、清单化、具体

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构建平安德宏建设工作体

系，全州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推

动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线传真

陇川：种桑养蚕 移民日子甜

梁河县公安民警在巡逻梁河县公安民警在巡逻。。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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