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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

空间很大，是示范发展云南农业资源经济的代表

性案例。二是分配模式好。他们建立的“334”

利益分配模式，从根本上构建联农带农机制，让

企业、农民、村集体都有收益、都有积极性。三

是组织化做得好，基层组织作用发挥得好。县

委、县政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没有因循守

旧，而是主动思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组织编

制规划、建设基地、培育企业、打造品牌、开

拓市场，把牛油果发展的各要素、各环节串起

来，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一条产业链。孟

连县的做法表明，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组

织化，我们做好“三农”工作、发展农业资源经

济，必须用好组织化这个武器。

除了上述5家会议交流外，还有15家单位提

供了书面材料，有的围绕整治烂尾楼、有的围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的围绕教育医疗事

业发展、有的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等介绍了各自的

做法。这些材料，我都看了，很有价值、很受启

发，为民办事解难题必须用心用情用力，不用

心，就看不到群众的困难；不用情，就不会想方

设法去解决；不用力，工作就做不到位。这些事

例切实印证了“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

入基层看到的都是办法”。这些可推可学的好经

验好办法，省委主题教育办要进一步梳理完善，

印发各地学习借鉴。

为民办事解难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各地有

各地的具体情况，但思想认识、思路措施、工作

方法，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提高进步的，

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现场会的初衷。当前，深化

主题教育成果，为民办事解难题，从全省面上来

说，我重点强调6项工作，也是6件事关民生的

大事。

第一件事：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省委一

直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最关键的是促进

农民和脱贫人口增收。主题教育抓得怎么样，群

众有没有得实惠，这一条是打底的。

去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农村居民和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计划，2022年全省脱贫人口

人均纯收入增长15.9%，人均纯收入7000元以下

脱贫家庭动态清零。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7.6%。总的趋势不错，

说明我们的措施办法是有效的，但从云南具备的

资源条件来看，还应该更好一些。在一段时期

内，还要继续保持稳中向上的态势，防止大起大

落。做到这一点，根本上要靠提升组织力，变革

我们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小散弱的资源、要

素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对接市场、打造品牌，

以“抱团发展”的方式融入大市场。比如，这次

交流的孟连县牛油果产业、景洪市勐龙镇抓党建

促产业、永仁县“幸福里”就业平台等，都是靠

提升组织化程度取得成功的典型。

前段时间，我在迪庆州调研时，看到几个

外省来的青年在越野车后备箱装上咖啡机，边旅

游边卖咖啡，生意还不错。当时我就想，为什么

我们当地群众没有这个意识。在这次书面交流材

料里，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贡山县丙中洛镇的例

子，他们组织群众用“小推车”在景点售卖“土

特产”。刚开始，很多群众还觉得“难为情”，

党员就带头干，并进行规范管理。目前，“小推

车”发展到25辆，每辆推车月收入3000元以上。

后来，村党支部继续思变创新，组织群众发展小

作坊、小民宿、小商店、小摊点、小菜园、小果

园、小圈舍、小货运、小商贩、小回收“十小创

业”。这些做法，在发达地区可能不以为然，但

在边疆民族地区确实需要，也很管用。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云南的好资

源是农民增收的本钱，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对接市

场的有效办法和路径。就当前我省脱贫地区的生

产力水平而言，通过组织化融入市场，是我们帮

助农民增收必须要走的一段路。各地各有关部门

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开动脑筋、创新思路，

主动思变谋变求变，做好组织化这篇文章。

第二件事：大力推进教育卫生补短板。“四

下基层”的目的就在于深入基层和群众调查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