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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矛盾出现在哪里，漂流党支部的服务就跟到

哪里。

通过几年的实践，韦会林深刻地感受到，

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了渔业养殖的发展。 2008
年，韦会林带领党员群众成立了罗平县三江渔

业专业合作社，让散户的养殖能力大大提高。

“比如你家的鱼先卖掉，就把你家的钱用来扶持

后面一家，等后面一家的鱼卖了以后又拿那笔钱

给你买鱼苗。我们就是这样‘滚雪球’的。”韦

会林说。

如今，万峰湖库区共发展了 210户网箱养殖

户，50户拦沟养殖户，水产养殖面积约 1500亩，

年产鱼 7000吨，养殖户年均利润为 2.7万元。随

着水产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鲁布革乡乃格码头

平均每天要向全省各地及贵州输送数十吨各类商

品鱼，带动了乃格村数十名富余劳动力常年到码

头从事渔产品搬运工作。

刺绣党支部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纺线织布绣牡丹，布依刺绣美名扬。农忙地

里把活干，农闲飞针又走线。”这里流传在鲁布革

乡多依河一带布依族群众中的一句顺口溜，讲的

就是50多岁的刘正凤。她不但通过刺绣让自己富

裕了起来，还带领万峰湖畔村寨的布依族妇女以

及邻省贵州、广西的村民，拿起绣针创作刺绣产

品，共同致富。

为了带动更多人参加刺绣，刘正凤先后成立

了多依河布依刺绣合作社和罗平县多依河正凤布

依制品有限公司，在联合党工委的引导下，还在

合作社建立了滇黔桂跨省区布依刺绣合作社党支

部，由刘正凤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目前共有

来自云南、贵州、广西的9名党员。

“我们经常举办跨省区布依刺绣培训班，开

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带领村民和孩子学习

民族技艺，传承民族文化。同时，还依托 QQ、
微信、易信等，引导党员、社员和群众及时更

新观念、跟进市场，加强技术联姻，开发具有

较高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刘正凤告诉记者。

如今，布依刺绣产品已声名鹊起，吸引了来自

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游客前来订购。跟随她

刺绣的姐妹也增加到了 200余人，人均月收入近

3000元，而公司年总收入已连续几年保持在 100
万元以上。

“人工绣品固然受欢迎，但因制作周期长、成

本高，很多顾客因其不菲的价格望而却步。”刘正

凤当机立断，利用贷免扶补贷款，花 32.8万元购

进了一台绣花机，实现了人绣和机绣相结合，大

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以一双绣花鞋为例，人工制

作的销售价为600至700元，而机绣的则为100至
200元。“人机相结合后，产量增加了，成本降低

了，赚的钱也更多了。”刘正凤说。

整合库区资源

群众上学就医不再难

“针对三省区结合部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群

众出行费用高等实际，以及入学难、饮水难、就

医难等问题，联合党工委专门建立了‘三联六送’

流动服务工作制度，目的就是想通过‘动起来’

的服务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打通联系和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滇黔桂三省区联合

党工委书记、罗平县鲁布革乡党委书记许洪亮

介绍道。

联合党工委整合教育资源，平等吸收中小学

生就近就读，并让外来学生与当地人一样享受

“两免一补”以及相关待遇，帮助部分学生解决了

上学难问题。今年 7岁半的陆海宇是鲁布革乡舌

坡小学一名小学生，她的父母是贵州省兴义市洛

万乡人，9年前来到鲁布革乡开餐馆。由于户口

不在鲁布革，她的上学问题一直是父母的心病。

但在联合党工委的帮助下，去年达到入学年龄的

小海宇顺利进入了鲁布革舌坡小学就读，而且她

和当地小孩一样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书

费、学杂费等都是免掉的，各类补助都有，各级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陆海宇的妈妈刘

荣珍高兴地告诉记者。

此外，联合党工委还建立了滇黔桂跨省区域

农村公共医疗卫生共建机制，确保群众能及时就

近就医。在医疗卫生条件稍好的鲁布革卫生院，

平均每天前来就诊的贵州、广西患者近 30人。

“解决了‘新农合’报销、减免的问题后，来我们

医院看病的省外患者越来越多了。”医院负责人

说。“我来自兴义市安沙村，这边医疗条件更好一

些，交通也便捷，所以我们经常来这边看病。”一

名正在排队等候就医的村民这样告诉记者。该村

民还说，她们拿着医院相关票据就可以回贵州报

销“新农合”。

本刊记者 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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