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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目前有44万人尚未脱贫，贫困人口数量居全省第二位，这对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实现党建工作和扶贫工作同频共振，红河州依托各乡镇党校，建设了

135个农村党员教育实训基地，走出了一条“强组织、建基地、选苗子、

育能人、扶大户、带农户”的新路子，逐渐形成农村党员教育实训的“红

河模式”。

让贫困户拥有一技之长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广大农村地区，创业致富能手是带

领当地贫困户脱贫的重要力量。红河

州的党建扶贫“双推进”教育实训基

地十分重视对这部分人的选拔培养，

帮助其提高技术能力，使其成为带动当

地产业发展的“明白人、带头人”。

在绿春县大兴镇，赵菲是远近闻

名的野猪驯养大户，由她牵头成立的

合作社年收入可达200多万元，带动贫

困群众84人，她本人也在2016年被评

为省级“优秀共产党员”。但8年前，

赵菲还对野猪养殖一无所知：“2010

年培训基地刚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学

员，开始学习野猪养殖。”赵菲潜心

钻研养殖技术，当地党委在资金、项

目和外出学习等方面也给予其大力支

持。经过几年的发展，赵菲已成为大

兴镇野猪养殖的“带头人”、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缺少专业技能是贫困户致贫的主

要原因之一，实训基地在重视培养脱

贫攻坚“领头雁”的同时，也将有致

富愿望但无思路、有培养潜力但无技

术的贫困户纳入培训范畴。2018年，

红河州10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80%以

上的农村党员干部、60%的农村党员都

会在实训基地进行至少2门以上实用技

术培训。

因幼年失聪，建水县李浩寨乡长

营村村民黄晓不方便外出务工，家里

的收入仅靠2亩玉米地，生活十分拮

据。她也是村里脱贫较难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之一。2017年，李浩寨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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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军为实训基地学员讲解蜜蜂养殖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