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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名党总支书记解决副科待遇。

从维西县叶枝镇派到同乐村担

任村党总支书记后，和政国经过仔

仔细细的调研，决定带领村民种植

中药材。没资金、没技术，群众不

敢干，和政国就动员自己的联系户

和党员先种。碰到技术难关，他就

带着党员外出实地考察，并购买秦

艽、重楼、珠子参等中药材种子发

给困难群众种植。由此，群众的顾

虑渐渐消除。目前，同乐村已发展

中药材种植2200余亩，户均7亩多。

党支部建有标尺，抓有方向。

一进香格里拉市五境乡泽通村村委

会办公场所，一块硕大的展板立刻

映入记者眼帘。以“五个有”为目

标的“红旗工程”，对村“两委”

班子的日常工作、党员先锋作用的

发挥、阵地建设的要求等都写得清

清楚楚。泽通村党总支通过严格执

行支部规范，群众对党组织越来越

信任，村子的发展如火如荼，今年

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收益预计可

达420余万元。

强村带弱村，支部“抱团”促

脱贫。陆良县大莫古镇筛选出4个班

子战斗力、综合实力、辐射带动能

力相对强的村党组织，与4个班子相

对较弱、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增收

乏力的村级党组织，按照一对一的

形式结成对子，充分发挥强村的组

织优势和资源优势，把成熟的经验

推广到后进村。通过实施“强村与

弱村结对帮带工程”，4个弱村党总

支全部“晋位升级”，村级集体经

济全部实现零的突破，贫困户脱贫

销号494户共918人，脱贫攻坚首战

告捷。

建强村级活动阵地，凝聚干部

群众脱贫精气神。经过多年的持续

推进，全省共投入建设资金65亿多

元，累计建成2.7万多个村民小组活

动场所，基本实现所有村民小组都

有可供使用的活动场所。整合资金

3.16亿元，建成1701个乡镇食堂、

厕所、澡堂、图书室、文体室、开

水房、电视房等“七小”设施，乡

镇干部职工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有

效改善。

云岭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基层

党组织成为群众脱贫的主心骨。30多岁

的郭丁香夫妇是弥渡县德苴乡新和

村村民，以前在外省务工，扣除房

租、来回路上的花销，赚不到多少

钱，生活依旧贫困。后来，在村党

总支的带动下，他们回乡盖起牛圈

养起肉牛，从起初的养3头牛开始，

到现在的越来越多，郭丁香说：

“现在一年可以赚不少钱，还可以

照顾家中的老人小孩，比打工强

多了。”

建合作社

因村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

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准路子、突出

特色。欠发达地区抓发展，更要立

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特色

文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

立足高原特色，云南各级党

组织切实担负起引领产业发展的

职责，探索“党支部+龙头企业+

贫困户”“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党支部+协会+贫困户”等多

种各具特色的“党支部+”扶贫产业

模式，通过整合多方力量，推动产

业可持续发展。

易地搬迁后的维西县庆福村尝

到了甜头。村党总支结合县、乡、

村产业发展思路和当地种植中药材

的传统，成立了以村党总支第三支

部书记李红光为法定代表人的“维

西岩东种养殖农业合作社”，与龙

头企业云南兰草公司签订收购合

同，整合200余亩土地，集中连片进

行中药材规范种植，并形成了党支

部搭台、农户为主体、龙头企业为

纽带的模式。

2018年，庆福村东山村民小

组仅中药材种植户均增收6000元

以上，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渠道。

“过去，村民只种玉米和马铃薯，

勉强维持温饱。现在村民把土地流

转给合作社，并到合作社打工，就

有了地租、务工、年底分红三项收

入，去年合作社给群众的分红达到

13万余元。”维西岩东种植养殖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李红光说。

“特色种植业有15项，羊肚

菌、中草药材、花卉种植……；

特色养殖有5项，山羊、生态土

鸡……”记者在怒江采访中发现，

怒江州不仅组织每个村成立1～2

个农民合作社，通过农民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组织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还在特色两字上做足了文章。

怒江州产业扶贫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说：“怒江州地处群山之

中，交通成本高，如果不做好特色文

章，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

2019年3月25日，兰坪县建浩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柑橘基

地，山坡上一棵棵柑橘树满缀白色

的花朵，孕育着希望的果实。得知

公司负责人和建忠从矿业转型发展

现代种植养殖业，带动1755户贫困

群众户均增收7900元，省委书记

陈豪十分高兴地对当地干部说，要

大力培养扶持致富带头人，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

带动更多当地群众早日脱贫。

云南的深度贫困地区注重引

进龙头企业，拓宽特色产业发展之

路。结合永春乡在冰葡萄种植上的

区位优势，维西县引进帕巴拉冰酒

销售有限公司，吸纳新技术、打造

新基地，带动资源开发与贫困群众

增收。如今，维西的冰葡萄已经打

开了市场，种植户脱贫指日可待。

“种植玉米亩收入是800～1000元，

而冰葡萄的亩收入可达5000元。”

维西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算了这样

的一笔账。

感恩教育

让贫困群众的斗志昂扬起来

一位嗜酒如命、无所事事的极

度贫困群众，在挂包帮干部的教育

引导感化下，逐渐改变陋习，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