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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攻城拔寨的脱贫攻坚大

会战。

昭通如何跳出“贫困—人口

增长—环境恶化”恶性循环的“贫

困陷阱”？云南给出答案：要守住

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

势，奋力赶超，把昭通打造成云南

经济新的增长点。昭通向深度贫困

发起总攻，“挪穷窝”更要“断穷

根”，坚决把那些生活在不具备发

展条件的贫困山区、生态脆弱地区

的群众搬出大山，真正让人搬到人

该待的地方、让树长到树该长的

地方。

40多万人易地搬迁。搬哪里，

怎么搬？昭通谋篇布局：按照“进

城、入镇、进厂、上楼”的思路，

打破市、县、乡、村行政区划，着

力探索“中心城区安置、县城安

置、保障房安置、中心集镇安置”

四种模式，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一步实现由农村到城市、由农民到

市民的历史性转变。

如何做到“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昭通探索新路：在迁

出地，盘活搬迁群众耕地、林地、

宅基地“三块地”，实现资源变资

本、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

变”，让群众安心搬出大山；在迁

入地，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

就业“一配套两支撑”，切实解决

搬迁群众就学、就医、就业等问

题，解除群众后顾之忧。

可接纳4万人入住的鲁甸县卯

家湾易地扶贫搬迁跨县安置区全面

竣工；云南人口第一大县镇雄县，

已顺利完成6.8万贫困人口易地搬

迁……易地搬迁的战场如火如荼、

凯歌高奏！

贫困人口搬迁进城只是第一

步，在产业现代化方面“杀出一条

血路”，才是昭通实现脱贫致富的

必由之路。在5万亩现代化苹果产业

示范园的带动下，昭通苹果、马铃

薯、竹子、特色养殖、天麻、花椒

“6个百亿元”高原特色产业已具

雏形，可覆盖贫困户39.48万户、

170.73万人，覆盖率达98%，成为昭

通产业扶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0多年前，一位当地诗人曾

以“这无法游泳的海，只能以驼铃

解渴，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

悲情描述昭通的贫困。现如今，诗

人可以赋新篇了：昭通全市贫困人

口从2014年的184.37万人下降到

2018年的58.8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3.27%下降至12.49%，生机盎然的

新昭通需要重新描述！

锻造红土高原上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

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

苦熬”的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

致富。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

是被称为患了“地球癌症”的典型

的石漠化地区，西畴百姓就生活在

这样的区域，外国专家判定西畴为

“基本丧失人类生存条件”。

西畴县岩头村真正是“长”在

悬崖峭壁上。行路难，生活更难。

村民卖头猪，光雇工把猪抬出去，

就得花去猪价的一半。

“苦熬下去的结果就是一辈子

受穷。”村民李华明不愿再让下一

代受穷，带领大家开山凿石，决心

打通进村路。这一干就是12年，进

村路终于打通了，给村民过上富裕

生活带来了希望。

20多年来，特别是脱贫攻坚战

打响以来，西畴人民战天斗地，共

建成保水、保土、保肥“三保”台

地10多万亩，垒成的石埂加起来长

达5万多公里，可绕地球一周以上；

开山凿石向悬崖峭壁要出路，共挖

通进村道路3000多公里。挑战生存

极限，西畴人想明白了，“等不是

办法，干才有希望”。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脱贫

攻坚精神在云岭大地被充分激发出

来，成为广泛共识。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大理州湾桥镇古生村考察，

勉励当地干部群众：“党和政府还

会不断增加农业农村投入，支持农

村建设发展，支持农民增收致富，

大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大理州

干部群众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昭通市镇雄县大营村彝族村民跳舞欢庆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