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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力度。西双版纳

州修建了第一条公路、办起第一家

银行、成立第一个邮局、投建第一

个糖厂、第一个水电站实现装机发

电……召存信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西

双版纳州建设事业，以实际行动推

动民族团结开花结果。

云南共有9个“直过民族”，

他们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

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

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如

今，他们又实现从千年贫困向全面

小康的又一次伟大跨越。

以生活在贡山县独龙江乡大山

深处的独龙族为例，被高山大川封

锁千百年的独龙族，在党中央的关

怀下，当地不仅早已通公路，还在

2014年开通4G网络，成为云南省第

一个开通移动4G信号的乡镇，与新

时代同步接轨，实现了民族的进步

与腾飞。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要求云南努力成为我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着力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

为确保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建设实体化、工程化、项目化，

省委、省政府编制实施了《云南省

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

（2016—2020）》。今年5月1日，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条例》施行，标志着云南省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进入了规范化、

法制化轨道。

经过不懈努力，云南的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卓有成效，

大理、西双版纳、楚雄、普洱4个州

（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市）”，

47家单位被命名县级及以下“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

位）”，7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命名数量

居全国前列。

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7 0年前，基诺族尚处于原始

社会末期，以刀耕火种、采集狩猎

为生。40年前，基诺族才被确认族

名，成为我国第56个民族。今年4

月，基诺族宣告“整族脱贫”。

在基诺族的主要聚集地景洪市

基诺山乡，201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11757元，是40年前的110倍，全

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仅剩34户79人。

从刀耕火种到发展特色农业，从封

闭寨门到四海迎客，从物物交换到

网上卖货，基诺族的整族脱贫，是

云南近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踏

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实现跨越发展，多年来，云南省

委、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

早在2000年，云南就先后在基诺

山、布朗山启动“两山”综合扶贫

开发，加大对布朗族（克木人、莽

人）、拉祜族的帮扶力度，同时在

少数民族众多的25个边境县开展

“兴边富民”行动，使民族地区各

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十三五”期间，云南把9个

“直过民族”和另外2个人口较少民

族列入先行攻坚计划，分别为其制

定了整族精准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这些举措的成效已经逐步显现，

2018年与基诺族一起脱贫的还有独

龙族和德昂族。这些“直过民族”

目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都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

域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范

围内，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已由2014

年的293.8万人减少至2018年的86.5

万人，27个贫困自治县已有14个顺

利摘帽。

通过特色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保护扶

贫等多项行动和资金支持、项目支

持、驻村扶贫、一户一策的精准实

施，“直过民族”聚居区的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民生事业大为提升，

“两不愁”基本实现，“三保障”

正在巩固。

走进弥勒市西三镇可邑村，宁

静的山村、古朴的民风、好客的村

民、精美的壁画、浓郁的彝族阿细

文化让人陶醉……近年来，云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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