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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四位一体’项目，我

们社区的红色氛围更加浓厚，边境

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也得到

充分发挥。”自治社区党总支书记

余华亮说。

发展集体经济 加快脱贫致富

乡村要振兴，村民要脱贫致

富，离不开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没有村级集体经济，就没有自

己的“造血”功能，农村人居环

境、农村公共服务等项目的效益最

终也不可持续。在“四位一体”建

设项目中，整合了各方资源，拥有

较大的资金体量，给边境村寨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来了利好。

10年前，作为第一批大学生村

官，段必清来到与缅甸隔河相望的

瑞丽市勐秀乡户瓦村。为改变这里

的贫困落后面貌，段必清在当地发

展起土鸡养殖特色产业。从饲养第

一只土鸡到建设养殖基地、拓展线

上销售渠道、开线下体验店，通过

8年的努力，段必清终于在2017年成

立户瓦山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因

为成绩突出，他获得当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

“经过多年的摸索，虽然积累

了不少养鸡经验，但合作社建立起

来后，资金、技术、发展等诸多方

面，都存在着不少困难。”段必清

说，好在“四位一体”项目资金及

时补充，帮助合作社渡过难关。如

今，户瓦山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已

经逐步走上正轨，并通过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互联网”的发展模

式，吸引当地110户村民加入，拓宽

了网络销售渠道。在这个中缅边境

的小山村，养鸡已经成为年产值近

千万元的产业。

“依托‘四位一体’项目，

我 们 村 建 起 ‘ 巾 帼 刺 绣 扶 贫 车

间’，把边境线上的人气重新聚了

起来。”富宁县板仑乡龙迈村党总

支书记梁绍科说，在边疆开展党建

工作，最大的政治任务是守土固

边、兴边富民，最有力的举措就是

脱贫攻坚，让边疆人民过上幸福生

活。龙迈村彝绣经过千百年的技艺

传承，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近年

来，随着市场对手工刺绣的认可度

越来越高，通过建设“巾帼刺绣扶

贫车间”，龙迈村发展产业、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信心越来越足。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边疆形象

记者了解到，由于云南边境地

区资源不同、情况各异，各地因地

制宜开展“四位一体”建设。如位

于边境线上的国门口岸、重要通道

和抵边各村寨，具体项目都紧紧围

绕边境民族特点，把“四位一体”

试点项目建设成为树立国门形象、

展现民族风情的秀美村庄。

河口县莲花滩乡莲花滩村地

处河口口岸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

该村有着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但

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没有为村里带

来收益，反而成为村民眼中的负

担。“村里的路本来就烂，过往车

辆又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车多，到了晚上没有路

灯，为了安全，哪里也不敢去。”

困扰村民许久的问题，随着

莲花滩村“四位一体”项目的实施

开始改变：“村里建起大型商品交

易市场，不仅为村集体带来收入，

还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寨。”在莲花

滩村党总支书记曾昌华看来，村集

体有了收益，可以帮助当地提升人

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还能改善

当地落后的生活习惯。河口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马玉波说：“莲花

滩村‘四位一体’项目的实施，使

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人居

环境有了很大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组织力不断提升，国门形象的名片

也擦亮了。”

据了解，经过两年来的努力，

“四位一体”试点项目已经全部完

成。随着项目的推进，一个个村庄

改变了落后面貌，一户户村民改变

了封闭的生活方式，这也让生活在

边境线上的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2 0 1 9年云南在 2 5个边境县

（市），通过竞争立项，择优选择

了60个行政村为试点，继续以项目

化理念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通

过发挥组织部门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财政部门的资金优势、项目

优势，农业农村部门的专业优势、

技术优势，驰而不息地打造一批又

一批立得住、叫得响、能推广的

标杆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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