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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党

建+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流

转林地1 2 1 9亩种植仿野生铁皮

石斛。

“通过联合当地党组织，采

取召开群众会、入户动员等方式，

核心种植基地周边无力自主发展产

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纷纷加入合作

社，抱团取暖。”据凌垭合作社理

事长周艺畅介绍，目前合作社已经

吸纳7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并

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采取自管和托

管两种模式促增收。73岁的何安荣

年老体弱，难以上山种植石斛，合

作社便吸纳他到基地分拣石斛。他

表示，入股合作社后，他们家去年

得到近2000元的分红收入，现在每

天在基地务工也有80元的收入，何

安荣对于今年脱贫信心满满。

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

团结在党支部下、群众聚拢在党员

周围，在云南打响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百日总攻行动中，扎根广大农村

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起

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有效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位于滇东北的镇雄县，为促进

地方脱贫，因地制宜引入企业发展

生猪产业，由安徽企业投资建设的

镇雄民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的代表。建于镇雄县场坝镇摩多

村的生猪养殖基地，按照“支部+基

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可帮助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流转土地、基地务

让“三个组织化”刷出新成绩单

起战鼓、吹响号角，云岭大地上拉开了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百日总攻行动的序幕。一项项蓬勃发展的产业、一
辆辆外出务工的车辆、一张张搬进新居的笑脸……通过提
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三个组织化”程
度，产业链上的党组织让群众闯市场有了底气；务工人员
密集区的党组织使群众工作就业有了主心骨；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上的党组织使群众“挪穷窝”有了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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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籍外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支部建在产业链

促农增收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主

要途径和长久之策。云南通过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的作

用，推动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不断

壮大，也为贫困群众长期增收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广南县自古以来就有种植铁

皮石斛的传统，但由于近年来市场

无序竞争，导致该产业并没有实现

助农增收。为更好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广南县杨柳井乡引入广南县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