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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高路远、语言难通，闭塞落后，处于原始的社会状
态，与现代文明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如今，现代产业取代刀耕火
种，电商走进平常人家，条条洁净的水泥路连通村村寨寨……

这是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生产生活发生的变
迁，展现出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奇迹：2020年，云南11个“直过
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中，9个民族实现整族脱贫，2个民族基本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是什么推动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千年跨
越？是一股能撼天动地的“红色力量”：这是党发挥制度优势整
族帮扶、精准施策的政策之力；这是党凝聚民心、汇聚各方力量
办大事的组织之力；这更是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带头苦干实干
的实践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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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族帮扶 精准施策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要

实现“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脱贫的目标，对于云南而言，何尝

不难于上青天。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

对云南当时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

力水平低下的独龙、德昂、基诺、

怒、布朗、景颇、佤、傈僳、拉祜

等9个民族及其他部分民族聚居区，

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帮助他们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然而，

多年来，因他们长期生活在偏僻山

乡，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复杂因素，

“贫困”如同紧箍咒般牢牢套在他

们头上。在一些“直过区”，部分

群众甚至只会刀耕火种，靠天吃

饭。陇川县勐约乡广瓦村温泉村民

小组景颇族群众尚勒用回忆起小时

候的生活还直摇头：“那时候家在

梁河县阿昌族聚居村关璋村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  郝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