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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短板

改写民族地区发展历史

长久以来，由于云南大部分少

数民族聚居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因而起步晚、底子

薄、基础设施滞后，影响了发展。

“十三五”期间，云南加快

沿边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实现有

条件的沿边行政村之间公路通畅。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

地区、沿边地区一定规模的自然村

通硬化路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建成

2.5万公里。同时，还不断加强民生

水利建设，少数民族聚居村农村饮

水集中供水率达到85%，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80%以上。

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关璋村地

处西南边陲，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一

个古老村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民族风情浓郁。但由于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人畜饮水困难等，村里长

期处于贫困状态。2015年7月，阿

昌族被国家列为重点帮扶的人口较

少民族,实施“整乡推进，整族帮

扶”，关璋村也重新规划，盖起了

关璋新村。

如今，走进关璋新村，村落依

山势而建，错落有致。村子间的道

路用石板或碎石铺成，往来方便。

“原来村里只有一条乡村土路，大

型车辆不能进到村里，现在修通了

公路，大型旅游车可以直接开到村

里。打造新村后，引进水源，硬化

道路，完善基础设施。来的人多

了，乡村旅游也发展起来了。”一

名阿昌族村民高兴地说。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全国深

度贫困“三区三州”之一，过去，

怒江地区傈僳族聚居区群众住房多

以竹篾房和木楞房为主，居住条件

和出行条件较差。“以前，村里运

货物都靠肩挑背驮，进出都是泥巴

路，现在摩托车、电动车可以开到

家门口，从县城打车可以直达家

门口；过去，每天都要到一公里

外背水喝，现在家里都装了自来

水……”福贡县匹河乡沙瓦村指挥

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怒族村民和

永说。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并非

偶然。“十三五”期间，云南坚决

兑现“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庄严

承诺，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

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

划，累计完成项目建设投资376亿

元。同时，大力扶持“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对11个“直

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进行整体

规划、整族帮扶。如今，云南11个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历史

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

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占云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8个自治州、29个自
治县……

“十三五”以来，云南作为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特有民
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紧紧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
命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各项工作，让民族团结
进步之花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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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五年
民族团结之花更绚丽

洱源县郑家庄村民小组7个民族“一家亲”  郝亚鑫 

回眸“十三五” 奋进彩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