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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畜、林菌、林游、林草“八林经

济”，发展生态产业，构建绿色经

济体系。此外，通过聘请有劳动能

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林场生态

公益林管理，解决了不能外出务工

人员的收入问题。

一座座荒山秃岭变成绿色长

城，怪石嶙峋的石旮旯地被改造成

一片片“喀斯特绿洲”。西畴县以

保护原生态为开发理念，突出生态

康养主题，按照创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规划建设香坪山景区，如今的

香坪山景区北门停车场、大地湖环

湖步道等已经建设完成。

在曾经“树木砍光、水土流

光、姑娘跑光”的西畴县兴街镇

“三光”片区，现今一片绿意盎

然。2016年，西畴县引进文山浩弘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这里开展产业

扶贫，流转了5000亩土地发展以猕

猴桃为主的经济林果，2021年预计

产果超过1000吨，不仅给当地带来

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还促进群众

脱贫致富。

现在的西畴县不再是石旮旯

地，常年天蓝、地绿、水净，环境

优美、空气清新，当地群众吃的是

绿色生态食品，呼吸的是新鲜空

气，享受的是明媚阳光，西畴已变

成宜居、宜人之地，绿色已成为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最美“底色”。

“扶智”与“扶志”两手抓

教育是斩断穷根的根本，但过

去，教育负担是压在西畴贫困群众

身上的大山。上学难、上学贵、学

不到有用的知识，很多家庭认为读

书无用。

“ 治 贫 先 治 愚 ， 扶 贫 先 扶

智。”西畴县按照“要脱贫教育先

行”的思路，弘扬“等不是办法、

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

“扶智”与“扶志”两手抓。从

2014年全县失学、辍学学生350人，

到2020年全县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已

实现动态清零。

为从根子上补上教育基础设施

短板，西畴县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2014年以来，在山大石头多、人多

耕地少的条件下，西畴把县城最好

的840亩土地规划用于建学校。西畴

县第一中学校长郑杰告诉记者，以

前的一中，校园狭窄，4000多名学

生只能挤在42亩的校园里，只见人

头不见土。由于办学条件差，70%的

好生源都往州一中、市一中去了。

“随着新校园的建成，现在70%的好

生源能留下。”郑杰说。

70余年来，西畴县第一中学为

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向高一

级的学校输送了一批批优秀学生，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

人才支撑。2020年高考一本上线39

人，二本上线253人，文科最高分

572分，理科最高分633分。今天的

西畴县第一中学，已成为西畴地区

人才培养的摇篮。

群山环绕的西洒镇，坐落着一

所特殊学校——西畴县第三中学。

这里是为了让失学辍学的孩子重返

校园，于2020年6月筹建的。校园

不大，但承担起了全县教育的“兜

底”工作，将全县失学、辍学、厌

学、退学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实施

封闭式、军事化的教学管理，军

训、跑步、学习“西畴精神”。西

畴县第三中学校长侯宽平告诉记

者，面对一群脸庞仍显稚气的学

生，学校从细节入手，交心谈心，

逐渐解开了他们的心结，让学生们

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据了解，2014年以来，西畴县

累计投入教育项目建设资金13.44亿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孩子在

接受学前教育时，会得到每年800元

的财政补助；进入高中及以上学段

时，会得到每年3000元的补助。全

县新建和改扩建校舍面积15万余平

方米，建成农村学校教师周转房685套

2.57万平方米，硬件基础设施基本

能满足未来10年教育发展需要。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 

在中国古诗词中和文人笔下，西畴是一方美丽田园的
代称。然而，与这世外桃源般名称大相径庭的是占国土面
积75.4％的喀斯特石山区。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山州西畴县群众面对恶劣的生
存发展环境，在摆脱贫困的长期奋斗中，孕育形成了以
“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为内核的
“西畴精神”。这个比石头还硬的坚定信念，在苦干实干
中薪火相传。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中，“西畴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云岭大地上书
写了光彩夺目的崭新篇章。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员到教学基地培训
西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