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风采

32022年 10月 12日 星期三 电话／2121545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何俊倬 终校／关友芳

味道永平

综合新闻

［转载自10月 4日《云南日报》］ ［转载自10月 5日《云南日报》］

“能被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要
感谢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我的信任，我
收集了群众和党员的建议和意见，把大
家的心声带到北京去！”芒市遮放小毕
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线小晃指着金
灿灿的稻田高兴地说，她在这里实现了
梦想，带领 5500 多户乡亲们种好遮放
米，擦亮“贡米之乡”品牌，让大家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

初秋时分，走进芒市遮放坝子，微
风吹过稻田，成熟的稻穗都弯下了腰，
丰收的喜悦挂在群众脸上。回忆起创
业经历，51 岁的线小晃说，自己在 1992
年嫁到了素有“贡米村”之称的遮放镇
户闷村，全家的收入主要靠耕作自家的
10 亩田地，日子并不富裕。六七年后，
她积极响应改革开放号召，贷款 5 万元
购买了一台菜籽榨油机，在街面上租了
一间铺面，收购油菜籽、加工菜籽油，一
年的时间就还清了贷款，开启了创业致
富之路。后来，她看准了遮放贡米的优
势，投资 30 万元购买了碾米机和包装
设备，有了自己的“遮放香软米”专用包
装袋，正式开办起了大米加工厂，并逐
渐壮大，形成集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大米加工厂，成立了芒市遮放小毕朗
米业有限公司。

“跟着线小晃种粮食有盼头”是芒
市遮放镇农户共同的心声。“线小晃带领
群众增收致富，热心公益，用心用情关注
困难群众。她是一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
女，更是一名尽心履职的党员。”芒市遮
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煜丞说。

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创业，线小晃
创办的芒市遮放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
探索出一套“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科技”的经营模式，带动成立了芒
市遮放小毕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免费提供谷种、技术、肥料等惠农举
措吸引农户参与，目前公司订单面积达
3 万多亩。公司年加工、销售大米 2 万
余吨，年销售收入达 8000 万元，产品销
往昆明及贵州、广东等地，“小毕朗”商
标在云南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具有
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线小晃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开办起
了肉牛养殖场、饭馆，提供 60 多个就业
岗位，帮扶 20 个贫困监测户就业，与 61
户贫困监测户签订利益联结机制，按照
每吨高于市场价 200 元的价格统收统
购，带动发展、共同致富。她竭尽全力
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被当地人称为
脱贫路上最美傣族农村妇女。贫困监
测户春节没有年货、建房资金不足、家
人病重时，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2005
年，由于我省自然灾害频发，需要大批
粮食，线小晃将自己收购的 10 万公斤
粮食上交给了中央粮食储备库。

线小晃深知读书是边远山区孩子
最大的出路。她向芒市遮放贡米助教
基金捐款，并从 2010 年开始，累计资助
85 名家庭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共发
放资助金 50 多万元。2012 年至今，她
每年都会向一些偏远山区学校赠送大
米。近两年来，她累计捐赠 35.8 万元支

持村里建设美丽乡村、文化活动室、乡
村公共设施和开展文化活动。疫情防
控期间，线小晃先后向湖北和边境一线
捐赠了 20 多吨遮放贡米，积极带领群
众接种疫苗，和村党组织到边境一线慰
问卡点执勤人员，从没有说过苦和累，
为支部党员树立了好榜样。

线小晃先后荣获云南省首届少数
民族农民科技致富带头人、云南省脱贫
攻坚奖“社会扶贫模范”、第七届云南省
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
多项荣誉。小毕朗米业公司也先后被
评为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云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云南日报记者 管毓树

每次到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中寨司
莫拉佤族村采访赵家清，他总是很忙。

从 2021年 4月开始，赵家清担任清水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他分管 5个部门、联
系 7 个单位，加上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职务，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工
作任务杂且繁重，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赵家清表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
培养，任何一项工作都不能掉链子。

2010年 3月，年仅 28岁的赵家清当选
三家村党总支书记。“那时候担心自己到
底能干多久，能不能干好，没想到这一干
就是 10多年。”赵家清笑着说，那时候的三
家村路不通、脏乱差、群众日子过得苦。
刚一上任，困难和压力就摆在他面前。

如何拔穷根、谋致富，让大家过上
好 日 子 ？ 首 先 要 解 决 产 业 发 展 问 题 ，
赵家清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立足资
源优势，牵头成立了“草上飞”土鸡养殖
专业合作社，发展种植泡核桃、油茶、特
色中药材等产业，让群众增收致富。

三 家 村 是 一 个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村 ，
赵家清始终把民族团结摆在重要位置，
将推动少数民族村寨发展贯穿始终。

“我们开设民族文化大讲堂，通过火
塘会、专题宣讲等方式，和各族群众一起
说过去、讲现在、谈未来，算发展账、收入
账、政府补助账，使各族同胞深切体会村
寨发生的变化。”赵家清告诉记者，村里
注重教育培训，累计开展养殖、餐饮等技
能培训 8 期、培训少数民族 360 余人次，
开展民族舞蹈培训 18 期、培训 600 余人
次。2017 年，全村顺利脱贫出列。

“家人的理解、支持以及父老乡亲
的信任、期盼，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回忆起 10 多年来的酸甜苦辣，赵家清有
很多感慨。

在决战脱贫攻坚的那段时间，家人
在白天几乎很难见他一面。而此时，赵
家清的老父亲因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右
腿 脚 踝 粉 碎 性 骨 折 ，需 要 长 期 住 院 治
疗。赵家清是家中的独生子，但在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期，他根本没时间照顾父
亲 。 照 顾 父 亲 、接 送 两 个 孩 子 读 书 上
学、料理家庭生产生活这些重担全都压
在了妻子身上。他只能在完成每天的
工作任务后，深夜赶往腾冲市人民医院
看看病床上的父亲。面对妻子的埋怨、
孩子委屈的泪水，他总是默默承受。

在赵家清的带领下，三家村通过采
取“1 个基层党组织、1 个自管组、N 个群
团组织”的“1+ 1+ N”模式推进乡村治
理。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群众选出了
由纠纷调解员、安全生产监管员、乡风
文明宣传员以及路长、巷长、院长“三员
三长”组成的自管组，分块负责村庄治
理各项工作。从此，独居老人不用担心
自家的电灯无法亮起，村民们不用担心
村 道 不 整 洁 …… 老 年 协 会 、红 白 理 事
会、村民小组、文艺队，村里的群团组织
都积极发挥作用，探索形成了共建共治
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2020 年 1 月 19 日，赵家清迎来了人
生难忘的时刻。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
佤族村，他全程陪同汇报工作。

“‘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春节前夕来到
司莫拉佤族村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我
们 将 时 刻 铭 记 总 书 记 的 嘱 托 ，全 面 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 。”谈到未来的发展 ，
赵家清信心满怀。

如今的三家村，处处呈现蓬勃发展
活力。近年来，中寨被评为“国家少数民
族特色村落”、国家 AAAA 级景区，三家
村被评为国家传统古村落、省级卫生村，
三家村党总支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云南省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

云南日报记者 李建国 杨艳鹏

带领乡亲们奔跑在致富路上
——记芒市遮放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线小晃

代表感言
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

才是真正的富。看到群众富起来、
开心起来就是我最大的梦想。我
要用行动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今后，我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干事创
业精神，搞好农业生产，投身公益
事业，为农民发声，展现新时代农
民的责任和担当，为美丽乡村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只为幸福佤村更幸福
——记腾冲市清水镇副镇长赵家清

代表感言
被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意味

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农
村，接续奋斗，把为群众服务的工
作做得更细更实，把党的好政策落
实到每一个群众中去，让幸福的佤
族村更加幸福！

党的工作千万条，为民服务第
一条。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要求
越来越高，期待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
织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大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的选派力
度，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冰彬） 10 月 7
日，随着永平县水泄乡烟叶收购站收购
线上最后一筐烟叶验级、过磅、录入系
统、入库，全乡烤烟收购工作圆满完成，
烟农喜获丰收。

水泄乡自 8 月 25 日开磅收购，到 10
月 7 日完成收购任务，烟叶收购合同量
完成 100%。

今年 ，水 泄 乡 严 格 按 照 烤 烟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要 求 ，把 烤 烟 作 为 群 众

增 收 的 重 点 产 业 来 抓 ，全 乡 共 收 购 烟
叶 62.45 万 公 斤 ，中 上 等 烟 叶 比 例 达
94.48% ，收 购 均 价 每 公 斤 31.33 元 ，实
现烟农交售收入 1956.75 万元，烟叶税
收达 430.48 万元，亩产值达 4424.04 元。

□ 通讯员 曹钰 文/图

10 月 9 日，永平县开展 2022 年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活动在博南镇永昌线
沿路共种植香樟树 260 棵、三角梅 500

余棵、云南樱花 100 棵、黄冠菊 8000 平
方米，增加绿化面积 21000 平方米。

当天，参加植树活动的市民拿起锄
头、铲子等工具，热火朝天地挥锹铲土、
移树入坑、培土固定、提水浇灌。不一会

儿，路旁便绿树挺立，放眼望去一片新绿
蔚然成景，为永昌公路增添了几分靓丽。

据了解，今年永平县出台了《永平
县 建 设“ 生 态 文 化 新 城 ”三 年 行 动 方
案》，提出实施绿化、美化提升行动，以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重点，构建绿量充
沛、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环境优良的生
态环境系统，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的高品质县城。同时，还出台了《永平
县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方案》，提出
开展全民义务绿化、美化行动，全力发
动广大干部职工及人民群众积极投入
城乡绿化、美化，确保三年内完成义务
植 树 200 万 株 以 上 ，并 保 证 成 活 率 达
85％以上，保存率达 80％以上。

下一步，永平县将抓住全省实施绿
美城市建设三年行动的机遇，加快实施
绿色革命行动，以“公园城市”建设理念
推进城乡绿化、美化，认真落实“城市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年植树数量
不低于前 3 年平均值”等目标要求，做好
拆违建绿、留白增绿、破墙透绿、见缝插
绿等工作，通过城乡绿化、美化绘就美丽
永平画卷。

新开园的永平县博南镇中心幼儿园一角。（摄于 9月 28日）
当天，永平县举行了博南镇中心幼儿园、龙门乡中心幼儿园开园仪式。此次开园的两所幼儿园环境优美、设施完备，将进一

步满足当地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也为永平县加快教育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通讯员 杨莹思 摄］

永平开展2022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永平水泄乡烟农喜获丰收

□ 特约记者 杨福军
通 讯 员 杨玉梅

近年来，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永平县，久久为功“十个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

组织建设好。抓实农村基层党组织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农村“领头雁”培养工程，接续提
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通过党委带动、
支部推动、党员促动、党群互动“四级联
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按照“选得准、派得强、呆得住、干得
好”标准，派强用好驻村工作队，打造乡
村振兴排头兵。建立“党员+群众”联动
机制，鼓励引导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充分发挥乡贤独特优势，凝

“贤心”、聚“贤智”、汇“贤力”，赋能乡村
振兴。

特色产业好。坚持一村一品、种养结
合、农旅融合、生态有机，着力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把乡村打造成“看得见绿水青山、
闻得到鸟语花香、吃得到放心食品、赚得
到绿色经济”的样本花园。龙门乡大坪坦
村因地制宜发展高山生态茶，被认定为

“中国美丽田园”“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大理州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
美丽乡村”；厂街乡杨柳树村靠山养山种
植枇杷，全村枇杷年均产值达 200万元。

环境整治好。深入开展“五清一改”
和“两污一厕”攻坚战，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龙街镇古富村以室内卫生清洁、屋
外卫生清洁、个人卫生清洁，家中庭院和
院外绿化、美化，家中生产工具、生活用
品等摆放规范为标准，创新开展“十星评
比”创先争优活动，进行“每月一检查一
公开一评比一表彰”“党旗飘彝山”人居
环境大提升活动，营造了“寨子清洁，我

家干净”的良好氛围。
集体经济好。深入实施集体经济强

村工程，进一步整合各级各类涉农项目
资金，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
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打破地域界限，
引导经营项目向城镇、园区和文旅资源
富集区集中，支持多种模式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鼓励村组联动发展集体经济。
积极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群
众变股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
商、宜游则游，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确保全县所有村（社区）年集体收入
达到 5 万元以上。

乡风文明好。建好管好用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及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动

“两个中心”互促发展同频共振，让党的
声音入脑入心。通过推广积分制、健全
红白理事会、完善村规民约、创建“文明
村镇”、评选“五好家庭”“最美家庭”“好
婆婆”“好媳妇”等，维护公序良俗，涵养
良好家风。龙门乡官庄村成立理事会、
监事会和环境卫生纠察队，保证婚丧事、
门前三包、环境卫生相关规定落地；博南
镇曲硐村把“我为出行让一步”写入村规
民约，村民主动退后 30 厘米建新房，推
动了村级有效治理。

群众参与好。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畅通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群众成
为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最大参与者、
最 广 受 益 者 、最 终 评 判 者 。 充 分 利 用

“永平县书记院坝（楼宇）协商会之亲商
恳谈会”、群众会、户长会、党员大会等，
向群众宣讲乡村振兴的政策，不断激发
广大群众投身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提升、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隙地利用好。引导支持群众充分利
用村组道路、边角地、房前屋后、四旁隙

地等零碎地块，门前种菜，院后种树、院
中有花、村中有园，大力实施补白增绿行
动，见缝插绿、应绿尽绿，因地制宜发展
小果园、小菜园、小竹园、小花园、苗圃园
等小园隙地经济，在促进农业增收基础
上，将绿化与美化结合，推动人居环境由

“一处绿”转向“处处绿”。
文化赋能好。挖掘乡村的民族特

色、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提高农业产品、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的附加
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龙街镇十字口
自然村，立足 88 棵千年古核桃树和 100
多棵百年古核桃树，推动乡村振兴与绿
色发展深度融合，实现村庄变成景区。

网格管理好。按照“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原则，构建

“网格员+网格长+志愿者”三级网格化
联动服务体系，通过定片区、定人员、定
任务“三定”措施，实现疫情防控、河长
制、林长制、综治维稳、人居环境、护林防
火等工作责任到村、到组、到户、到人。
认真落实县、乡（镇）、村（社区）“三级书
记”抓巩固促振兴领导体制和责任机制，
固成果、防返贫，强规划、优布局，立新
标、鼓干劲。做好“多网合一”，统筹管理
网格，每个网格都由相应的村组干部担
任网格长，并建立日常管理台账，网格长
对网格内的各种情况心中有数。

长效机制好。严格落实“书记院坝
（楼宇）协商会”“驻企店小二服务团”工
作机制，实现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互促
共赢。结合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和实用性
村庄规划编制，建立规划引领机制，做到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确
保各村民小组房屋风貌统一。建立村庄
道路、垃圾和污水处理、公共厕所等公用
设施和村庄绿化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管护
长效制度，提高管护能力和水平。

永平“十个好”
稳健走好乡村振兴“精准棋”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