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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县公郎镇落底河村委会
有狗街、落龙寨、湾子、阿嘎、寒铁、
望江 6个村民小组，居住着以布朗
族为主的汉、彝、回、傈僳、苗6个民
族，是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
聚居区。自扶少政策落地以来，公郎
镇抓住云南省示范区建设“十百千
万示范创建工程”的机遇，打造出
狗街、落龙寨、寒铁、湾子 4个民族
团结示范村。

8月，走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落底河狗街村，进村的水泥

路两旁是一排排的绿化带和蕴含
民族元素的路灯，村民房屋的墙体
上绘着独具特色的布朗族图腾，散
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路的变化很大，这条路以前
是土路，我走路做养护工作需要
走一天，现在修成水泥路，我买了
电动三轮车做养护工作，只需要
一个小时……”做了 14 年养路员
的马德清是一名回族同胞，是落
底河寒铁村人，从 2004 年开始做
养路员，负责祥临路接口经狗街
村到寒铁村的道路养护。“不仅路
好了，养路员的工资也涨了，从每
月 450 元到 600 元到 1200 元，再到

现在的 1500元……”说着说着，马
德清脸上露出了笑容。

近年来，公郎镇依托扶持少数
民族、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脱贫
攻坚等项目，聚力少数民族发展，
布朗山寨实现了村内道路硬化、村
庄亮化、村卫生室建设、文化广场
建设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

产业发展是筑牢民族团结和
谐的经济基础，地处澜沧江畔的
落底河，全村最高海拔 1600米，最
低海拔 996米，属无量山低热河谷
区，立体气候特征突出，村民主要
从事种植业、牧畜业、餐饮业及外
出务工。

“咱们村气候条件好，适合种
植和养殖，我家养了120头猪，种了
1000 多棵桔子树，还有香蕉……”
落底河狗街村的布朗族青年官淑乾
介绍说，他早些年去浙江打工了 4
年，2016年回到狗街村发展种养殖
业，官淑乾说，目前的 1000多棵桔
子树到明年下半年收成的时候，可
收入3万元，一年出两栏的肥猪，可
收入纯利润6万元。

落底河村委会副书记官建国介
绍，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
候条件，村里家家户户种香蕉、芭蕉
等热带水果，家庭收入逐年增加。

发展教育是筑牢民族团结和
谐稳定的基石，通过完善学校设
施，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
通过加大贫困农民技术培训，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文化素质和增
收致富技能。

“近几年，村委会都会组织村
民们开展科学种养殖技术培训，
村民的种养殖技术提高了，农产
品产量增加，收入也增加了……”
落底河村委会副主任马会军针对
近几年村民素质提升的情况向我
们介绍道。

狗街村落底河小学的校园内，
绿树成荫，篮球场、教学楼、宿舍、
食堂、校园警务室等一应俱全。全
校共有 6 个民族 138 名学生，义务
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落底河
小学的校长王顺才说。目前，学校
基础设施齐全，每一间教室都有多
媒体设备，电脑室、美术室、体育室
建设全到位，住校学生做到“一人
一床位”。

民族团结示范村硕果累累，
如今的落底河布朗山寨已成为

“民族风情浓郁、村寨结构合理、
设施配套完善、交通便捷畅通、生
产生活便利、村容村貌整洁”的特
色民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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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为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要求
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开发工作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
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目标的
相关要求，瓦厂乡党委政府结合实
际，制定了“三个一”“五干净”“两规
范”目标，要求各级党组织从小事着
手，从细处落实。“三个一”即帮扶干
部每个月与挂钩建档立卡户同吃一
顿饭（帮扶干部自己买菜）、每个月与
挂钩户同扫一次卫生、每个月与挂钩
户同干一次农活（产业培植）；“五干
净”即干净衣着、干净屋子、干净庭
院、干净厨房、干净房前屋后；“两规
范”即生活资料规范、生产资料规范。

近日，瓦厂乡青年人才党支部结
合支部活动日，组织全体党员到入鹤
村第四村民小组开展“三个一、五干
净、两规范”系列活动。活动主要是
对入鹤村第四村民小组 9户农户（包

括非建档立卡户）的厨房、客厅、院
心、排水沟等家庭卫生以及进村入
户、户与户之间的道路周边的环境卫
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集中清理；对9
户农户生活生产资料进行集中规范
整理。活动中，每一名党员都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卖力打扫卫生、规
范整理生产生活资料，在与农户共同
劳动过程中，把脱贫攻坚政策知识及
乡党委政府的工作理念传达给每一
户群众，通过支部党员动情讲、认真
做，让农户转变观念，形成爱护个人
卫生、家庭卫生、村内环境卫生的良
好习惯。

本次活动意义非凡、效果明显，
通过一个下午的清扫和整理，整个村
民小组的进村入户道路、9户农户的
家庭卫生全面改善，青年人才党支部
的每一名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
显了青春活力，也为农户以后如何规

范自己的家庭卫生及生活生产资料
作了有效带动和示范。农户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会形成自
觉爱护家庭卫生和周边环境卫生的
良好习惯，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
自己的亲戚和邻居，努力在自己生活
的辖区范围内营造干净、整洁、靓丽
的人居环境；参加活动的党员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大家都付出了体力、干
出了效率，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以
后还要到其他村开展此项工作，通过
大家共同努力，全面、彻底改善全乡
的人居环境卫生和个人家庭卫生，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环境卫
生基础。 （梅晋敏）

8 月 10 日上午，龙街镇组
织召开脱贫退出补短板专项工
作会议。挂钩龙街脱贫攻坚工
作的县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
关行业部门负责人、龙街镇党
政班子成员、各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党总支书记共 100 多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龙街镇
党委书记主持。

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统战
部部长、县脱贫攻坚指挥中心专
职副指挥长、龙街镇脱贫攻坚第
一书记马永理部长聚焦全县脱
贫攻坚工作，从三个层面作了强
调和要求：一是希望龙街镇党委
政府牢固树立脱贫攻坚久久为
功的思想，避免在工作中出现

“一阵风”、“几分钟”的现象，要
建立健全奖惩督察机制，坚持党
建脱贫“双推进”，切实负起责

任，敢于担当，真抓实干，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二是
希望县级各帮扶部门要真帮、真
扶，将挂钩帮扶当作自己的家事
来抓，支持帮助好龙街的脱贫攻
坚工作。三是希望扶贫工作职
能部门立足全县脱贫计划、瞄准
问题补短板，自觉认领扶贫任
务，夯实责任，抓好会议落实，全
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龙街镇党委书记表示，希
望通过龙街镇和各部门、各村
的共同努力，统筹整合好各类
资源、全力以赴补短板，千方百
计提弱项，以“钉钉子”的精神
抓落实，以“绣花”功夫求精准，
确保龙街与全县一道如期通过
考核验收，脱贫摘帽。

各县级参会部门负责人就
龙街镇提出希望帮助解决的问

题进行了一一回应，并纷纷表
示将结合部门实际，全力以赴
协助龙街镇对照标准补短板，
持之以恒合力攻坚。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我们党的神圣使命。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的重大任务。龙街镇
党委政府将认真对照标准查找
不足，努力瞄准问题补齐短板，
做到头脑有方向、心中有感情、
手里有办法、脚下有印迹，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与全县一道
同步脱贫摘帽。 （刘仕德）

漾濞县瓦厂乡：党旗迎风飘 党员展风采 永平县龙街镇召开脱贫退出补短板专项工作会议

民族团结谱新曲 布朗山寨景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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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

那年中秋节，经人介绍认识
的梅打电话给我，约我中秋节晚
上去洱海边赏月。我一听满心喜
欢，一口答应。晚饭后，我俩准备
好月饼、水果、瓶装水等食品，骑
单车来到洱海边。

坐在土埂上极目远望，洱海及
海东的田畴、村庄、群山一览无余。

夕阳下，水光潋滟、水鸟逐
波……梅情不自禁地携起我的
手走下土埂，掬一捧洱海水洗
脸，面对洱海大声叫唤，将心中
的激情释放。

夜色四起，周围的景物被黑
暗包围。脚下的洱海寂静无声，
连秋虫也没有鸣叫，似乎一切都
在等待月亮东升。

说话间，我注意到水天连接
处裂开了一缝白色的线条。线条
由灰白转为雪白，慢慢绽放出了
光芒。亮光往上，钻入黑云，将光
明的范围扩大。洱海朦胧，景物
朦胧，秋虫开始吟唱，一切都在悄
悄地变化中。

“你看”我指着东方一片桃红

色的光彩说：“月亮的光辉如朝霞
般美丽！”“是的，一样的美丽，只
不过色调更柔和一点。”梅说。

我俩全神贯注地看着月亮从
山脊那片光彩中爬升，如升旗般
稳重地露出鲜亮的小半圆弧。小
半圆弧贴山脊徐徐上升，逐渐地
完成了自我圆满的整个过程，于
无声处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壮丽
——天地豁然明亮了！一枚又大
又圆的红月亮摆脱山脊的阻挡悬
挂天空，将银白色的光辉抛撒在
洱海上。

“吱儿、吱儿”柳树林里摇出
了一条船。

“啊喂喂，这边划过来！”梅大
声呼喊。船上的人听到喊声，掉
转船划了过来。这是条渔船，渔
家驶船要去赏月。“乘船游玩多少
钱？”我掏钱付船费。“自家的船要

什么钱，上来吧。”摇船的中年汉
子说。梅和我说了声谢谢，爬上
船与渔家三口一同游海赏月。

洱海风平浪静，哗，哗，一起
一落的桨声划破洱海的宁静。星
星点点的游船在月光的辉映下轻
轻摇曳。

梅和我站立船头临水沐月，
诗性在心中萌动。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
人相随。”我触景生情，吟咏李白

《把酒问月》里的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梅将一个东北姑娘和白族小伙子
的恋情浓缩在这句诗中。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姑
娘把课本上学的《静夜思》大声地
背出来，引起一片笑声。

“吃月饼喽！” 渔家大哥停

好渔船，把中秋节的食品摆开
招呼大家坐下。小姑娘依偎着
梅，听梅讲嫦娥奔月的神话故
事。渔家嫂子将蒸好的面糕端
船头敬献月亮，渔家大哥斟满
五杯葡萄酒，每人递一杯，然后

“举杯邀明月”，干杯！纯真的
情感浓缩在洱海月辉映下的一
条渔船上……

今夜，我站在洱海码头，看游
人兴高采烈地登上游船去赏洱海
月，不禁感慨万千，经过治理后的
洱海更加清澈可人，可是初恋情
人回了东北却杳无音信。这真
是：“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
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
水上到层城”。

忘不了的洱海月
□ 尹祖泽

8月7日至8月10日，大理供电局巡回宣讲团第四宣讲组奔赴大理城区
供电局、变电运行所、变电修试所等单位，为全体党员职工进行了主题为“深
学笃行党的十九大精神，肩负起新时代南网人使命担当”的报告宣讲。

“大伙听得很兴奋，越听越觉得有
奔头！”聆听宣讲报告的党员职工纷纷
表示，要立足本职学习贯彻落实好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鼓足干劲，
奋勇前进，为南方电网改革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通讯员 洪 涛 王 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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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 滟 杨 江

近日，洱源县鲜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给乔后镇大树村委会的部
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发放云当
归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
经济开辟了新路子。

洱源县乔后镇大树村委会共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40 户，今年，
大树村有很多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想发展中药材种植，却苦于找不到
合适的品种和销路。在乔后镇党
委政府的牵线搭桥下，当地企业鲜
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到
扶贫帮困工作中，公司根据贫困户
诉求，结合乔后镇地理优势，决定
引导贫困户种植云当归。

为了给贫困户吃下“定心丸”，
安心种植中药材，鲜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与贫困户签订了云当归种植
回收合同，不仅给予贫困户种植技
术指导，还承诺按统一市场价格进
行回收，实现从种植到销售一条龙
服务。

目前，洱源县乔后镇共有 50
户有自主种植意愿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收到了鲜宴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免费发放的优质云当归苗，贫困
户领到当归苗后，按照技术要求及
时种到了自家田里。如果管理得
当，2019 年云当归苗即可上市，每
亩云当归的产量可达 900 公斤左
右，按保底收购价 5-6元每公斤计
算，每亩云当归能为贫困户创造收
益 5000元。

近年来，乔后镇党委政府把中
草药种植当作产业扶贫的大事来
抓，该镇党委政府共投入 206 万元
产业扶持资金补助贫困户，用来发
展云当归和魔芋种植。在源安
邑、文开、大集、柴坝 4个自然村发
展魔芋种植 200 亩；在大树、温坡、
丰乐、文开、永新、黄花坪 6个行政
村发展云当归种植 500 亩，带动全
镇 3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力发
展产业经济，依托产业扶贫助推贫
困山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洱源县乔后镇：
当归种植开辟脱贫新路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近年来，剑川县甸南镇玉华
村党总支部积极引导种养殖大
户、致富能人、村集体经济组织兴
办合作社。引导全村发展春百
合、夏萝卜、秋蚕豆、冬洋芋等传
统优势产业，鼓励建档立卡贫困
户“抱团”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的
种养殖业。

眼下，正值玉华村夏季蔬菜
大量上市时节，每天路边都排着
几辆大卡车忙着收购菜农们运送
来的蔬菜。蔬菜收购商刘小代
说：“这几天辣椒、萝卜逐步上市，
每天收购的数目大致在2到3吨，
辣椒主要品种有大青椒、二荆条和
扭扭辣，主要发往中甸、维西、西藏、
北京。”

［通讯员 茶俊翔
李月荫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
强化保障，稳定队伍。涉及

国有林场改革的在职在编职工全
部纳入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和住房公积金与住房补贴体
系，工作地点在乡镇的林场职工
还享受到乡镇工作补贴；全面推
行“竞聘上岗、绩效考核”等激励
机制，建立了公开公平、竞争择优
的用人机制，解决好了职工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完善的保障措施彻底消除职工的
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国
有林场稳定持续发展后劲。

改善条件，牢固根基。将国有
林场道路、饮水、供电、管护用房等

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依托生态
公益林管护、森林防火、森林公园建
设、贫困林场建设等项目资金和国
有林场改革中央补助资金，加强国
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全州累计投
入 9000 多万元新建国有林场综合
办公用房4000多平方米，修缮改造
10个林场办公用房，林区道路硬化
及修复 100 公里，架设输电线路 16
公里，解决了12个国有林场场部通
水、通电、通路问题，手机通信网络
实现了全覆盖。林场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了极大改善，夯实了国有林场
可持续发展根基。

改革，是新的起点；改革，让全
州国有林场丢掉了包袱，明确了发
展方向，担起了林业生态保护建设
职责使命。

改革 推动大理国有林场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