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

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达到新水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迈出新步

伐；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取得新进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云岭大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沧桑巨变的背

后，凝聚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奋斗和奉献。

退休后义务植树，给荒山披绿的“最美奋斗者”杨

善洲；情系“三农”，扎根边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农民院士”朱有勇；心系百姓，带领独龙族群众

告别贫困，“一跃千年”的“老县长”高德荣；还有不忘

初心、无私奉献，12 年帮助 1800 多名女孩圆梦大学的

“校长妈妈”张桂梅……

溯古及今，云岭大地楷模辈出。他们虽在不同的

岗位，却怀揣同样的初心，坚持同一个信仰，共同闪耀

着共产党人的光芒。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是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

键。“十三五”以来，云南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将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广大党员干部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考验面前敢于担当、冲锋在前，

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起点呼唤新担当，新征程更需新作为。进入新

发展阶段，云南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更需要广

大党员干部乘势而上、开拓进取，以高质量党建推动

高质量发展，从而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乘势而上 开拓进取
叶传增

1111
2021年 5月 31日 星期一

云南篇云南篇

■感悟初心R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 月在

云南考察调研时要求，“努力在建

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

南 亚 辐 射 中 心 上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云南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一年接着一年抓、

一锤接着一锤敲，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党员干在一线，
补齐脱贫短板

上有森林，下有梯田，水沟穿

村而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委会阿者科

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

田遗产区重点村落。景虽美，却

无人欣赏。选派到阿者科村驻村

的王然玄走访发现：别说游客不

愿来，本村人都不愿待，半数村民

外出务工。

如何不负青山不负人？王然

玄找来专家出谋划策，入户宣传

动员。村民不知“旅游是啥”，王

然玄天天入户解释。村里成立元

阳县陌上乡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 司 ，仅 一 年 ，村 集 体 收 入 达 到

72 万元。

王然玄是云南 10.2 万名驻村

工作队员中的一分子。云南持续

选优配强贫困地区各级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带动脱贫攻坚。中

建二局云南分公司把支部建在项

目上，不仅建社区，还成立农民工

帮扶夜校，带动群众就业、脱贫。

2020 年，云南实现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 个“直过

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

体脱贫。在城市社区，民生保障

水平同样不断提高。大理市太和

街道兴国社区，群众“点单”、党组

织“接单”，老旧小区换了新颜；曲

靖市麒麟区党群服务中心，提供

“便民餐桌”“四点半课堂”，日均

接待服务党员群众超过 4600 人。

推进基层党建，
加强组织建设

晚上 11 点，村里的菜农赶到

城里，青菜一公斤 4 元卖出；次日

一早，村里的农家乐老板进城，一

公斤 8 元再把青菜买回来。因为

缺乏统筹，普洱市城郊的思茅区

南屏镇曼歇坝村以前卖菜、买菜

都挺尴尬。

曼歇坝村党总支书记绍瑞在

村两委提出建设蔬菜配送中心，

方便菜农销售，也让农家乐少花

钱，村集体还有得赚。如今，项目

投入运营，每个月村集体就能拿

到一两万。从农家乐、草莓采摘

到蔬菜配送，曼歇坝村在党组织

带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016 年以来，云南省通过实

施村级集体经济强村工程，全省

有 经 营 性 收 入 的 村 达 11564 个 ，

占 84.8% 。 在 城 市 ，云 南 加 快 推

进党建网络与社会治理网格“一

体化”，城市辖区共划分网格 2.3
万个、有网格员 3.8 万名。曲靖市

富源县各级党组织、党员收集网

格 信 息 1.1 万 余 个 ，为 民 办 实 事

5000 余 件 ；党 员 干 部 以 身 作 则 、

率先垂范，群众也自发参与。曲

靖沾益区白水镇老湾地村，1983
年时黄沙漫天，村党支部书记宋

祝 漫 带 头 种 树 、建 起 了 5 万 多 亩

林场。

昆明市官渡区金马街道凤凰

山社区推行“双报到”机制，党员

到社区报到，在社区活动中服务

群众；普洱市中心城区 516 个小区

全覆盖成立党组织，城市发展到

哪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党员冲在前线，
锤炼政治担当

虽然“心里也没底”，可接到

支援湖北咸宁抗击疫情的通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疾病科

及肝病科副主任医师肖安主动请

缨，“身为党员，义不容辞”。

“党员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 ，再 难 也 得 上 ”。 在 重 症 加 强

护理病房里，总能看到肖安忙碌

的身影。只要患者需要，即便是

凌 晨 、下 了 夜 班 休 息 ，接 到 电 话

的肖安回答总是：“没问题，马上

出发。”

冲在抗疫一线的不仅有肖安

这样的老党员，也有火线入党的

新同志。2020 年，云南省 8438 人

在抗疫一线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

请书，接收预备党员 586 人。在疫

情防控的严峻关头选择入党，就

是选择了责任和担当，选择了牺

牲和奉献。

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

好“蛋糕”，都受到日益严格的监

督。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推动

大监督格局建设、让小微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更高，监督的面儿也更广了；曲靖

市麒麟区越州镇焦化企业周边规

划控制不严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被

依纪依规追究责任；昆明市宜良

县纪委监委下沉到村，安宁市纪

委监委推行“一线会审”、村级直

巡 ，强 化 小 微 权 力 末 梢 监 督 。

2016 年以来，云南推动各领域基

层党建工作全面过硬，抓好党建

促发展。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李茂颖 叶传增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高德荣一天也没有闲着。35 千伏联网

线路工程、垃圾处理厂、乡村振兴实训基地……独龙江乡的各个项目

建设现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白天去建设现场看工程进度，晚上和干部群众围着自家火塘，

共话独龙江未来发展。”在独龙江乡宣传委员刘会东眼里，高德荣就

是这么一个“闲不住”的老县长。

高德荣曾担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2006 年当选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后他做了个令人诧异的决

定——回家。“请允许我把‘办公室’放到独龙江乡，因为我的独龙

族同胞还没有脱贫。”于是，高德荣将自己的办公地搬到了独龙江

边的家中。

高德荣一直奔走在帮助独龙族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2014 年 4 月，全长 6.68 公里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

通，结束了独龙江乡千百年来大雪封路、交通受阻的历史。这条隧

道，高德荣倾注了无数心血。他每年都参与工程清雪工作，与干部群

众一起睡工棚、吃干粮，期间多次遭遇泥石流、雪崩等险情。

路通了，高德荣又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没有产业支撑，致富就

无从谈起。”在当地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草果、重楼、

羊肚菌、独龙牛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在独龙江乡落地生根。

2018 年底，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如今的独龙江乡，3A 级景区

挂牌了，特色产业遍布 6 个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全乡 2020 年农村

经济总收入 4263.83 万元，人均收入 10166.5 元。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高德荣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

号。带着党和国家对独龙族群众的关心关爱，高德荣回到独龙江，继

续跋涉在峡谷之中。

高德荣——

闲不住的“老县长”
本报记者 叶传增

“老实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不擅长协调、组织，但为了尽快建成

这个高水平养牛场，让东回镇农民早点受益，我必须赶来参会，督促

这个项目早点落地！”劳动节前一天，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回镇农

业科技培训中心的一间会议室，满满当当坐着县、乡相关部门的干

部，大伙儿聚精会神听着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讲话。

2020 年下半年，朱有勇团队就开始着手乡村振兴工作，计划在澜

沧筹建农业科技示范园。根据东回镇自然条件，朱有勇指导引种高品

质玉米，同时利用玉米提供的大量青贮饲料发展畜牧业，实现良性循

环。眼下，玉米长势喜人，养牛专家团队也到位，但养牛场却迟迟未落

地，一向好脾气的“农民院士”也有点着急，干起“监工”的活来。

自从抱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志向，这种逾越科学家“本位”

的事在朱有勇身上已是常态。回想起 2015 年决定来澜沧从事精准

扶贫的情形，朱有勇仍很感慨，“做实验、分析数据是我们的‘老本

行’，而要带着群众走向致富路，却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

事实确实如此。朱有勇团队初到澜沧蒿子坝，在考察后决定推

广冬季马铃薯，当地拉祜族群众却投来怀疑的目光，“院士能比我们

农民更会种地？”朱有勇团队于是在蒿子坝承包了 100 亩地作为示

范，亲自扛起锄头，在地里扎下根。2017 年 3 月，密密麻麻的马铃薯

破土而出，平均亩产 3.3 吨，产值达 90 万元。以往冬季农闲地，居然

长出了“金豆豆”，一时间，院士工作站的门槛都快被村民踏破了。

冬季马铃薯推广成功后，朱有勇团队把新目标锚定种植难度更

大但效益更高的林下三七。“老杨，三七种得不错啊！”拉着学员杨学

忠的手，朱有勇夸奖道，“外头公司按照 1 公斤 2000 块收购，你们这一

亩估计能产 50 公斤，这样就会有 10 万块的收益，其中 20%作为滚动

发展基金，剩下的 8 万块，你们和公司各自一半，怎么样？发财咯！”

说罢，朱有勇和杨学忠一起像孩子般地哈哈笑起来。

朱有勇——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本报记者 张 帆

敢于担当 奋勇争先

2021 年 初 夏 ，记 者 又 在 丽 江 华 坪 女 子 高 中 见 到 了 张 桂 梅 老

师。她已经 64 岁了，衰老似乎更加明显，“每天早上身体都痛得不

想起来”。今年 2 月获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后，她又回到日复一

日的常态，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子夜后休息，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

做操吃饭。

张老师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她曾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时代楷模”等。和张老师聊天时，张老师说：“我就

是个山村女老师。”

张老师从小接受红色教育，把“江姐”当作榜样。张老师在丈

夫患癌症去世后自己又查出子宫肌瘤，漂泊异乡的她，在大家的关

爱下挺了过来，她感恩这片土地。张老师胸怀理想、肩挑责任，她

认准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理，于是选择为最弱势的“大山女

孩”创办女子高中。

曾在华坪女子高中任教、如今担任华坪博物馆馆长的马海老师

评价：张老师当年让我们在学校每处墙面都画画写字，我们觉得有些

偏僻处没必要，张老师说：“万一女同学有心事，在僻静处站一会，不

经意间也会有熏陶。”华坪女子高中的“元老”教师张红琼说：“或许是

年龄大了，张老师如今脾气好多了，笑的时候也多了。有时候晚上看

到张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吃药，真的心疼。”

一辈子致力于山区教育，改变了无数学生和家庭的命运，张老

师对功劳怎么看？她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到现在我还不敢对我

帮过的人说‘我是党员，不用谢’。”——共产党员的称号，在她心中

如此圣洁高尚！

张桂梅——

一辈子致力山区教育
本报记者 徐元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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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的中央红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的中央红

军军 44··2929 渡江令发布遗址纪念碑渡江令发布遗址纪念碑。。 马马 丽丽摄摄

图图②②：：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讲解员张学文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讲解员张学文

提供讲解服务近提供讲解服务近 126126 万人次万人次。。 赵庆祖赵庆祖摄摄

图图③③：：陆良县纪委监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陆良县纪委监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

展接访活动展接访活动。。 王王 勇勇摄摄

图图④④：：会泽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群雕会泽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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