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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脱贫摘帽路线图

深冬本当万物萧瑟，然而，永仁县猛虎乡格租村委会迤
扒拉乍村，连绵成片的冬桃林里红彤彤的冬桃缀满枝头，阵
阵果香沁人心脾。村民陈云会正忙着采摘、装箱，他家今年
冬桃每亩地年收入在 2 万元左右，增收的喜悦挂在灿烂的笑
脸上。

谁能相信，仅仅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们一年辛苦到头收
入仅够糊口。村民们生活的改变得益于猛虎乡依托扶贫政策
措施，重点打造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帮助贫困群众尽快脱贫
致富。

2015 年 7 月，围绕 2020 年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云南省 《关于举全省之力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意见》 正式
出台。以此为统领，云南省制定出台了“挂包帮、转走
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贫困县退出、贫困县约束、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责任权力任务资金“四到
县”、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支持等方面一系列配套文件。同
时，起草细化“6 个到村到户”、“8 大工程”和“6 项体制机
制保障”措施。至此，“1+8”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路线图
基本绘成。

为了让 574 万贫困群众及时脱贫，云南相关部门针对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居、教育、金融、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等主要致贫因素，聚集贫困乡村、人口较少民族地区、革
命老区等最贫困的地区和群体出台10个专项行动计划，让致
富奔小康路径逐步清晰。

62万干部下村帮扶

冬日的雪域高原，香格里拉市洛吉乡一个叫洛吉村的藏
族小村庄人来人往，热闹不已。刚免费领到药材川乌种苗的
藏族村民曾武军笑呵呵地道出了个中原因。

今年“挂包帮、转走访”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驻村扶
贫干部入户走访，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和实际需求，因村因户
施治施策，帮助村民发展中药材、花椒等产业。“我母亲86岁
了，妻子体弱多病，两个孩子都在城里读初中。在驻村扶贫
干部的关心支持下，家里种上了几亩药材，我会争取早日脱
贫致富的。”曾武军看着手中的川乌苗充满希望地说。

精准扶贫的核心要求是“精”和“准”，就是要找到“穷
根”，“对症下药”。为此，2015年7月，云南启动了“领导挂

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和“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
目前，全省首轮遍访工作已完成。全省共组织62万名干部职
工参与“挂包帮”，做到建档立卡的476个贫困乡、4277个贫
困村、574万贫困人口全覆盖。同时，全面整合新农村建设指
导员、第一书记、兴边富民工作队等力量，2015年共选派驻
村工作队员 20324 人，共组建驻村帮扶工作队 4277 支，队员
14372人，平均每个村3人以上，做到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
全覆盖。

信贷扶贫317亿元

喀斯特地貌里的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罗汉冲
村，这个西畴县兴街镇石漠化山区的小村庄，虽处嶙峋突兀
的群山之中，却见山坡上散落的“石旮旯”垒成了一道道整
齐的石埂梯田，梯田里种满了烤烟、辣椒、茶叶，阡陌纵
横，村民怡然自得。

“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这
是区域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一年来，全省启动
实施整乡推进 72个，完成整乡推进 60个 （2014年启动）、自
然村整村推进4000个、劳动力转移培训12万人、扶贫安居工
程建设3万户、易地扶贫搬迁3万人，实施一大批产业扶贫项
目，实施溜索改桥项目86座，投入3115万元开展贫困村互助
资金项目，目前已发放信贷扶贫资金317亿元。

同时，云南对特困群体和特困区域如宁蒗彝族自治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山区、澜沧
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聚居区、西盟、孟连两县边境民族特困
地区及昭通镇 （雄） 彝 （良） 威 （信） 革命老区等进行整体
推进，实施农村安居工程，各族群众正手挽手走在通往小康
的大道上。

一年减贫100万人

云南怎么做到的
杨旻昊 乐志伟 沈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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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秧洛村委会博航八组，
一幢幢具有佤族特色的小楼房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花
草树木中，村民们正忙着乔迁新居。村民岩东喜气
洋洋地说：“我要重点发展蔬菜产业和农家乐，在家
门口‘捡钱’。”到2016年底，全县将完成11333户
农村危房改造和1513户易地扶贫搬迁。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月在云南考察时，对云南扶
贫工作提出要求：“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
队。”2015年，云南省绘制了脱贫摘帽路线图，打出
了“1+8”系列脱贫攻坚政策组合拳。这一年，全省
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7000元左右，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云
南省仍有贫困人口574万。

石屏县以郑营村、芦子沟村为代表的古
村落建筑群位于云南省南部异龙湖周围地
区，这里的民居传承徽派建筑风骨，融合彝
族土掌房部分元素，形成了三坊一照壁（三
合院）、四合五天井（四合院）和八马拉车（多
进院落）的建筑风格。

近年来，石屏县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注重
利用本土、原生态、低碳环保的材质，恢复当地
院落、村落承载的文化传统，同时结合乡村旅

游、生态农业，力争复活天人合一的整体风貌。
目前，石屏县15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

级传统村落名录，该县古城核心被列为首批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该县还与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建水一起，将“一湖两城”（即异龙湖
和石屏、建水二城——编者注）区域作为一
个旅游景区，打造“建水古城—白家营—新
房—团山—芦子沟—坝心—石屏古城—郑
营”古村落、古民居文化旅游带。

古村扮靓异龙湖
陈 青 阿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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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孔
当村口，在离老县长高德荣家不远处的一面墙上，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
的巨幅图片整齐排列、格外醒目。“雄当村至滇藏交
界处迪布里的公路去年5月已经开工建设，这条公路
修通后，意味着由滇入藏又新增加了一条新通道。”
高德荣说。

“我要再种 10亩草果，明年再养 30只独龙鸡，
争取一年更比一年好。”孔当村腊配小组村民李忠清
对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

“由于自然地理偏僻，独龙江乡一直是全省乃至
全国最偏远、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之一。”说到独
龙江的过去，县委书记娜阿塔颇为感慨，“经过5年
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共投入建设资金13.04亿元，
实施完成了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
事业发展、素质提升等六大帮扶工程，独龙江乡变
成了‘人间天堂’。”

从过去简陋的茅草房、木板房、篾笆房到今天
的水电入户、广播电视设施齐全的1068户框架结构
安居房，独龙族同胞从昔日贫困落后封闭走向了越
来越美好的新生活。

说到扶贫脱贫，总让我想起大学时
每年寒暑假回家时的情景，那时我坐完
火车，还要坐 1个小时的汽车。巧的是，
汽车跑的那条公路横跨家乡贵州省兴
义市和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每次回
去，沿途风景总在发生变化。

上大学时，路上的标语以“栽上‘摇
钱树’，养上‘下蛋鸡’，走上‘致富路’”
这样的实用型为主；最近一次回去，变
成了“建档立卡，精准扶贫”这样的指导
型标语。现在，这条连接云贵边界的公
路边，正在建设兴义至富源高速公路等
大项目，黛瓦白墙的二层小楼也多了，

“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等民生项目
的牌子更是一路挂了不少。田里种满了
花卉、油菜，绿叶、香花充盈在一个个山
间小盆地之间。

笔者家乡路边景色的变迁，不过是
中国扶贫攻坚大版图里的一个缩影。“十
二五”时期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
扶贫攻坚的成效尤为显著，交出了一份
令世人惊叹的“中国答卷”。如，2013年，
中国减少贫困人口1650万，2014年又减
少1232万人。

这些成绩的取得靠什么？靠的是中
央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精准，就是要在扶贫对象、项目安
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
成效等方面做到精而细。同时，还要精准
实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
这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单元从瞄准区域
转向瞄准农户，扶贫方略从单纯的社会
保障兜底到与扶贫开发增收相结合。正
因如此，我国才有了在 2020 年前实现
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底气。

早在 20 多年前，习近平就在《摆脱
贫困》一书中写到，我们不担心说错什
么，只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
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
么，只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
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从云南独龙江整乡推进、整族帮扶
这样的具体创新，到广东省依托大数据
实施精细管理、精确瞄准、动态监测这样
的整省推进，再到贵州全省形成“东油西
薯、南药北茶、中部蔬菜、面上干果牛羊”
的扶贫产业格局……中国 21 个省区的
592 个贫困县，正在精准扶贫思路指引
下，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
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诠释着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2015年云南减贫100万人的事实告

诉我们，只要“立下愚公志”，念好精
准经，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扶贫攻
坚战。

精准扶贫助脱贫
彭训文

云 南 西 双
版纳傣族自治
州景洪市基诺
山基诺族乡通
过精准扶贫，在
全乡 46 个村民
小 组 实 现“ 五
通 ”（通 路 、通
水、通电、通广
播电视、通电话
网络）。图为青
年为游客表演
舞蹈。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2000多年前战国末期，劳浸、糜莫、叟等部落先民在烟波浩渺的滇池
湖畔生生不息、奋力开发，在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
化、外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树一帜、瑰丽多姿的青铜文明，逐渐形
成了古老神秘、灿烂辉煌的滇文化。

然而，古代中国文献中有关云南的记载少之又少，除了司马迁 《史
记》中寥寥数语简略记载外，古滇文化无迹可寻。正因为如此，古滇国曾
经被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称为“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留下近 2000年的
无尽猜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55年，云南省博物馆从一位古董商处发现一
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迥异，引起孙太初、方树梅
等专家学者的注意。经走访调查，他们确认了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于是先
后对晋宁县石寨山墓地进行了5次发掘，数以千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
金银器、玉器、青铜器和漆器得以重见天日，古滇文化神秘的面纱渐次揭
开。

石寨山的考古发现，堪与四川三星堆古蜀国文化、秦陵兵马俑等发现
相媲美，并与秦陵兵马俑、河南安阳殷墟一道被国际公认为三大考古奇
迹，郭沫若、郑振铎惊叹其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随后，江川李
家山、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曲靖八塔台、宜良纱帽山、官渡羊甫头
等大大小小数十个古滇文化遗址先后被发现和发掘，古滇文化逐渐被世人
认识并引起重视。

晋宁县是古滇都邑、益州郡治所。这个堙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都，背
负了废都遗民们太多的荣耀和自卑，留下无尽的欷歔和遐想。

云南省提出打造民族文化强省战略，这一尘封了千年的古滇文明有望被
唤醒、重现和复兴。在深入调研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云南省委九届第十二
次常委会议决定，在滇文化发祥地晋宁全力打造古滇文化旅游项目，用3到
5年再造一个古滇国。承载着滇人寻找精神家园的梦想，在昆明市委、市政
府的郑重宣告中悄然苏醒。

充分挖掘、整理、演绎古滇历史文化资源，同时整合好宗教文化、民
俗文化、滇池流域古老的农耕渔猎等文化资源，让古滇国深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从地下走到地面、从无形走到有形、物化为具体的项目建设，赋予项
目厚重的历史感、灵动的艺术感，以及有市场需求的时代感和可持续的生
命力，使文化灵魂和旅游载体完美融合，打造文旅融合的全国一流、世界
领先的文化旅游产品，使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升为经济发展
优势，最后形成综合竞争优势，从而将“古滇国”精心打造为全国乃至世
界知名文化产业品牌。这是4500万云南人的拳拳希望。

目前，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规划建设严格遵循云南省委、省政府关
于古滇项目“一个旅游景区、一个旅游度假区、一个旅游小镇、一个现代
新城”的总体规划，各项工作有序推进。2018年，整个旅游板块和城市基
础配套将基本建成。届时，一个中国一流、世界领先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古滇文化旅游名城将屹立于滇池之滨，必将成为中国旅游转型升级发
展的新亮点、新标杆。

（作者为晋宁古滇历史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本报电（黄丽萍、李桂华）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宁县的昆明煜辉花
卉园艺公司，近年来与花农共同建立了园艺合作社、花卉出口生产基
地。目前，该公司示范种植花卉1600亩，年产组培苗2000余万株，20
项产品获得国家农业部专利授权。其培育的花卉还“走”出国门，销往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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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电（郭雪艺） 云南咖啡交易中心上线启动暨云
南精品咖啡加工园区开工仪式日前在普洱举行。

云南咖啡交易中心主要包括交易总部、精品加工园区、3
个咖啡集货中心和 1个咖啡交割仓。交易中心采用现代电子
信息技术，主营咖啡产品现货交易，将为国内外采购商提供
集咖啡信息展示、拍卖、结算、仓储、物流融资等服务为一
体的“一站式”交易配套服务。

云南精品咖啡加工园区包括仓储区、初加工区、精深加工
区、海关监管仓、交易中心、商务中心、产品展示及体验中心、国
际交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电商孵化中心、物
流配送中心、信息中心等。项目建成后，将为云南咖啡的采购、
加工、生产、销售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形成咖啡初加
工和精品咖啡深加工的产业集群。

云咖交易中心上线
精品咖啡加工园区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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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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