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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虽小，但啃食的是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的是群众对党的信任。欢
迎群众积极反映举报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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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侯雪静 杨静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大步。摆脱绝对贫困的
群众过上了“做梦也没想
到”的生活，在各项政策支撑下，对未来有了
更多期盼。

小康路上的新生活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生

活，独龙江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党走
……”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
江乡的村子里，时常能听到独龙族群众唱起
这首“感恩歌”。

这是当地群众脱贫中自创的歌曲，也成
了当地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出了告别穷困
生活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独龙江乡是我国直过民族独龙族聚居
的区域，闭塞、落后曾是这里最刺眼的“标
签”，脱贫攻坚让这里发生了巨变，与外界的
联系也更加密切。

生活在密林中、住在透风漏雨的木楞房
里、11岁才有鞋穿、6年级才开始讲汉话
……这是独龙江乡巴坡村监督委员会主任
王世荣对贫困的记忆。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不知道还要熬
多久。”王世荣说，在国家帮扶政策下，全
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到1.2万余元。“不用
担心饿肚子，文娱活动也丰富起来，每天
都很充实。”

家在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斯农村的藏
族群众永次今年66岁，“能用青稞面填饱肚
子、偶尔能吃上白面”是她过去最大的愿

望。在政府鼓励葡萄种植后，每年家里的葡
萄收入就有3万元左右，现在每天都可以吃
白面。

在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
区，过去经常十年九旱，群众饮水困难、庄稼
只能望天收。

如今，“有了水，我们家就‘活’了。”宁夏
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新庄村村民马忠花说。

生长出增收向上力量
又到了采摘木耳的时节，这是陕西柞水

县小岭镇金米村当年的第一茬春耳，也是
70多户村民脱贫的重要产业。

2018年，开始种植木耳的陈庆海，结束
了挣不到钱、顾不了家、改变不了贫困状态的
日子。在县供销社和合作社的引领下，送菌
棒、技术培训、收购木耳，让陈庆海挣到了钱，
也成了村里首批靠种植木耳脱贫的贫困户。

在供销社的帮助下，陈庆海又开办了农
副产品营销中心，做起了“农民主播”。“去
年，我靠着小木耳，给家里添了小轿车，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了。”陈庆海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
玉围绕食用菌产业发展做了诸多尝试，“柞
水木耳”种类越来越丰富，还有了木耳粉、木
耳酱等高附加值产品，柞水木耳的品牌已经
走向全国。

目前，我国建成各类特色产业基地30

多万个，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2至3个特色
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产业。产业扶贫已成
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
强的脱贫举措。

在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贫困地区的
生态资源、民俗资源被重新配置起来，迎来
了发展的春天。

走进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
族自治县那京村，四周青山如黛，青田沃野，
村中古树参天、竹影婆娑，映衬着新式傣家
小楼。

很难想象这个远近闻名的旅游网红村
此前只有土路和甘蔗。如今，“9户农家乐
比全村的甘蔗收入还高。”那京村的干部
说，去年国庆期间，全村日均接待游客
1000人次。同时，村民坚持“义务出工”，
每户每天轮值，保持全村卫生整洁。乡村
旅游不仅改变村里产业结构，也改变着全
村人的生活习惯。

农业农村部表示，“十四五”期间，脱贫
地区产业发展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着眼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选准主导产
业，开发独一份、小而精、特而优的特色产
品，突出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同时要延伸
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公共服务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干部到家里了解生活愿望时，我就提

出来想学个技能。”家住海
拔 4500 米的藏北高原聂
荣县下曲乡的旺朗，仅有
小学文化水平，在学习考
试后，获得了焊工技能职
业资格证书。

随后，旺朗开始了自
己的创业路。他购置发
电机、小型焊工机、电钻

机，开办焊接加工厂，为农牧民加工房屋
阳光棚和牲畜棚圈，当年营收 3.6 万元。
如今，他已是当地年收入近5万元的村致
富带头人。

近年来，我国健全教育公共服务，加大
了对农村群众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脱贫群众
就业结构因此发生改变。2016年以来，西
藏累计转移农牧民就业近500万人次，年均
开展技能培训10万人次。

在各地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保留了
“慢权利”。在成昆铁路途经的四川大小凉
山，一个个小站旁，彝族老乡抱着鸡鸭、牵着
羊，等候着“小慢车”。这种“慢火车”行驶缓
慢，但依然是深山中彝族群众赖以生存的

“生命线”。
为适应老少边穷地区发展需要，铁路

各部门将公益性“慢火车”打造成列车“乡
村集贸市场”，开办车站“扶贫专柜”，打造
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慢火车”服务品
牌，如“彝族情”“牧民之家”“富民号”“民族
团结一家亲号”等，助力贫困地区群众脱贫
致富。

目前，全国常态化开行公益性“慢火车”
81对，覆盖21个省份，经停530个车站，途
经35个少数民族地区，每年运送沿线群众
1200万人次，每公里票价不到6分钱。

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了，日子也更有
奔头。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
——我国脱贫群众奋力奔向更好的日子

据《云南日报》消息 近日，省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昆
明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我省关于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学习体验活动
及省级示范线路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奋斗精神”学习体验活动是我省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基础上，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点内容，通
过打造提升，精心设计推出“重温红
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走进大国
重器·感受中国力量”“体验脱贫成
就·助力乡村振兴”等学习体验线路
和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积极组织引
导干部群众就近就便开展实地考
察、国情调研的特色学习教育活动，
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广大党
员和人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精神动力，大力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
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学习体验活动包含升国旗唱国
歌；祭扫英烈墓；重温入党誓词；现
场参观、专题讲解；听红色故事、改
革发展故事、脱贫攻坚故事；听专题
党课，组织主题调研座谈；诵读红色
经典、唱红色歌曲；重走长征路等主
要内容，将分四个阶段组织实施并
持续至年底，覆盖到每一个党支
部。同时，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省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率
先推出了扎西会议纪念馆、杨善洲
干部学院、查尼皮党性教育基地、

“西畴精神”教育基地等71条省级
示范线路。各州市也将依据实际情
况，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集革命遗
址展示、红色遗迹瞻仰、党史学习教
育、党性在线教育为一体的学习体
验线路和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同时
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互动活动，吸引广大市民、
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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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勐腊县勐醒农场二分场团总支开展学党史、爱国卫生运动、清河行动等系列活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到来。
（谢琴 金瑜/摄）

勐醒农场二分场团总支开展庆五四系列活动

本报讯（胡加
芬） 近日，勐腊县
勐腊镇中心小学组
织全校师生开展

“珍爱生命 远离溺
水”主题安全教育。

各 班 主 任 带
领学生利用多媒
体课件、故事、儿
歌、案例等，教育
学生如何预防溺
水及溺水的救护
方法。

学校还通过发
放《致家长的一封
信》、班级微信群等
渠道向家长宣传安
全知识。

勐腊镇中心小学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一周前的4月28日，是李大
钊就义94周年纪念日。

刚刚过去的 5 月 4 日，是五
四运动102周年纪念日。

再过不到60天，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
年华诞。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
大钊就义时年仅38岁，他短暂的一生都在

追求让中国恢
复 青 春 。 当
时 ，中 国 积 贫
积 弱 、内 忧 外
患 ，他 用 青 春
之 思 ，探 寻 中
国 救 国 之 路 ；

当时，社会思潮纷涌、莫衷一是，他用青春
之笔，大声疾呼唤醒青年。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勇于
担当、敢为人先的品格。十月革命胜利
后，李大钊看到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敢为人先，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
任。为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他承担起创
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坚守
初心、为“庶民”请命的品格。李大钊有着
鲜明的人民立场，在革命斗争中，他视国

人为“父老”，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工
作。他温和可亲的形象深刻地留在国人
的心中，人们愿意跟随他一起斗争、一起
前进。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清正
廉洁、德行高尚的品格。李大钊生活俭
朴，节衣缩食，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
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接济贫苦青年，以至
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
下一部分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断
炊，其品行令人肃然起敬。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太平盛
世，但仍肩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在新时代的
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跋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
要跨越。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青年人要
学习革命前辈的斗争精神和光辉品格，有
追求、勇担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干
净做事、老实做人。

百年历史，沧海一粟；百年先烈，英
魂永驻。新时代的青年要努力创造属于
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一步一步变为
现实，这是对李大钊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最好纪念。 （新华社）

传承青春力量 赓续时代风流
本报讯（李琛） 近日，景洪市橄榄坝农场有

限责任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季度宣传会，各分
场宣传干事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该公司2021年宣传思想工作重
点，分解了新闻报道任务，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
稳责任使命，进一步强化担当意识；高举思想旗
帜，强化理论武装，进一步抓好学习教育；强化意
识形态，把握正确导向，进一步优化舆论环境；加
强新闻宣传，展示公司形象，进一步加大对外宣
传力度；坚持党管宣传，夯实工作基础，进一步加
强全面领导。

与会人员结合公司实际，提出了加强宣传思
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橄榄坝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召开第一季度宣传会

本报讯（记者 马芸） 州委办、
州政府办于近期通报了全州一季
度农村（农场）人居环境整治考核
评估情况和全州乡镇（街道、农场）
推进爱国卫生“7+2专项行动”考
核结果。

一季度农村（农场）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考核排名前5名的是：勐腊
县勐仑镇、景洪市大渡岗乡、勐海县
勐遮镇、景洪市景讷乡、景洪工业园
区曼沙农场；考核排名后5名的是：
景洪市基诺山乡、勐海县勐海镇、景
洪市勐旺乡、勐腊县易武镇和勐满
农场。

一季度乡镇（街道、农场）推进
爱国卫生“7+2专项行动”考核排名
前5名的是：景洪市普文镇、景洪市
允景洪街道办、勐腊县勐腊镇、勐海
县勐海镇、勐腊县勐腊农场；排名后
5名的是：勐海县布朗山乡、勐腊县
关累镇、勐腊县象明乡、景洪市勐罕
镇、勐腊县勐满农场。

通报指出，各县市、各部门要深
刻认识整治提升农村（农场）人居环
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
仗；要以评估为抓手，建立完善工作
联动机制，加强基层调查调研，摸清
难点痛点，有的放矢推进工作；要进
一步提升日常工作调度能力，以季
度考核发现问题整改为抓手，扎实
推进工作，促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大提升；要进一步强化履职
尽责，进一步落实考核机制。在推
进爱国卫生“7+2专项行动”考核
中排名靠前的乡镇（街道、农场）要
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再接再厉，开
拓创新，再创佳绩；排名靠后的乡
镇（街道、农场）要以排名靠前的乡
镇（街道、农场）为榜样，全力攻坚，
奋勇争先，全力推动爱国卫生“7+2
专项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
上新台阶。

据悉，为进一步发挥考核的指
挥棒作用，对第二季度仍然排在
后5名的乡镇（街道、农场），将由
州纪委、州委组织部约谈县市党
政主要负责人和乡镇（街道、农
场）主要负责人，并在媒体上曝
光。第三季度依旧排在后5名的
乡镇（街道、农场），将被严肃问
责。同时，被通报批评的，主要负
责人和单位年终考核不能评为优

秀；被通报表扬的，在评先评优、年度综合考核
以及干部选拔任用上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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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映杉） 4月30日下午，勐腊县举
办“庆建党百年、育时代新人”演讲大赛决赛。
19名选手参加了此次决赛。

参赛选手分别以《等待》《站好三尺讲台》等
为题进行深情演讲，使听众在精神上受到了一
次洗礼。经过角逐，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
名、三等奖5名。

勐腊县举办
主题演讲大赛决赛

为让孩子们领略现代科学发展的无穷
魅力，激发关爱自然、关心社会发展、进行科
学探究的兴趣，勐腊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于近日开展以“红领巾走勐腊 我与蔡希陶
先生同游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为主题的公益性研学实践活动。勐腊县第
一小学77名师生参加活动。

（曹林/摄）

勐腊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组 织 开 展 研 学 实 践 活 动

（（胡加芬胡加芬//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