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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他挨家挨户敲门，叫村民起床干活；为带领
村民种药材，他自掏腰包为群众提供种苗，顶着烈日和村
民一起在地里干活；晚上，他忙着组织村民开会，做群众思
想工作……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党总支书记和政国，任职
两年多来，通过苦干实干，带动村民共同努力，使高山峡谷
里的傈僳族村寨发生了大变化。

初冬时节，叶枝镇同乐村，错落有致的傈僳族特色“木
楞房”与翠绿的山林交相辉映，犹如一幅精美的版画定格
在同乐山上。

汽车沿蜿蜒崎岖的山路行驶近1个小时，登上同乐村白
值洛自然村海拔超过2900米的哇地瓜山顶，只见药材基地
景美如卷轴，连片郁郁葱葱的当归长势喜人，村民正在基地
中辛勤劳作，一面面鲜艳的党旗在示范基地边迎风飘扬。

“合作社覆盖同乐村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 74 户 290
人，建档立卡户种植的药材面积达到385亩，2016年，贫困
户户均收入达10000余元。”和政国指着远山满目翠绿的药
材基地说：“党员亮出身份带头发展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如今，村里哪块地边飘着党旗，哪块地就是党员产业
示范基地。”

“敲门书记”叩醒沉睡傈僳山寨
同乐村位于叶枝镇南面，是维西县最具代表和较为古

老的傈僳族村寨，也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傈僳族山寨。
2006年被列为云南省传统文化保护区暨同乐傈僳族传统
文化保护区，2012年，被云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2013年被列为中国傈僳族文化研究基地。

拥有 300 余户 1270 多人的同乐村，由于地处偏远山
区、基础条件差，贫困程度深，交通不便，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94户395人。

2013年，和政国到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任村党总支书
记。而此时的同乐村，路不平、灯不明、水不通，人心不振、
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拮据。到村后，和政国发现，常有村民
大白天都会喝得醉醺醺的，而到了晚上村民们喝酒、唱调
子、打台球、玩麻将，第二天9点多都不起床。

“要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最重要的是改变村民得过且
过的思想观念。”和政国说。“太阳出来了，起床打扫卫生，
下地干活去了。”从此，白值洛村小组的清晨，总是被和政
国挨家挨户敲打门窗的声响唤醒。“现在，村民一早就上山
干活，晚上七八点才回来。”通过和政国180天的坚持，终于
收到了成效。

“要不是书记帮助，我可能还在酗酒，依然没有产业致
富。”村民开始明白书记的苦心，便从一开始的反感到逐渐
接受，现在“早睡早起”已成为村民的习惯，也为和政国换

来个“敲门书记”的戏称。
产业致富推开“幸福门”
除去了生活陋习，但村民发展的“等靠要”思想依然严

重。同乐村地处高寒山区，长期以来，群众在海拔2300至
2900米的山地种植玉米和荞麦维持生活，全村大部分农户
都靠国家的低保、惠农资金，即便参与土地流转的村民，也
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增收无门，要想帮助村里摆脱贫困并
非易事。

“村里没有可以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群众缺乏积极
脱贫的思想意识。”和政国说。

为此，和政国带领党员到维西县永春乡实地考察，同时根
据自己在玉龙县鲁甸、塔城等地学到的中药材种植技术。对
于没有资金的群众，和政国用他的工资购买秦艽苗、桔梗苗、
黄精种苗发放给群众，仅购买这些种苗就花了２万元。

为了让药材产业发展得更好更快，和政国白天顶着烈
日和村民一起在地里干活、查看每家每户种植药材的情
况，晚上则组织村民开会，点评每家每户管理药材的情况。

照顾罹患重病的妻子和儿子，让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
白值洛村小组村民余耀才家常年经济窘迫。2014年底，年
届七旬的余耀才等人成为了白值洛村第一批集中种植中
药材的村民。每天清晨，年迈的余耀才老人与村里的青壮
年一样，徒步两个多小时，到离家9公里远的地里做农活。

他的辛勤付出很快获得了回报，“谢谢党的好政策，现
在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我家种了20多亩当
归、秦艽、木香、桔梗等药材，去年药材收入1万多元，今年
完成桔梗采收，估计最少可以达到5万元左右。”余耀才高
兴地说。

因残致贫的余政权，在村党总支的引领下，通过种植
中药材走上脱贫致富路，之后他又提供种苗给余建新和余
向华两家建档立卡精准贫困户，指导他们发展中药材产
业，帮助他们尽快走上脱贫致富路。很快，余政权家建起
了一幢两层楼房，告别了昔日低矮狭小的土木结构房。

“和书记来了，思路也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发挥出来了，村民们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内生动力也激发起来了。”谈起和政国，曾经的建档立
卡户、如今的傈缘种植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余神开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悦。

“我们种植药材以后，比起以前种苞谷收入高很多，现
在党员带头种植药材，走这条路带动我们脱贫致富。”2016
年，余神开家仅种植中药材一项收入就达到5万元，今年预
计突破10万元。

“我们家的家庭收入已实现提升，自己的思想也发生
了转变，我愿意继续努力，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今
年春节后不久，余神开主动找到和政国，表达了自愿退出
贫困户的意愿。

以前村里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现在基本都回来参加合
作社发展种植养殖。在和政国的带领下，如今同乐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从2014年的3800元增加到现在的7000元左
右。白值洛村中药材种植也从2015年起步之初的200余
亩，迅速扩张至如今的2300亩。

据统计，三年来，交易中药材数量累计达300吨，销售额
达到700万元，农户最高收益达15万余元，仅2016年实现产

值500万元。销售每公斤药材合作社提成0.2元，现在合作
社的固定资产已达到2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益6万元。

党建引领齐心绣出“脱贫梦”
药材产业的发展，让该村群众吃了颗“定心丸”，但仅

靠药材产业还不够，必须改变过去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
单一种植模式，走多元化产业发展之路。对于引领同乐村
更好地发展，实现“共同脱贫致富”和“强组织、富百姓”目
标，和政国有着更多的思考。

他带领村干部，依托“股份合作经济”试点村的契机，
探索建立了“总支＋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股份合作经济”发展模式，成立了阿尺目刮展演、傈僳族
文化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和中药材种植产业4个党支部，又
结合各党支部的特点，以党员牵头的形式，“量身定做”了
同乐文化产业、傈山养殖和傈缘种植3个专业合作社，走产
业领跑、发展起跳的新路。

同乐村傈僳族传统文化浓郁、民居建筑风格独特，游
牧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传统歌舞异彩纷呈，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阿尺目刮”歌舞的发源地和傈僳族音节文
字的主要流传地。依托自然资源和傈僳族独特的文化，更
好地发展当地特色旅游产业，第一支部下设同乐文化产业
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由支部党员牵头成立，以保护传
统文化为重点，开发民族文化产品，以阿尺木刮为主要表
演内容，带动群众走上致富道路，去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1万元。

同乐村第四支部则根据该村民小组气候条件，组建了
中药材种植产业党支部，动员党员种植示范，带动群众建
立基地。该支部已培养党员示范户6户，带动农户55户，
从事中药材种植、核桃种植、桃树种植。目前，种植中药
材、桃树面积达2300亩，漾濞泡核桃24000株，专业合作社
还引进外商进行竞价销售产品，在增加收入的同时美化了
同乐山寨。

第二支部与第三支部也根据各自实际，组建不同的党
小组，第二支部同乐傈僳族特色文化产业党支部下设傈僳
族手工艺制作党小组、傈僳族饮食文化党小组、傈僳族特
色养殖党小组，14名党员组成核心骨干，带动了40名群众，
分草编、织布（花腊裱）、制弩、土蜂、傈僳药材鸡等12个特
色产品制作，产品统一由同乐文化产业专业合作社收购。
第二支部还下设傈山养殖专业合作社，目前养蜂700箱，药
材鸡存栏20000只，实现销售收入11.5万元。第三支部生
态产业党支部，设立核桃产业、生态保护党小组，21名党员
带头种植核桃，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

在党建引领扶贫的模式下，昔日贫穷落后的同乐村逐
步走上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景观效益、文化效益等多重
效益相得益彰的良性发展轨道。

家在塔城镇的和政国，虽然离家不远，但他要半年多
才能回家看望一次年迈的父母。他说：“作为党的基层干
部，就要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阵地意识，这
样才对得起党和全村的父老乡亲。”

如今的同乐村，村容村貌变了样，村民的日子越来
越红火，行走在同乐村，犹如穿行在一幅山水画中，令人
心旷神怡。

（云南网记者 杨之辉）

逐梦“同乐”脱贫领路人

庆福村西山村民小组傈僳族汉子余民高是精准扶贫建档
立卡户。今年，余民高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起卫生厕所、洗澡
间，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卫生厕所对于余民高一家来说是
一件大事情。以前，余民高家的厕所建在离家8米外的耕地边，
用木板和包谷杆围栏，顶子用塑料布遮盖。

像余民高家一样，西山组农户都在永春乡实施“改厨、改
卫、改院、改厩、统一建筑风格”（“四改一统一”）工程中发生历
史性变迁。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小厕所折射大变迁。厕所等
社会“小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事关老百姓的大事，事关社会
文明和国家形象。一个小小的厕所折射出的乡村变迁。它是
农村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6年以来，维西县永春乡结合实
施精准扶贫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和易地搬迁扶贫规划，实
施“四改一统一”工程，改善人居环境，推进乡风文明，提升农村
居民幸福指数。该乡通过整合省财政厅帮扶、三峡帮扶、整乡
推进以及危房改造资金，实施2850户”改厨、改卫、改院、改厩、
统一风格的“四改一统一”项目，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改变
生活生产方式。打造庆福村河西组、东山组，拖枝村红坡组、营
盘组、鱼塘组，三家村桥头大村组、七一组等傈僳、纳西、彝、白、
普米五个民族的民族团结示范村，实现各民族在精准脱贫中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小厕所大变迁
●杨洪程

本报讯 2017年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智慧
旅游与营销年会暨中国5A景区网络口碑指数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

在中国5A景区网络口碑指数发布会上评选出了2017年全
国5A景区网络口碑十强景区、口碑单项奖、2017智慧旅游与营
销年会“特别贡献奖”三大奖项。普达措国家公园荣获“环境优
胜奖”。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它集环境保
护、生态文化旅游、环境教育和社区受益功能为一体，属省级自
然保护区，是“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达措
国家公园拥有地质地貌、湖泊湿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流、珍稀
动植物等，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完好，在保护国家和世界自然文
化遗产的前提下，为国内外游客提供观光机会。

荣获全国5A景区网络口碑之“环境优胜奖”

 







































































▲为实现科学防火、安全扑火的战略目标，近日，香格里拉
市上江乡森林防火指挥部组织全乡50名半专业扑火队员从着
装、队列队形训练、灭火器具的使用及维修保养、火灾发生时要
注意的事项、实地灭火演练方面进行培训。（唐秀婷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洪程） 今年以来，维西县紧紧
围绕贫困人口和贫困村退出的“六十”标准，紧盯２
个贫困乡退出、11 贫困村出列、10100 人脱贫的年度
目标任务，深化认识，明确思路，狠抓落实，精准扶贫
呈现“四个向好”，即脱贫基础条件不断向好、群众脱
贫意识不断向好、脱贫效果不断向好、脱贫信心不断
向好。

该县在不断深化县情认识，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
致贫原因及脱贫出路的基础上，明确“2254”脱贫攻坚
思路，即：坚决打赢高半山区脱贫攻坚战和贫困群众
观念转变战“两场战役”，最大限度用好帮扶力量和最
大可能激发内生动力“两股力量”，抓好始终紧抓基础
建设、产业发展、招商引企、教育培训、党建引领“五项
工作”，努力实现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
活、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四好目标”。

在新思路的引领下，维西县通过全力整合汇聚
“省、州、县”148家单位、7181名干部、82支驻村扶贫工
作队、411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以及上海、昆明、曲靖
对口帮扶等多股力量同向发力。截至目前，全县共投
入各类扶贫资金3.06亿元，全面完成了2016年易地扶
贫搬迁整改工作，推进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点项目建
设实现了全面开工（涉及154户509人，其中，建档立
卡户148户490人）。

坚持按照“村有集体经济、组有专业合作社”的思
路，切实加大能人培养力度，努力提高了农村的生产
组织化程度和群众的商品意识、活跃了农村经济，积
极培育和壮大了冰葡萄、核桃、中药材，土鸡、土猪、土
羊、土牛等特色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
农村致富能手375人（其中，党员致富能手158人），共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117个，覆盖全部79个村（其
中贫困村51个），并且全县正在继续以实现“组有专业
合作社”为目标，按照“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努力推动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坚持改善基础

设施，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通村道路硬化、人畜饮水安全、10KV
以上动力电和广播电视覆盖率的投入，确保了今年拟退出贫困
村宽带网络、标准卫生室和公共活动场所及相应的公共服务配
套全覆盖，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农村安居、生态补偿等帮扶项目
已完成任务的90%。目前，全县共投入能力素质提升资金89.5万
元，完成能力素质提升培训19351人，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9314
人次（其中，县内就业4164人次、县外省内就业1652人次、省外
国内就业3496人次、境外就业2人次），实现建档立卡农村劳动
力新增转移就业2107人次。从目前自检自查初步统计情况看，
对照“六十”退出验收标准和脱贫考核验收指标，今年拟退出的
贫困村、贫困户已基本达到退出标准。

另外，通过深入开展以
“自强、诚信、感恩”主题实践
活动等为主的各种宣讲活动
以及勤劳致富先进典型和妇
联、共青团等组织的引领示
范及教育引导，贫困群众

“等、靠、要”的思想正在逐步
得到改变，脱贫信心不断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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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海霞）为做好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
作，香格里拉市上江乡采取多项措施抓实森林防火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到人。该乡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
作，并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森林
防火工作，制定实施方案，细化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人员，
确保森林防火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真落实、见实效。

扩大宣传范围，提高防火意识。充分利用会议、标语、广
播、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宣传森林防火
知识，普及科学防火、安全扑火常识，做到人人知晓，切实提高
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

加强监管力度，积极消
除隐患。切实加大对林区
的巡查力度，强化对野外火
源管控，加强对重点人员、
地段的管理和监护力度，及
时消除隐患，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上江乡多举措抓实森林防火工作

普达措国家公园

◀近日，香格里拉市
农科局按照市委、市政府
召开的“苦战两个月兑现
军令状如期脱贫摘帽动员
大会”精神，积极组织挂包
干部到扶贫点虎跳峡镇东
坡村开展扶贫攻坚冲刺工
作。

期间，农科局挂包干
部分批次进村入户调查
2017 年特色产业实施、发
展情况，经济收入情况，并
核查贫困户基本信息。
（杨涛 罗懿康 摄）

▲村民采收秦艽。11月，走进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和平村忠浩野生中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药材地里笑
声阵阵、药香习习，当地藏族群众有的忙采收、有的忙种植，还有的在厂里进行初加工，到处呈现一派繁忙的
景象。

据悉，该公司成立以来，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方式，培育高原坝区中药材产业，并与农户订立回收合
同，实现统一供苗、统一种植、统一产品、统一销售一体化的发展之路。截至2016年，公司在高原坝区的中
药材种苗繁育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其中重楼、秦艽、金铁锁、云当归、云木香成为优势品种，公司年销售额已
突破200万元大关，公司务工人员的户均收入也已达到17000元。

（央金拉姆 摄影报道）

——记同乐村党总支书记和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