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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维西

初中毕业那年，他才15岁，家庭的贫困迫使他终
止了求学路，从此，稚嫩的双肩扛起家庭重担，做
农活、驾驶手扶拖拉机、驾驶载重汽车、学习做小
买卖……一路跌跌撞撞，历尽艰辛依然不屈不
挠！也就是这种精神，使他走上创业带动就业道
路，成为特色产业领头雁，维西县带头致富、带领
致富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共产
党员就是维西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迪庆州中药材种植协会副会长、迪庆州食用
菌协会副会长李卫红。

借船出海铸品牌
维西“山珍”借船出海。2017 年11月16日上

午，云南香格里拉维西山珍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奠基仪式在康普乡隆
重举行。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维西县伟宏生物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农特产品从最初的粗加工到
精加工，农特产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该
公司“山珍”深加工厂预算总投资 580 万元。目
前，第一期工程已经全面完成，投资达 220 多万
元；第二期工程将于今年6月底竣工投产。

伟宏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云南省林业龙头
企业、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迪
庆州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目前，伟宏公司占
地面积3330平方米，年生产加工1500吨核桃干果，
生产480吨/年核桃仁，960吨/年核桃壳，2017年，收
购加工销售中药材1100吨，实现了年销售额3600
万元，纳税额达52.8万元，企业实现利润135万元。

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依靠科技进步铸
造品牌，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目前，公司申请专利
35个，已获授权25个、专利10个。

伟宏公司改扩建工程正在快速推进，其主要
建设内容有三项：改扩建核桃加工及中药材初加
工厂，完成200平方米生产车间、原料库500平方
米，成品库 200 平方米，办公室 100 平方米，化验
（质检）室40平方米，值班室20平方米，职工福利
区500平方米，晒场（停车场）300平方米的建设任
务；购置清洗机2套，脱壳机2套，风选分离设备2

套，烘干设备1套，
保鲜设备 1 套，包
装设备 1 套，质检
设备1套等生产设
备；完成给排水工
程、污水处理池、供
电、干道、绿化等附
属工程建设任务。

以上建设项目2018年6月底全面投入使用，将形
成年生产加工 2000 吨核桃干果、生产 680 吨核桃
仁、1200吨核桃壳、6500吨中药材和800吨无公害
蔬菜的生产能力。

脱贫路上架金桥
伟宏公司建立了上通大都市，下连老百姓的

购销网络，架起群众脱贫致富的金桥。
今年1月22日，维西县“南网杯·强基惠农”村

级集体经济大赛落下帷幕，伟宏公司获得一等
奖。伟宏公司缘何夺魁？依托其以“总支+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种植中药材1192亩，年
产值2202万元，带动群众1000余户，其中，建档立
卡户62户。

齐乐村花烈组傈僳族农民雀保军家有6口人，
上有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下有两个上小学的孩
子。过去，一家人就靠着种几亩包谷过日子，不要
说脱贫致富，就是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伟宏公
司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了花烈
组。雀保军高兴地说：“去年，我们家跟伟宏公司
签订了产销合同，公司提供种苗、化肥等生产资
料，我们家种了8亩当归，产品按照合同交给伟宏
公司，收入8.6万元，摘掉了贫困帽子。今年，我们
家与伟宏公司签了合同，种植当归14亩，收入将突
破10万元。”

今年年初，伟宏公司加大特色产业扶贫力度，
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种植当归、木香、桔
梗3081.2亩，公司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和购销服
务，并为农户提供保护价，中药材市场价格高于合
同价格时则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覆盖康普乡966个
农户，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740户。

为了激发建档立卡户发展中药材生产的积极
性，伟宏公司还设立了“脱贫奖”，一等奖奖金5000
元，二等奖奖金 3000 元，三等奖奖金 2000 元。雀
保军说：“今年我们家要争取拿到一等奖。”

“我们花烈组今年可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7万
元。”花烈组组长高兴地说，“公司从收购款中每
公斤中药材提取0.2元给我们合作社作为村民小
组的集体经济收入。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就
有钱帮助贫困群众办事了，党小组开展活动的经
费也就有了。”

按照伟宏公司与各村签订的合同，今年，与伟
宏公司签订合同的村组累计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123余万元。

在伟宏公司加工厂，康普乡有名的女老板和
玉香前来销售核桃。这位快人快语的女能人说：

“2018年1月至5月18日，我向伟宏公司销售了40
吨核桃。直接卖给公司减少了经营成本，增加了
利润。”一位来自广州的老板接过和玉香的话说：

“我们公司每年要从伟宏公司收购核桃仁30吨，中
药材80吨。我是来这里验货的。”

由于购销网络健全，服务周到，巴迪乡、白济
汛乡等乡镇的小老板纷纷将土特产运到伟宏公司
销售。随着购销业务的不断增加，伟宏公司成为
维西县澜沧江畔最繁忙、规模最大的农特产品收
购、加工龙头企业。

伟宏公司工人蜂灿林是一位来自康普乡阿尼比
村的傈僳族青年，在卫红专业合作社工作三个年头
了。他说：“我在伟宏公司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
老板为了让我们尽快适应岗位技能要求，请来了技
术员对我们进行培训。现在，我已经成为核桃仁加
工车间的技术能手了。”

伟宏公司除了对员工进行核桃仁加工技术培
训外，还请来专家对员工进行中药材、野生菌等农
特产品加工技术培训。

伟宏公司对员工的分配实行按劳取酬，核桃
仁生产、装袋、装车、中药材加工等均实行计量工
资制，做得好、做得多的员工收入自然就多。工人
每天劳动报酬最高的达到260元，最低的也能拿到

120元。
“我们家的核桃全部卖给伟宏公司，今年卖核

桃收入1260元。伟宏公司从来不欠我们的钱。”康
普乡齐乐村傈僳族农民蜂文祥说。

齐乐村盛产核桃。过去，由于附近没有人收购
核桃，群众卖核桃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卖出
难，导致核桃卖不上好价钱。自从有了伟宏公司，
群众卖核桃、卖中药材难的问题解决了，核桃卖上
好价钱。

脱贫路上当先锋。“李卫红一个人就挂钩扶贫
62个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这样的共产党员值得我
们学习。”康普乡干部赵武的话代表了全乡干部群
众的心声。

“我们家有两口人，李卫红挂钩扶贫我们家。
他给我们家提供种苗、化肥和技术指导，帮助我们
家种了当归、秦艽各一亩，并签了订单，以最低保护
价计算，我们家今年光是中药材收入就能突破
10000元，超过了脱贫标准。”普乐村曲八开一组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户阿洒咱说着说着眼上挂着激动
的泪花。李卫红立下军令状：“不脱贫不脱钩！”到
现在，李卫红已经为62个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投入
中药材种苗、化肥等资金26万元。

李卫红是一个见到别人有困难就心疼的人，
去年以来，他捐献给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价值2万
余元的化肥，并为一个建档立卡户的一名学生提
供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学费、生活费，初中每学年
3000元，高中每学年5000元，大学每学年2万元。
今年春节，他给康普、普乐和齐乐村每个村3000元
的春节文体活动经费。去年，他给康普小学捐款
3000元。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成功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和汗水。“今年1月到现在，他成天奔波在大山深处
的田间地头，给群众发放种苗、指导生产、签订单，
每天忙到两头黑，长期的劳累摧残了他的身体，体
重减了11斤，我们都很担心。”李卫红的妻子说。

初中毕业时，李卫红因家庭贫寒而放弃了上高
中的机会，回到老家务农。一路艰辛付出使李卫红
逐步摆脱了贫困，有了一些积蓄。尤其可贵的是，
李卫红的阅历让他找准了创业成就人生梦想的路
子。2009年，李卫红创办了维西县卫红中药材农产
品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开启了创业新征程。他在
二级路边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专业合作社加工厂，
做起了中药材种植、农副产品收购、加工等业务。
2015年，他创办了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人无信不立，做买卖要把诚信刻在心头。”这
是李卫红的人生信条。卫红专业合作社大门前矗
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的“诚信”二字格外醒目。
李卫红不仅把诚信二字刻在石碑上，而且把诚信二
字深深铭刻在心里。乡亲们都说，诚信是李卫红成
功的秘诀。

前年，怒江州泸水县李老板误将98000元钱打
在李卫红的账上，李卫红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打回
李老板的账户。事后，李老板专程到康普向李卫红
表示感谢。

诚信经营天地宽。从踏上社会的那天起，李卫
红做到诚实守信、童叟无欺。正因为守诚信，李卫
红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生产经营一天比一天好。

李卫红是一个多做事，少说话的人。在谈到做
买卖的经验时，他淡淡一笑说：“我认为，做生意和
做人一个样，诚实守信朋友多，诚信经营天地宽。
没有诚信，生意就做不动。做一笔昧良心的买卖就
等于在生意场上慢性自杀。”

创业的果实分外甜。“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做
成事情，收获劳动果实，人就有尊严。但幸福不会
从天上掉下来，做成事情要有精神支撑。我能够走
到今天凭借的是党的富民政策，依靠的是艰苦奋斗
精神。”李卫红说。

维西县叶
枝镇拉波洛村
驻村工作队长
提布是州农科
所副所长，他
在驻村期间，
通过组建村集
体经济组织，
实现“资源变
股权，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
股民”，用“股权”把公司、合作社、党
总支、农民、党员、企业搭成利益连接
机制，创造了一个与农民利润均沾、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探索出了一
条“用党建引领集体经济，集体经济
促脱贫”的发展路子。

2016 年，提布被单位派到叶枝
镇拉波洛村开展扶贫工作，刚到拉
波洛村，他看到这个以傈僳族为主
的贫困村，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人居
环境差，有的村民小组几乎不具备
人居生产生活的生存条件，脱贫攻
坚任务十分艰巨。

2016年3月至6月，拉波洛驻村
工作队和村“三委”成员在大量调研

和充分酝酿后下
决心发展和建立
集体经济组织。

2017年3月，
在叶枝镇党委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拉波村建立
了两个合作社，
并由拉波洛村总
支、维西花欢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维西巴赛山地畜牧农民专业合作
社、迪庆民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4个
股东组建拉波洛村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集体经济运作模式为总支+公
司+合作社+农户，带动群众 200 余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149户全覆盖。

同时，由集体经济组织组建维西
山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万元，叶枝镇人民政府扶持每个
合作社10万元。股权比例中，一个合
作社占股30%，两个合作社出资60万
元，占股60%（为农户股），登记原始
股东并发放 200 本股权证书。2017
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到8万。

（记者 余丽芹）

维 西
县 叶 枝 镇
梓 里 村 扶
贫 工 作 队
长 李 炳 群
是 迪 庆 州
民 族 中 学
音乐老师，
2017年，受
学校委派，
到 梓 里 村
开展驻村扶贫工作。期间，他组
建了由105名村民组成的农民红
歌合唱团，在短短三个月间，唱响
叶枝镇村村寨寨，掀起一股唱红
歌热潮。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李炳群
为什么要组建这样一支合唱团，
用唱红歌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

李炳群说：“初到梓里，我心里
十分着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走访，我发现现在的梓里仍有很多
贫困群众，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生
活质量都很低，很多群众安于现
状，脱贫致富的愿望不强烈。”

李炳群看到大部分村民晚

饭后要么
围成一圈
喝酒，要么
聚在一起
打牌，风气
不是很好，
文化生活
很 单 调 。
于是，他发
挥自己的
专业特长，

组织村民合唱团，通过唱红歌、
唱民歌，把群众从颓废消极的生
活方式中拉出来，促进梓里群众
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齐步走，引
领全村群众丰富文化生活，更好
地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如今，梓里村民对一些经典
的革命老歌耳熟能详，很多群众
甚至在劳动过程中播放手机录音
学唱红歌，唱红歌成为了一种新
的乡村时尚，村民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唱红歌促精神脱贫的做
法，不仅在叶枝镇范围产生了良
好的影响，而且得到了各级领导
的肯定。 （记者 余丽芹）

每 天 早
上 7 时，他带
领 村 民 下 地
干活，为鼓励
村 民 种 植 药
材，白天，他
开 着 私 家 车
帮 群 众 买 种
子，晚上，他
忙 着 做 群 众
思 想 工 作
……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党总支
书记和政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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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政国说，他刚到同乐村时发现
该村有个怪现象：日上三竿，有的村民
还在睡懒觉，直到中午，才有人出门做
点农活，下午天气一热，又回家去了。
庄稼长什么样不在意，田地荒了也不
管。“这样还怎么脱贫？我心里很着
急。”和政国说：“要脱贫，首先要改变他
们的这种散漫的生活方式。”

一不做二不休，和政国就每天
早上挨家挨户去敲门，喊村民们起
来干活。一开始大家还不乐意，时

间长了，村民
们觉得过意不
去，就自觉的
早起干活了。

群 众 思 想
有转变后，和
政国结合当地
原生态的村容
村貌和民族风
俗，向外宣传
同乐，发展乡

村旅游，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为同乐村找到了一条既保护了乡村
的风貌，又给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
益的路子。同时，和政国与其他做
扶贫工作的同志一起，给老百姓出
点子想办法，努力搞产业，在高寒山
区发展药材种植业，收到明显效益。

和政国说：“我一直希望与群众
一起努力解决增收问题，找出一条符
合同乐村实际的发展路子。这样想，
也这样干了，就这样坚持到了现在。
作为一名党员，俯下身子多为群众做
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我觉得是理所当
然的。”

（记者 余丽芹）

“在勇于担当责任的干部面前，问题是最好的老师。在作风
漂浮的干部面前，问题是不敢触碰的拦路虎。精准扶贫中出现
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出现问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能以正确的态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5 月 3 日晚，维西县委常委、保和镇党委书记蔡武义在指导永春
村党总支精准扶贫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说。

永春村党总支民主生活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11 时，与会同志
聚焦问题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红脸出汗，列出问题清单、
时间表，倒排工期，限期整改。

直面突出问题，转变干部作风。从 4 月 27 日开始到 5 月 6
日，保和镇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了精准扶贫专题民主生活会。

“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和观望不是办法，干才有出
路！”拉河柱村党总支负责人在民主生活会上说，“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脱休、脱家、脱皮，全身心投入精准扶贫攻坚战，
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只有用硬作风才能攻克脱贫攻坚中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的
突出困难和问题。保和镇党委、政府针对 2017 年扶贫成效考核
所反馈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 7 个方面的 15 类 60 个问题，要求
各村、各部门紧紧围绕“两个确保”和“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
目标，进行全覆盖、地毯式、无遗漏排查分析，做到“十二看”，确
保存在问题按时间节点整改到位、清零销号。

“会风就是党风。从现在起，能不开的会坚决不开，必须开
的会提前报备，晚上开。不能搞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贯彻文件那
一套。要精简会议和文件，节省时间和精力到扶贫攻坚第一线
去，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保和镇镇长李光明在 4 月 29 日
晚7时召开的精准扶贫工作任务安排会议上说。

白天进村入户开展工作，晚上整理资料、开会学习。这就是
保和镇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状态。“从 4 月 18 日起，我们就进入

‘5+2’、‘白+黑’工作状态了。尽管辛苦，但我们无怨无悔。”拉河
柱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和继泉的话表达了全体扶贫干部的心声。

“近几年来，我们辛苦了，但没有好的成绩，群众满意度并
不高。问题的背后是作风问题。重任在肩，我不敢有丝毫懈
怠。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
职责。”分管扶贫工作的保和镇副镇长陈晓红在挂钩村党总支
民主生活会上说。

解决问题就是推进工作。为了解决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保和镇党委以抓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从班子成员做起，
层层传导，细化措施，压实责任，认真搞好“十二个回头看”，每一
个回头看都有班子成员牵头负责：一看贫困户。看贫困户是否存
在漏评、错评、错退、漏退情况；二看就学；三看因病致贫户；四看
房；五看致贫原因；六看增收目标及措施；七看村。看贫困村和非
贫困村是否达到贫困村出列“十条”标准；八看“挂包帮”干部作
风；九看政策落实；十看脱贫成效；十一看档案；十二看扶贫产业。

跳出文件查数据，不听汇报查实情。这几天，保和镇扶贫产业
核实组深入到腊八底村田间地头丈量中药材种植面积和督查项目
资金落实情况。按照计划，核实工作将于7月10日全面完成。

用好督查“利剑”，对不作为、慢作为的“蜗牛”进行约谈和
诫勉谈话。保和镇纪委负责人说：“我们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成效不符合上级要求不放过、群众对
整改不满意不放过，严格督查
检查，确保整改实效。”

今 年 以 来 ，保 和 镇 纪 委
及 时 纠 正 两 个 项 目 合 同 ，有
效避免了 90 多万元的扶贫项
目资金损失；约谈 19 人，诫勉
谈话 4 人。

奋 斗 的 果 实 分 外 甜
——记维西县“双带型”优秀共产党员李卫红

◆杨洪程

转变作风“回头看”
——保和镇聚焦突出问题抓整改侧记

◆杨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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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助学生家长给李卫红赠送锦旗受资助学生家长给李卫红赠送锦旗

深入农户开展深入农户开展““回头看回头看””工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