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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党建

在镇雄县呢噜坪搬迁点的纺织服装
厂，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裁布、锁边、钉链、
熨烫，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在鲁甸县卯
家湾安置区，傍晚时分，广场上儿童追逐
嬉闹、老人们下棋聊天，到处充满着欢声
笑语……行走在昭通的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点），处处是蓬勃发展的劲头，处
处是幸福生活的景象。

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
地级市，昭通累计搬迁群众8.26万户35.47
万人，建成集中安置区（点）373 个。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近年来，昭通市委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建
强基层战斗堡垒、兴产业稳就业促增收、
除陋习育新风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易地
搬迁群众“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日子
越过越好”，稳扎稳打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建支部强堡垒
带领易地搬迁群众共建新家园

干净整洁的路面、有序停放的车辆、修
剪整齐的植被、各具特色的休闲广场和凉亭
绿地……走进卯家湾安置区，优美的环境让
人眼前一亮。而在此之前，安置区内车辆乱

停、杂物乱堆，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
改变发生在党组织发挥作用后，安置

区党支部牵头组织群众代表、物业公司等
开会讨论，带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我们
每月组织网格员、楼栋长、党员、群众开展
2—3次大扫除，引导居民参与到安置区管
理和建设中，定期开展楼栋环境卫生大评
比，形成人人参与建设、人人爱护新家园、
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鲁甸县砚池街道
党工委书记唐亚东说。

为做到群众搬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
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昭通市委在
全市 9 个万人以上安置区（点）成立党工
委，在鲁甸卯家湾、彝良发界、永善红光 3
个万人以上安置区设立街道办事处，在 30
个800人以上安置点成立111个党组织、配
备社区干部 537人、设置楼栋长 918人，将
4926 名党员入网入格划分到楼层直接联
系到户，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点）形成“社
区党支部+网格员+楼栋长+党员+群众”
五级联动、党员先锋引领、群众广泛参与
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同时，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点）实施
“全科网格红黄绿服务管理”先锋行动，扎
实开展日访、周访、月访精准服务易地搬
迁群众，以精细化的管理服务引领易地搬

迁群众参与到安置区（点）的建设和治理
中，着力把安置区（点）打造成为管理有
序、服务到位、邻里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
新家园。

兴产业稳就业
让易地搬迁群众过上新生活

在巧家县老店镇尹武搬迁安置点高山
冷凉蔬菜产业基地里，工人忙碌、车辆穿
梭，一车车蔬菜装车待发，一派丰收的喜人
景象。“我和老伴一边在家带孙子，一边就
近在蔬菜基地务工，每年有 6万多元的收
入。”家住安置点的脱贫户蒲明焕说。在昭
通，像蒲明焕一样，依靠产业就业，实现脱
贫致富的易地搬迁群众不在少数。

为让易地搬迁群众有收入、能致富，
全市在安置区（点）周边建成6万多亩农业
产业基地，大力发展香葱、李子、花椒、中
药材等特色种植，推动产业发展惠及所有
搬迁户，并依托安置区（点）配套建设的
5055个蔬菜大棚和2071个食用菌大棚，引
导易地搬迁群众通过加入合作社、入股分
红、租种大棚等方式，与龙头企业建立稳
固的“双绑”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加
家庭收入。盘活利用迁出地“三块地”

140.81万亩，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保障群众权益、收益。

此外，全市积极落实组织外输、公益
岗位托底、扶贫车间、配套商铺、产业培育
促就业“5 个一批”措施，动态更新劳动力
台账、返乡清单、就业意愿清单和培训意
愿清单“一台账三清单”，在 800人以上安
置区（点）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站 30个，“点
对点”“门对门”组织化输出 12.6万人。在
安置区（点）周边建成帮扶车间、引进劳动
密集型企业，完成商铺招商招租、引进商
家，推动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5.69万
人。截至目前，全市 19.8万名易地搬迁劳
动力已稳定就业 18.29 万人、就业率达
92.37%，实现有劳动力的易地搬迁家庭至
少有1人稳定就业。

育新风强素养
易地搬迁群众当好新市民

“从没想过能过上干净卫生、便利舒
适的城市生活。”镇雄裕和社区搬迁安置
区居民鲁绍坤感慨地说，从刚搬迁来不
适应坐电梯，到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各
种各样活动，易地搬迁群众逐渐适应了
新生活。

面对易地搬迁群众不同的生活习惯、
乡风民俗、思想观念，如何让易地搬迁群众
尽快适应、融入新生活环境，也是昭通在易
地搬迁后扶工作中的大事。

全市安置区（点）各级党组织坚持以思
想引领为主线、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着力推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步走”，以易地搬
迁群众的思想、行为、生活“三融入”任务清
单为抓手，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帮助易地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养成
文明行为习惯，更好地熟悉城镇环境、融入
城镇生活、共享城镇文明。

在易地搬迁群众中，广泛开展个人卫
生、家庭卫生、公共卫生、健康卫生饮食、
自觉遵规守法“五个习惯养成专项行动”，
组织各类文明素质提升培训2000余场次；
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定期组织文明楼
栋、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
等评比表彰活动；在 9个万人以上安置区
（点）推行文明新风积分制管理，将易地搬
迁群众的人居环境整治、家庭美德、移风
易俗等纳入积分制管理，充分激发群众讲
文明、树新风的热情。

如今，35.47 万名易地搬迁群众有就
业、有收入、有家业，正意气风发迈向乡村
全面振兴的美好未来！

昭通竹产业历经 2000多年岁月的
沉淀，承载了昭通一代又一代人想发展
的强烈印记。西汉时期，昭通筇竹杖通
过南丝绸之路远销印度。唐朝至清朝，
芒部有“裹”的生产组织，专门从事竹类
加工。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大关县竹
笋产量已达 20万斤。竹材制品全市均

有生产，但以盐津、大关两县制作工艺最
为精湛。大关、盐津、镇雄县分别享有“中
国筇竹之乡”“中国方竹之乡”“中国赤水
源方竹之乡”的美誉，竹资源丰富、历史文
化悠久，昭通市林草局坚持以党建引领，
解开了竹产业发展“绿色密码”。

突出党建引领 锚定发展目标
市林草局始终坚持“党建+产业”发

展路径，充分发挥党建引领“靶向”作用，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紧盯“十四五”末竹基地稳定在 600
万亩，年产鲜笋90万吨、竹材生产利用50
万吨，年综合产值 300 亿元的目标，全力
以赴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林草资
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竹产业发展优势。市
林草局按照“强化管理、提高单产、组织
联结、科技攻关、提升品牌、三产联动、高
端市场”的发展思路，通过科技育竹做强
一产，全竹开发壮大二产，文旅康养拓展
三产，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三产融合有
机发展，形成主攻二产、带动一产、拓展
三产的竹产业发展新格局。聚焦生态与
经济双促进、保护与利用共协调，全面实
施生产、生活、生态共融共建，闯出一条
生态脆弱敏感地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的发展路子，力争建成全国规模最
大、竞争力最强、区域特色最明显的竹笋
生产基地，努力打造全国可推广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示范区，构建国内一流竹
产业新高地。

强化顶层设计 抢抓发展机遇
昭通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和政策支撑，相继出台《关于做大做强竹
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意见》《昭通市加快
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等系列文件。市林草局以“书记
领办”“支部引办”项目为载体，制定党建
引领竹产业发展的年度重点工作清单，按
月调度工作推进情况。截至 2023 年，全
市竹资源总量680.2万亩，其中以方竹、筇
竹为主的优质小径级笋用竹基地达563.1
万亩，覆盖全市 9 个县（市、区）96 个乡
（镇）625个行政村 53万余户 210余万人，

年产鲜笋 40 万吨，综合产值达 137.52 亿
元，投产区户均增收超3万元、覆盖区户均
增收超1.2万元，已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小
径级笋用竹产业基地。大关县将筇竹产业
作为“一县一业”强势推进，2019年 8月被
省政府评为“一县一业”特色县。

着力强链补链 加大金融扶持
昭通进一步完善加工链布局，结合资

源科学布局初制作、粗加工和精加工，形成
完整加工链。积极推进将党员派在产业
链上，群众富在产业链上，实现企业落户
党员点对点研究，一对一帮扶。2023 年，
全市现有涉竹企业 38个（省级龙头企业 7
个），专业合作社 95个、村集体经济 72个、
个体大户 38 户，竹材加工 22.93 万吨，产
品从 50余个增加到 200余个，二产产值近
30亿元。形成财政、农林部门与金融机构
常态化对接和沟通机制。以金融政策兜
底有效缓解企业鲜笋收购现金流压力，推
动企业融资破题破局。创新“协会+金融
机构+企业”机制共商、信息共享、精准对
接的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银行机构全覆盖

“进企入户”，部分企业已新获得 0.45亿元
贷款资金支持。完善财税扶持支持经营主
体新产品研发、品牌创建，增强企业决心和
信心。2023年，整合乡村振兴财政衔接资
金入库竹产业项目资金 6.36亿元，投资效
益比为1:21.6。

聚焦队伍建设 发挥人才效能
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市林草局党组

将技术骨干发展为党员，把党员干部培养
成技术骨干，双向培养、精准发力，把林草
干部培养成为懂党务、精业务、勤服务的标
兵。推进与国际竹藤中心、中国林学会竹
子分会、浙江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林业大学
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搭建竹产业

“产学研用”合作平台。积极筹建昭通市竹
产业研究院、创新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
站，引进科技人才，提升技术支撑水平，让
更多的“竹专家”“竹秀才”扎根繁衍、成林
成长，让人才赋能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筇竹研究院1个，专家工
作站 1 个，试验基地 6 处，市委联系专家 6
人，云南省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2
人，云南省“云岭工匠”1人，“兴昭人才”1
人，乌蒙工匠3人，科技带头人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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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稳就业 育新风强素养
——记昭通35万余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新生活

通讯员 钱 旺 徐有定

崇溪镇：

党建引领织密平安防护网
通讯员 孔维财 文/图

崇溪镇司法所进村寨开展普法宣传。

工人加工筇竹家具。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
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
巧家县崇溪镇党委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平
安建设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夯实
基层基础，着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
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将党员
锻造成勇于担当作为、示范带头的先锋，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团结
带领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作用，牢牢织
密平安防护网。

建强堡垒，充实力量
巩固基层治理“主阵地”

2023 年以来，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
能由点到面发散式全覆盖，崇溪镇党委以
建强基层党组织为发力点，以创建和谐稳
定环境为落脚点，围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总体目标，将加强组织建设融入基层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普法宣传、家庭安全风险
评估等工作全过程。抓实主体责任，将平
安建设纳入全镇 66 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抓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必答题”和年度
考核评优评先重要依据，全面夯实党组织
书记主体责任，当好基层平安建设“指挥
官”；用好用活“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制
度，将《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作
为第一议题重点学习内容，以“红袖标”治
安巡逻、普法宣讲、讲好身边法治小故事
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300
余次，促进党建和具体工作深度融合；补
齐短板弱项，有效开展党支部“扩先、提
中、治软”行动，将平安建设工作滞后、基
层矛盾纠纷突出的党支部列为后进支部，
并通过党支部结对共建促进晋位升级，及
时封堵平安防护网漏洞，创建平安和谐的
社会环境。

示范引领，担当表率
建强基层治理“先锋队”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崇溪镇党委始终
秉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红色力

量的原则，注重发挥“红细胞”在平安建设
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在排查、化解、调处矛
盾纠纷过程中凝聚红色力量。将参与基
层矛盾纠纷排查、普法宣讲、纠纷调解等
工作纳入党员积分加分项，同时积极组织
党员到村（社区）参与社区治安巡逻、纠纷
调解、普法宣传等服务工作。今年以来，
共有 150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平安建设服
务 300 余次，服务时长 600 余小时，切实推
动党员干部当好政策法规的宣讲骨干、风
险隐患的排查骨干、“疑难杂症”的治理骨
干，真正建成一支发现风险、报告风险、干
预风险、处置风险的党员先锋队，推动基
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关口前移。

激励担当，群防群管
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水”

引导群众参与，实现多元共治。崇溪
镇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网格为抓
手，不断优化组织覆盖，配齐配强基层治
理力量，构建共治共建新格局。把全镇细
分为功能涵盖政法综治、民政、党建、生
态、卫生健康、文化等 12个大网格和 285个
小网格，选定以党员、村民代表、小组长、
护林员、退休职工等为主力的 869 个网格
中心户，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同步下
派 45 名机关党员开展党建“双联双创四
帮”活动，真正实现网格沉下去、问题浮
上来、管控全覆盖、问题全清零。充分利
用微信群、QQ 群等平台组建信息员队
伍，确保每个小组、每个群都有一个线下
线上的信息收集员，打通信息沟通梗阻，
让上情直达群众，下情第一时间掌握，并
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和普法宣传队作
用，对重点人群实施动态监测，切实做到
思想有人疏通、问题有人解决、困难有人
帮助，实现平安建设线上服务“最后一公
里”。同时，通过群众议事会选举网格
长、成立护村队等方式，增强群众的法治
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激发参与基层治理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突出群众主体地位，
充分激发“人人尽力”热情，书写“和顺崇
溪”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