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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卯家湾：

交融同心 共建家园

“搬出大山天地宽，幸福家园卯家
湾。”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高楼外墙上的
红色标语，道出了各族搬迁群众的共同心
声。

盛夏时节，来到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区，只见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社区服
务中心、学校、医院、商超、文化广场等配
套设施一应俱全，宽阔笔直的道路上行
人来往穿梭，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搬进城来住上这么好的楼房，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这辈子做梦都没有
想到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是卯家湾安
置区和悦社区 70岁的居民邹文昌经常说
的一句话。他来自鲁甸县梭山镇，老家
山高坡陡，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而搬迁后
住的新房子有100多平方米。

卯家湾安置区共安置鲁甸、巧家、彝
良、永善、盐津 5县 39096名汉、彝、苗、回、
布依、壮族等搬迁群众，是一个多民族互
嵌融合、和谐共居的大家庭。

只见卯家湾安置区香葱基地里一派
繁忙景象，搬迁群众抢抓农时搬运、分
拣、栽种香葱。

“香葱一年可以种三季，每亩有 7.5吨
的产量，按照平均每吨香葱 4000元估算，
亩产值能够达到 3 万元。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从事种葱、拔葱、洗选葱、土地整理
等工作，在家门口做工一年就有上万元
的收入！”指着上千亩翠绿的香葱，鲁甸
县砚池街道办主任熊娟如是说。

“搬得出”只是第一步，昭通市持续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让搬
迁群众实现从“安居”“乐业”向“幸福”

“美好”转变。在卯家湾安置区，上级部
门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充分保障就业，将
产业建设与安置房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同步建成，配套建设 2200 亩绿色食品加
工园、3000亩现代物流园和 1万亩蔬菜基
地、1万亩苹果基地的“两园两基地”产业
园，打好产业、就业“组合拳”，让群众有
事干、有钱挣、有盼头。扶贫车间热火朝
天，产业园里忙碌不停，商业街、游乐园、
广场夜市，满足了群众自主创业需求。
目前，通过劳动力外输、产业配套等方
式，卯家湾安置区基本实现了有劳动力
的家庭至少有 1人就业，零就业家庭清零
的目标。

“卯家湾来变了样，修起多少电子
厂，吃苦耐劳把班上，幸福生活跟得上
……”刘双剑时不时哼哼这首《歌唱卯
家湾》。

刘双剑是一个“外来媳妇”，丈夫袁
洪向的老家在鲁甸县新街镇坪地营村，
2019 年底搬到卯家湾安置区后，日子越

来越好。见社区里活儿多、人手少，刘
双剑主动报名当志愿者，帮着照顾老
人，还带着搬迁妇女一起学缝纫。如
今，她当上了卯家湾社区副主任。

“过去，孩子读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
山路，如今学校就在安置区，一出家门就
能够上学，这些都要归功于党的好政
策。”刘双剑说。每年暑假，为了解决家
长们的后顾之忧，卯家湾安置区结合实
际，在雨露、春熙等 4 个社区开展“护苗”
暑期陪伴成长活动，志愿者、社工陪孩子
们读书、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打乒乓球、
下五子棋、做手工，欢乐的笑声不时在教
室里回荡。

人越走越近，心越交越亲。据悉，
卯家湾安置区建立街道、社区、片区、
楼 栋 、住 户 五 级 网 格 化 服 务 管 理 体
系 ，采 取“ 领 导 挂 社 区 、党 员 联 万 家 、
部门包楼栋、干部帮群众”挂联模式，
创新探索“红黄绿”精细化管理模式，
经 验 做 法 获 国 家 发 改 委 、民 政 部 、农
业农村部认可推广。通过空间互嵌促
共 居 共 学 、文 化 互 嵌 促 共 事 共 乐 、经
济互嵌促共建共富、社会互嵌促共治
共 享 、心 理 互 嵌 促 共 通 共 融 ，一 体 化
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砚池街道党工委及相关社区荣获“云
南省社会治理创新奖”一等奖、云南省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荣誉。团结、融
洽、亲如一家是卯家湾安置区的真实写
照，在这里，各族群众心相连，情相牵，用
实干和奋斗共同建设新家园。

八仙营清真寺：

同心同向 聚力同行

几处青山隐古寺，一溪流水渡八仙。
从昭通市城区往东南约 5公里，有一古寺
屹立山间，这就是昭通八仙营清真寺。
寺院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 年），至今
已有近三百年历史。其间，几经损毁和
重建，历经风雨沧桑，依然保有古色古香
的韵味与中华文化的魅力。

沿着斑驳的石阶与苍翠的松柏，走进
古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
红色基因，爱国爱教促团结”“各民族要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标语十分醒目。

再往里走，爱国主义教育展厅、解放
军四十三师师部指挥部旧址、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传栏等功能区有序布局，吸引
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

“1950年2月，解放军四十三师奉命南
下，从贵州威宁进入昭通，受到昭通市守望
回族乡各族群众及宗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师部驻扎在八仙营清真寺，并以此为指挥
部，为解放昭通作出了积极贡献。”八仙营清
真寺讲解员热情地为大家讲解这段红色革
命历史。

“八仙营清真寺属昭通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这里不仅可以领略传统中式古
建筑之美，还能参观解放军四十三师进驻
昭通城时的师部指挥部旧址，实地感悟红
色文化。”前来参观的李先生说。

守望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马凌锋介
绍，今年以来，共有来自省、市、县的团队
及社会各界人士 170 余批次 8000 余人到
八仙营参观学习。

八仙营清真寺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浓郁的
人文环境、厚重的历史底蕴，围绕“传承
红色基因，爱国爱教促团结”主题，深入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教育引导
信教群众始终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
心同向，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获得“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
观教堂先进集体”“全省宗教界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点”“第四批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宗教活动场所（和谐寺观教堂）”等
荣誉称号。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产业引领 共同富裕

小小红苹果，带富一方人。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昭阳红”苹果品牌龙头企业，先后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云南省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云南省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走进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的苹果
分选生产车间，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果
香，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在自动化分选
线上翻滚，经过检测通道，按照重量、果
型、甜度等被分成了数个等级称重、装
箱，上百名车间工人正加班加点，以最快
的速度将苹果装车发运。今年 4月，昭通
超越农业有限公司的苹果首次随载人飞
船进入空间站，成为保供鲜食水果。

“整条分选线有 36个通道，每个通道
的标准都不一样，通过中央控制，分选线
根据苹果甜度、糖度、酸度进行监测，并
分等级出果。”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温连庆介绍，公司始终坚持党对民
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托党支部，充分发
挥党员职工带头示范作用，通过现场会、
板凳会、院坝会给务工群众讲政策、谋发
展、算细账，让各族群众与企业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同时，公司将苹果
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
以苹果产业发展助力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
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
结统一，共同奏响民族团结和谐奋斗主
旋律，共同推进“昭阳红”基地建设。

一 人 富 不 算 富 ，基 地 带 领 大 家 共
同富。

“我以前在果园疏花疏果，年务工收
入有 3万元左右，今年从公司承包了 84亩
果园来管理，公司以每年每亩 650元的标
准支付托管费，年收入增加到了 5.4 万
元。”通过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昭阳区永丰
镇新民社区村民甄全米在家门口实现了
稳岗就业增收。和甄全米一样，从传统农

民变成产业工人的村民，仅新民社区就有
100余人。

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
不能少。基地每年带动各族群众务工
5000 余人、支付群众各类报酬 9000 余万
元，利益联结进一步紧密，“昭阳红”苹果
变成了昭通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的致
富果。

休闲垂钓、户外露营、湖面泛舟，一
个个独具特色的主题景区引人入胜；民
宿休闲、特色美食、体验苹果采摘乐趣，
一项项极具体验感的特色项目备受游客
青睐。2023 年 10 月，位于昭阳区永丰镇
荒冲自然村的红苹果乡村旅游度假区开
园迎客，从此，昭通苹果产业农旅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迈出了新步伐。

“以前的荒冲自然村地如其名，是个交
通不便、产业薄弱的贫困村。如今，通过共
享产业发展红利，荒冲自然村变成了游客
纷至沓来的度假区，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吃
上了‘旅游饭’。”昭阳区永丰镇副镇长李旭
东说。

昭通市以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目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领
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资产变股
权、集体有股份、农民有收益”和“资产抵
押、固定收益、股金分红、务工收入”的思
路，建立“龙头企业+基地+党支部+合作
社+老百姓”的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推进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三变”改革，建设苹果科技集成示范基
地。目前，“昭阳红”苹果基地已走上科学
化、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道路，建
成了全国单体连片最大的现代苹果基地，
为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赋能增效。
基地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增收致富，实现了
从“红苹果”到共同繁荣发展“幸福果”的
华丽蝶变。

昭通市人社局：

东西协作 互融共进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和谐之
基。就业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是每
一个家庭稳定和幸福的支柱，更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
昭通市积极开展东西部劳务协作，劳
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提升、就近就
地就业、稳定就业激发了各族群众的内
生动力，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托起了

“稳稳的幸福”。
“务工 3个月就可以享受特殊生活补

助和务工补贴，每人 1500 元。我们从绥
江县来上海的老乡还建了个微信群，绥
江县和闵行区人社局的领导都在群里，
有什么困难我们就在群里面说，他们会
来帮助我们。”远在上海闵行区浦江高科
技园电子信息产业园工作的刘万洪在电
话里告诉记者，有了人社部门的帮助，他在
上海工作比较稳定，这些年在老
家买了房、买了车，还存了
一笔钱，希望再奋斗几
年，让家人过上更好
的日子！

外 出 务 工 ，找 到 合 适 岗 位 尤 为 关
键。在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帮助下，
来自绥江县中城镇良姜村的“90后”大学
生曾文烽，在上海通达理集团下属的一
家网络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通
过几年的努力奋斗，如今小伙子已成长
为企业的一名运营总监，平均年薪超过
了 30万元。

“在上海过得挺好，闵行区人社局
的干部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我们，询问
我们有没有困难，公司的工资待遇、福
利都挺好，这份工作发展前景也不错。”
曾文烽表示，上海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希望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留在上海发
展、定居。

就业，一头连着饭碗，一头连着发
展。随着沪滇协作的不断深化，闵行、绥
江两地人社部门精准对接，考察推介企
业，举办专场招聘会，将优质的务工岗位
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通过组织专车专
列以及发放出行礼包、油补红包、返岗礼
包等举措组织劳动力集中输出，通过建立
务工交流群、发放务工补贴、特殊生活补
助、节假日开展走访慰问等活动帮助劳动
力实现稳岗就业。

绥江县的成功只是昭通市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昭通市人社局始终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人社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以转移就业、促进各族群众
增收致富和流动融居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与省外 274个地区建立了劳务协作长
效机制，坚持“点对点”供需匹配、“手牵
手”协作并进、“一对一”精准输出，开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

“春风行动”“就业红娘”等服务活动，开
创“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点对点、一
站式”劳务输出昭通模式，实现常年稳定
转移就业 250 万人以上，其中省外输出
130 万人以上，转移就业人数、省外就业
人数总量稳居全省第一。同时，成立流
动党员党组织 97 个，建立驻外服务站 27
个，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权
益保障等服务，帮助务工人员增加收入
的同时，推动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大流
动、大融居，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全国农民工工作先进集
体”“云南省第二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

昭通市推动创新实践，探索创建工作
新路径，立足全市民族分布特点，在 3 个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个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个全国宗教界先进
集体、186 个全省示范单位、3 条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60 个“三项
计划”实践基地等领域多方位、全域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示范；深入开展“十
进十促”创建活动，清单式细化工作任
务，实现昭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覆盖。
（本版图片由昭通市民族宗教局提供）

全域描绘和美画卷 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昭通市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见闻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冯 琴

编者按：
磅礴乌蒙，昭明通达。这里，历史悠久；这里，文化厚重；这里，各民族同胞同顶一片天、同耕一

垧田、同建一家园；这里是和美昭通。昭通之美，美在团结和谐，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美在奋发进取，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美在安居乐业，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昭通，已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近年来，昭通着力在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出实招、见实效。如今，昭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域升级走细、走深、走实，勾勒出了
一幅各族儿女团结友爱、安居乐业的和美画卷。

采摘苹果。

民族团结之花在民族团结之花在““云上马楠云上马楠””绽放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