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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2月28日上午就建设更高水平
平安中国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
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
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坚定不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
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
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把平安中国
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李燕
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
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
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
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不断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
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
体防控，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
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适应
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平安中国建设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习近平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持系统思维，进一步树立发展
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
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
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发力，通
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
整体安全创造条件，通过及时有效解
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
筑牢根基。

习近平指出，平安中国建设为了
人民，也依靠人民。要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
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弘扬锐意进取、甘于
奉献、崇尚法治、文明礼让的时代新
风。

习近平强调，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
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
识形态安全。要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转型，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安全等方面工作。要着力防范重点
领域风险。

习近平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
中国，必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
要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发
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筑起真正的铜
墙铁壁。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
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平安中
国建设的根本保证。要始终坚持党
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对政法工作的
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平安
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
用。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注
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
效能。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
代政法铁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对于家住乌蒙山区深处的张明芬来
说，种植天麻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刚过去的这个天麻采收季，她家的天麻
收成不错。她说：“我家种天麻一年收入
8万多元，还种了些苞谷和洋芋。”

37 岁的张明芬来自云南昭通市
彝良县荞山镇官房村。村党总支书记
赵富全说，全村种植天麻 6700 亩，产
值1600万元，覆盖农户450户，基本实
现对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全覆盖，有的
农户靠种天麻年收入一二十万元。

不仅有天麻，官房村还种了3万亩
竹子，其中 1.6万亩已投产，产值 1800
万元，覆盖农户1500户。随着剩余竹
笋陆续投产，未来几年还将稳步增收。

荞山镇党委书记杨健说，全镇发
展天麻 1万亩、竹子 9万亩、花椒 4万
亩。为做大特色产业，政府还组织专
业人员为农户开展天麻种植培训，并
引进一家竹笋加工厂，在各村驻点收
购鲜笋，进一步提高竹笋附加值。

彝良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有着“天麻之乡”的美誉。2024
年，全县种植天麻 8.5万亩，实现综合
产值 45.24亿元，带动 1.5万多户农户
种植天麻，实现就近就业7万余人，其
中5万余人在种植端就业、2万余人在
加工、销售、服务端就业，人均增收
7000余元。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才能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我们把产业发展作为促
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昭通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罗光华说，近年来，昭通的
苹果、天麻、马铃薯、竹子、花椒、特色
养殖 6 个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基
地建设、龙头培育、利益联结等取得显
著成效。

记者在昭通市镇雄县走访了解
到，近年来，当地聚焦“1+1+N”高原特
色农业产业，加大资金投入，持续推动
以百万亩竹子、百万头生猪为主导的
农业产业基地化、规模化全链条发展。

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说，镇雄聚
焦精深加工和品牌塑造，推进县城南
部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绿色食品
产业园和坪上魔芋加工厂建设，着力

培育经营主体。通过产业、就业齐抓，
2024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5841元，增长6.7%。

镇雄县是云南千方百计促进农民
增收的一个缩影。

作为农业大省，云南持续培育壮
大茶叶、花卉、蔬菜、水果、坚果、咖啡、
中药材、牛羊、生猪等重点产业，推动
每个脱贫县形成2个至3个特色产业，
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
制，提升产业帮扶质效。

产业发展让群众的日子更加安
稳。在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龙
坝镇打东村村民张德服种了 15 亩茶
叶、20亩苞谷和 10亩烤烟，年收入 10
万余元。“产业发展不错，生活越来越
好。”他说。

龙坝镇党委书记白成忠说，全镇种
植茶叶5.02万亩，户均10亩，产值1.6亿
元。目前，龙坝镇有6家茶叶初制所和
97家小作坊，还引入两家龙头企业，延
伸产业链，准备开发茶饮品，正在探索

“茶旅融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彩云之南，高原特色产业“多点

开花”。
中药材产业成为昆明市禄劝彝族

苗族自治县的“金字招牌”。当地种植
中药材16.69万亩，其中农户种植地栽
中药材 3.7 万余亩，企业联农带农
9764户。

近年来，禄劝县乌蒙乡三家村村
引导部分村民参与中药材种植，随后
逐步在全村规模化推广种植。村民胡
大全说：“我家种 2亩中药材，一年收
入有2万多元。”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
云南制定实施支持经营主体联农带农
的省级奖补办法，2.95万个经营主体
与157万户脱贫户（含监测对象）建立
稳定利益联结机制，各类经营主体带
动全省65%的群众增收。

2024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6307 元，比上年增长
7.2%，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0.5个百分点。

云岭大地，脱贫地区气象新。特
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新华社昆明2月28日电

“多点开花”促增收
——云南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见闻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熊轩昂 吴俊宁

大关县靖安安置区是全国最大
的跨县易地搬迁安置区，承接安置了
昭通市大关、昭阳、永善、彝良、盐津、
镇雄 6个县（区）的 9256户 40549名搬
迁群众。自2019年底搬迁入住以来，
安置区紧扣群众增收这条主线，强化
产业就业支撑，优化社区服务管理，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团结带领各族群
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
生活。

过去五年，靖安安置区新建 3 所
幼儿园、1所高中，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教育；建成1所卫生院和6个

卫生室，群众看病就医更方便；建成 1
个AAA级景区公园，极大丰富了居民
的休闲生活，提升了安置区群众的幸
福感。

产业就业 促进稳定增收
近日，走进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街道宽阔平坦、干净整洁，小区
内绿植葱郁、充满生机，行人悠然漫
步、怡然自得，处处洋溢着安宁祥和
的氛围。“安置区功能完善、环境舒
适，学校、医院、商超、公园、就业帮扶
车间都在家门口，我们生活得很舒
心。”搬迁群众张兴文说。

五年来，靖安安置区党工委始终
将稳就业、保就业作为工作重点，通

过“党建+企业+劳务输出队”“党支
部+产业协会+三类人员”等模式，为
搬迁群众搭建就业平台，每年有 2万
多人在省内外实现稳定就业。

安置区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在安置
区大力开发卫生保洁、治安协管等公
益性岗位，解决就近就业问题，让无
法外出务工和返乡的搬迁群众顺利
就业。

外出务工返乡群众屈志鸿分享
道：“5 年前，我们一家人从大山里搬
到安置区。在安置区党工委的帮助
下，我和丈夫去浙江务工。去年8月，
为了照顾孩子我回到安置区。社区

了解情况后，很快帮我在家门口找到
了工作。”

为推动本地就业岗位扩容，安置
区引进了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并配
套建设了 340 个蔬菜大棚、1200 亩香
葱基地和 3万亩马铃薯产业基地，让
众多搬迁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同
时，开发了 1113 个公益性岗位，让更
多困难家庭、弱劳动力家庭有了更稳
定的收入。

搬 迁 群 众 何 俊 彩 满 脸 笑 容 地
说：“搬过来后，我在家门口的扶贫
车间工作，每月能挣 3000 多元，既能
照顾家庭，又有收入，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 下转第2版

靖安安置区群众搬迁入住五年来——

新业开启 幸福满溢
◆云南日报记者 沈迅 通讯员 陈绍金

“嘟——”刚坐上车，安全带还未
系稳，周应彪的电话就急促地响起。
他腾出一只手接起电话，那头传来码
口镇码口社区枇杷种植户王永万急匆
匆的声音：“您好，请问，您是周老师
吗？”周应彪回应道：“我是，请问你是

哪位？”对方说明身份后，焦急地询问
自家枇杷叶片突然变黄的问题。周应
彪耐心分析，逐一给出建议，直到对方
完全明白，才挂断电话。车刚驶入靖
安隧道，周应彪又接到黄华镇东坡焰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顺林的视频
电话。李顺林把镜头对准满山的白桔
树和正在进行春季修剪的工人，请周
应彪指导修剪工作。周应彪一看，连
忙指出问题，并表示会立即赶到现场
详细讲解春季剪枝的注意事项。

到了村里，周应彪顾不上喝一口

水，径直奔向果园。他穿梭在果树
间，拨开枝叶，仔细查看枝形和枝叶
生长态势、花蕾形成情况以及肥水管
理状况。一边看，一边分析，一边讲
解。说到秋剪，他总结道：“秋剪宜晚
不宜早，要等中心花苞露；秋剪宜轻
不宜重，大枝不要轻易动。”说到内外
枝、上下枝、病枯枝的处理方法，他
说：“剪去上层虚旺枝，打开天窗照下
层；剪去下层衰弱枝，更新复壮拖地
枝；剪去病枝与枯枝，减少来年病虫
害。”而谈到怎么留花时，他就说：“留

花首选中心花，中心不够选侧花；多
余侧花留一枝，去掉花苞作叶枝。”针
对传统管理的弊端，他指出：“外看一
把伞，内膛光杆杆。”形象地说明枝型
打不开会导致树隙无果，影响产量与
质量。而对于树体缺锰、缺镁的判
别，他也有简洁的口诀：“早期缺锰很
明显，叶片出现死斑点。”“下部老叶
斑纹现，叶片褐色转幼叶。”这些生动
形象、浅显易懂的“顺口溜”，一经周
应彪说出，果农们很快就能记住。

下转第2版

周 应 彪 的“ 顺 口 溜 ”
◆记者 吕翼 刘静涛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近年来，威信县充分发挥以
工代赈项目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产业结构及
促进农村群众就地就业方面的重大作用，精心谋划并实
施了一系列以工代赈项目，扎实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落
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月 1日，在威信县双河乡偏岩村杉木坪村民小组，
双河乡 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现
场，挖掘机正忙碌地开挖供排水道，20余名工人则紧张
有序地搬运材料，进行钢结构安装、拉网、盖膜、固定等
各项作业。

此次偏岩村杉木坪村民小组公益性基础建设项目
是双河乡 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达 398万元。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硬化 3000米的产业道路和新建 20亩的
蔬菜保温棚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当地的基
础设施条件，有效解决产业支撑不足的问题，促进当地
特色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该项目建设采取村民自建的方式实施，并采用了
“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
培训+资产折股份量化分红”的综合赈济模式。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优先招收并培训当地劳动力，特别是低收
入群体，确保他们在项目内获得就业机会，增加务工收
入，从而充分发挥“赈”的效益。

“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方便照顾家里。而且项目
建成后会出租给公司运营，基地里长期有活可以让我
们干，大家在这里干活都特别积极。”村民熊瑞勇高兴
地说道。

3月1日，2025年福彩助力“学雷锋”慈善关爱“一老
一小”活动在吾悦广场举行，该活动的主题为“雷锋精神
永传承，慈善关爱暖昭通”。活动旨在通过筹集善款、提
供多元服务、开展现场互动等方式，传递社会温暖，营造

“人人向善、全民志愿”的良好氛围。
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直社会组织党委主办，市、

区多家单位及社会组织共同承办，80余名公益慈善组织
及爱心人士代表参加了该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宣讲了《2025 年福彩助力“学雷
锋”慈善关爱“一老一小”》倡议书，2名志愿者代表分享
了他们的公益故事。同时，主办方还开展了公益募捐、
全民服务、互动体验和宣传倡导，以及义诊、急救知识培
训等活动。 记者 张广玉 摄

我市举行“学雷锋”
关爱“一老一小”活动

威信以工代赈项目
带动群众增收

2月28日，昭阳区学庄农贸市场，一位菜农在整理野
菜刺老苞。

春日，昭通各地的野菜陆续走上餐桌，人们采摘、出
售、品尝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美食，开启了野菜尝鲜季。

记者 张广玉 摄

昭通开启野菜尝鲜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