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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协办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唐蓉

自2016年以来，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考评连续四年名列
全省前列，获优秀等级；2017年12月，楚雄
州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示范州”。楚雄州耀眼的成绩单背后，
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面深入落实
推进、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
业抓紧的“楚雄新实践”。

“今年以来，楚雄州持续推进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在民族文化传承
保护、民族团结进步及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中迈出了新步伐。”楚雄州民族宗教
委党组书记、主任鲁文兴介绍说。

典型示范引领全州创建工作

今年以来，楚雄州持续加大培育典型
的力度，以点带面，推进示范创建工作。4
月，楚雄州命名了第三批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示范单位 154个，并与州妇联开展第二
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家庭”评选工
作，命名了 136户示范家庭。10月，楚雄州
武定县、牟定县、双柏县、永仁县 4个示范
县，10个示范乡镇，210个示范村和 3个示
范区等227个单位被命名为省级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单位；2个集体，5名个人被省政
府表彰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
模范个人。

南华县雨露白族乡是楚雄州唯一的
白族乡，2017年被楚雄州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命名为民族

团结示范乡，在今年命名的省级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中，该乡的三个村委会
的小组都荣登名单。“随着高位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现在全乡 7个行
政村呈现出积极开展创建工作、相互学
习借鉴示范单位宝贵经验的团结奋进
画面。”雨露乡党委副书记吕忠洋介绍，
杨方村作为雨露白族乡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其建设整合了易地扶贫搬迁、
省级特色村寨、万村千乡工程、老年活
动中心等项目，近年来，雨露乡党委政
府以杨方村作为示范，力求通过这个

“点”努力推动省级民族团结示范乡的
建设。

据介绍，持续争取支持，整合项目，也
是今年以来楚雄州民宗委全面推进创建
工作的重点内容。目前，围绕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目标要求，楚雄州民宗委深入开展实施民
族团结进步“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工程，目
前相关经费已下达到各县市，各地正紧锣
密鼓地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持续创新开展民族文化保护工作

近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
办公室公布了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
奖名单，来自大姚县的樊志勇荣获全国脱
贫攻坚奖创新奖。

樊志勇于 2007年创立“纳苏”民族文
创品牌，并围绕“文化传承、手艺变现、造
血脱贫”发起了帮助彝族绣娘的“幸福指
尖计划”。记者一行走进“纳苏”的工作坊，
一条倒计时横幅引人注目。原来，绣娘们
正赶工百米彝绣精品长卷，从久远的彝族
传说故事到如今彝州奔小康的幸福图景，
都在这长卷的走针运线中，色彩斑斓、气
势恢宏。“能够参与这样有创意的艺术创
作，我们这些绣娘都非常荣幸、自豪。”来
自大姚的绣娘张琼芬告诉记者。

除了持续推进百米彝绣精品长卷创
作工作，楚雄州民宗委还持续推进《彝医
药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开展《楚雄民族
节日志》等乡土志编纂工作，不断在推陈
出新中开展民族文化工作。 【下转2版】

持之以恒 创新推进
——楚雄州民族宗教委持续发力推进示范创建工作一瞥

刘加勇

景洪市勐龙镇曼伞村
地处中缅边境，长达 9公
里的边境线基本没有天然
屏障，便道小道众多。在驻
地党委政府、公安机关、村
委会、村民共同努力下，党
政军警民联合守边固防，
严防疫情输入，开创联合
管边控边新局面。

防疫情 必须得守好

从中缅 239界碑向西沿边境巡逻
道行进约 500米，三岔路口一条路通往
缅甸，路边竖着缅甸景康乡南朵村的牌
子，一条路通往曼伞村，路边建有

“NIA”字样的临时用房，239便道执勤
点就设在这里。

曼伞村党总支书记沙二介绍说，今
年以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西双版纳
州采取段长制，州、县、镇、村负责人分为
一、二、三、四级段长，对每一段边境线负
责。沙二是曼伞村9公里边境线的四级段
长，9公里边境线设有 8个执勤点，目前
有6个执勤点是由村委会和州县派来的
干部负责，全天24小时驻守，村干部干完
农活就到执勤点执勤。

执勤点上，曼伞村综治队队长星林
是一名老党员，手臂上别着“尖刀班巡
逻员”的红袖标，除了回家换洗衣服外
他基本都在执勤点上。星林站在 239便
道执勤点指着前方介绍，前方50米的地
方就有一个缅甸的村寨。

为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派出
所民警、州县党员突击队、村委会综治
队员安照“1+2+4”的模式开展执勤，各
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守护边境。“疫情防
控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国家、村
寨安全的大事，必须得守好。”星林说。

守边境 必须得看牢

来到曼伞村吕相村小组，村口设有
一个执勤点，几名联防队员正在执勤，
三戈是这个执勤点的负责人。

三戈是曼伞村武装干事，也是勐龙

边境派出所的边境联防队员。派出所民
警与村委会联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派出所还负责盘查控制、警械使
用等常用警务技能的培训。“有了基本
技能，才有本领开展执勤，遇到情况才
不会慌乱。”三戈介绍说。

在共同抗疫防输入过程中，村民法
治意识明显增强，看见可疑的人就会互
相联络，然后对人员进行盘查，如果有
偷渡、走私、贩毒的嫌疑立即报告派出
所，是守护边境一草一木的“尖刀”。

治安好 村寨才能好

走进曼伞村委会，人们会被这里浓
厚的文化氛围吸引，家家户户悬挂着国
旗，村委会对面的墙上绘制着一幅警民
和谐、民族团结、生活欣欣向荣的图画。

社区民警何警官与村民特别熟，走
到哪里都有村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何
警官介绍说因为村寨紧临边境，以前村
里出现过参与走私、偷渡的村民。2018
年州政府牵头多警种、多部门对村寨进
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村寨制定的村规
民约将治安工作放在了第一条，村寨现
在治安越来越好了。

沙二介绍，现在村里治安好了，大家
一门心思想着勤劳致富的路子，除了橡
胶、香蕉、茶叶，村里还种植了百香果，探
索橡胶林套种魔芋。

“守护好边境线，就是守护好我们
的家园。”沙二深深感慨。

景洪市曼伞村

联合守边固防

本报讯（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高
燕）11月 20日，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的
第五届云南国际人才交流会启动仪式
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
长李小三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副省长
董华主持并宣布云南国际人才交流会
网络平台正式上线开通。

李小三在致辞中说，文明因多样而
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云
南具有区位独特、资源丰富、民族众多、
风光绮丽等特色和优势，发展潜力巨大。
云南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以更
加开放的政策、更加良好的平台、更加优
质的服务，打造人才聚集新高地，为海内
外有志于创新创业的科学家、企业家，提
供施展才能、实现梦想的舞台。

第五届云南国际人才交流会以“聚

天下英才，促跨越发展”为主题，围绕“搭
平台、促交流、引贤才、聚项目、助合作”
目标，促成人才智力交流合作。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本届交流会创新办会
模式，以网上视频大会为主要形式，采用

“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和“互联网+会展”
双向互动新模式，线上举办高校高端人
才招聘会暨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招聘会、2020年南亚东南亚大学联盟人
才培养合作论坛、新动能科技论坛、生态
优先绿色示范论坛等，线下举办云南人
才周——国家高层次人才云南行等活
动，打造“永不落幕的交流会”。

云南国际人才交流会已成功举办4
届，吸引了50多个国家（地区）1200余位
高层次人才参会，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 320人，促成 270余项人才智力项目
落户云南，正逐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
地区较有影响力的人才盛会。

第五届云南国际人才交流会启动

本报讯（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孙贵
升）11月24日，记者从云南省“回眸‘十三
五’奋进彩云南”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综
合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以来，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具体可
概括为：取得两个决定性成就、实现五个历
史性突破、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
期间全省88个贫困县摘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50万人通过易地
扶贫搬迁实现“挪穷窝”“斩穷根”，11个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
贫，创造了“百万大搬迁”“一步跨千年”的
历史奇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提前实
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规
划确定的28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绝
大多数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全省一半的
人口实现在城镇居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经济总量
跃上 2万亿元台阶，2019年达到 2.32万亿
元，“十三五”以来，我省每年的经济增速都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以上，位居
全国前列。

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历史性突破。服
务业撑起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工
业增长“一烟独大”的格局发生根本性改
变，工业经济结构转变为烟草和能源两
大支柱产业双驱动。八大重点产业和世
界一流“三张牌”发展势头强劲。中石油
1300 万吨/年炼油项目建成投产。绿色
铝、绿色硅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电力
发展告别“水电弃水”时代。“一部手机”
系列成为行业标杆。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以沪
昆高铁、南昆高铁为标志，云南省进入高铁
时代。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基本
完成，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实现
高速公路通车，“十三五”新增高速公路
5000公里。怒江美丽公路主线建成通车。
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开工、中缅油气管道建
成运营、全省实现4G网络全覆盖。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九大
高原湖泊实现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
的彻底转变，洱海水质下滑趋势得到了根
本性遏制；滇池水质持续改善，草海水质连
续两年稳定在Ⅳ类，为 30年来最好水平；
我省劣Ⅴ类水质湖泊由2015年的4个减少
到目前的 1个。森林覆盖率达到 62.4%。州
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达到98.6%。
社会民生补短板实现历史性突破。控

辍保学实现动态稳定，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达95%，129个县（市、区）实现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云南大学首批入选全国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我省成功入列
全国 8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试点省份，
滇东北、曲靖、滇南、滇西 4个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全面开工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88%。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1岁。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实现县（市、区）以上全覆盖。

一个决定性胜利。坚持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打好
省外、境外疫情输入阻击战和湖北、咸宁
驰援战，率先开发使用“抗疫情”扫码系
统，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措施，快速建成国门疾控中心，较早
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双清零”，有效
控制了疫情蔓延发展。采取边境防控“五
个管住”举措，全面切断境外疫情输入渠
道，坚决守好祖国西南大门，为全国疫情
防控大局做出了云南贡献。

两个决定性成就 五个历史性突破 一个决定性胜利

回眸“十三五”奋进彩云南

万众一心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