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原始社会末期迈向小康、从闭塞边疆到开放前沿、
从生死由命到全面保障……70 年来，沧源佤族自治县各
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
族人民，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全县农业、交
通、卫生医疗等事业从零开始到飞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佤山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披荆斩棘拔穷根 驶入小康快车道

2019年 4月 30日，是一个载入沧源发展史册的日子。
这天，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沧源佤族自治县退出贫困

县。至此，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边疆民族直过区
沧源，在经历 70年的发展后，平稳驶入小康的快车道。

沧源，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解放前，这
里的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吃粮靠毁林种旱谷，吃
肉靠追山打猎，多以食盐不断餐为乐，群众最根本的生活
条件得不到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沧源贫穷落后的状况，党中央
对沧源实行区别于内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方针，采取

“只给不要”的财政供给政策。在国家的扶持下，沧源各族
人民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水利、挖水沟、
开水田、建台地……随着滇西南农业综合开发、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农特税改革、易地扶贫搬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佤山幸福工程、城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两免一补”
等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沧源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
到 2014年，全县共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乡镇 5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 67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679 户 43211 人，贫困
发生率 27.5%。

进入新时代，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沧源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实施“五个一批”工程，
即发展产业脱贫一批，通过发展产业使 30787人脱贫；劳
务输出增收脱贫一批，有计划地劳务输出 4952人；易地搬
迁脱贫一批，2018年底，全县共实施易地搬迁 1538人；社
会低保兜底脱贫一批，实施社会兜底 392人；发展教育脱
贫一批，通过发展教育，使 1221人实现了脱贫。同时，通
过健康医疗救助使 1642人实现脱贫，通过生态保护补偿
使 2365 人实现脱贫。 2014 至 2018 年，全县累计脱贫
11171 户 41598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少到 508 户 1613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14 年 的 27.5% 下 降 到 2018 年 的
1.33%；累计脱贫退出 5 个贫困乡镇 64 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贫困村退出率达 95.52%。

如今，经过 70 年的发展，沧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各族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得到全面保障，电视、冰箱、摩托等飞入寻常人家，居
民普遍使用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轿车进入普通家庭。

党的光辉照边疆 托起佤山教育梦

新中国成立前，沧源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主要是寺院
教育和私塾，时停时办，学校有名无实，而且只有土司、头
人的子女才能获得学习机会。广大群众及其子女被剥夺
了受教育权利，很多村寨群众都不懂汉语，与外界交流非
常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各级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发展佤山教育，着力
解决“有书读”“有学上”问题。1950年，恢复岩帅、勐董、
南腊 3所小学，共有学生 302人、教师 4人。1956年，先后
创办了团结、贺科、永安、南板等 22所小学。到 1978年，沧
源共有小学 269 所，在校生 18325 人；中学 8 所，在校生
1878 人；高中 2 所，在校生 425 人；幼儿园 1 所，在园幼儿
202 人。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88.9%。全县有教职工
886人，其中专任教师 817人。

改革开放后，沧源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进一步拨正教育发展方向，加强基础教育，恢

复升学考试制度，执行国家统一教学计划，使用全国统一
教材，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步入了以德育为首位、教学为
中心，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同时，通过采取
一切必要手段扩大教育资源，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
1980年起，国家对沧源少数民族小学生实行“三免费”，即

“免交学费、杂费、书费”。随后，这一政策覆盖全县中学
学生，进一步提振了普通群众送子女入学的意愿。到
1990年，全县有小学 264所，在校生 19297人；普通中学 6
所，在校生 3060 人；初级农中 1 所，在校生 253 人；高中 1
所，在校生 401人；幼儿园 16个班，在园（班）幼儿 614人。
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89.69%，有教职工 1248人，其中少
数民族 883人。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沧源制定了《沧源县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意
见》，1998年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基”工作的意
见》，1999 年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目标。进入 21 世纪
后，沧源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科教兴县”和

“人才强县”战略，按照发展学前教育、巩固义务教育、振
兴高中教育、壮大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抢抓机遇、深化改
革、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推进教
育综合改革，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全县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2005年，在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的同时，抓住国家实
施校舍安全工程、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中央扩大内需
校舍安全工程等工程和社会帮扶、爱心捐赠等机遇，按照
改、扩、并、建的思路，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县
教育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基础教育整体办学水平明显提
高，职业教育渐趋繁荣，民办教育发展壮大，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开创教育管理新局面，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不断迈
上新台阶。2008年，沧源“普九”通过了省人民政府评估
验收和国家教育督导团审核，全县全面“普九”“两基”顺
利 通 过 国 检 ，小 学 适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巩 固 率 分 别 达
99.27%、99.34% ，初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巩 固 率 分 别 达
99.16%、98.07%。

进入新时代，沧源举全县之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沧源加大资金投入，累计
投入教育惠民资金 3.54亿元，实施助学脱贫、全面改薄等
工程，认真落实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学
前到高中学生、农村与城镇学生、中缅学生“三个全覆
盖”；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初高
中阶段无因贫困而影响继续接受更高阶段教育。从 2016
年开始，组织所有贫困家庭未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接受免
费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实现“上学一
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目标。2017年，沧源被表彰为

“全省教育工作先进县”。2018年，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顺利通过国家评估验收，全县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9.1年。

如今，不论是在乡镇农村还是县城，最漂亮的建筑是
学校，设施最完备的房舍还是学校，佤山人民受教育的权
利得到保障，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不断提升，在党的光辉
照耀下，接受教育不再是佤山群众遥不可及的梦。

交通改善惠民生 道路越走越宽阔

解放前，沧源只有几条狭窄的古驿道能通向外界，境
内主要依靠一些晴通雨阻、起伏不定的马帮驿道，以人背、
肩扛和牛马驮运的方式进行交通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沧源的交通实现了起步。1957 年 7
月，沧源“勐沧公路”开工建设，在云南省公路局第五工程
处的艰苦努力下，于 1958年 7月打通了从“海孟公路”勐省
岔口向南连接南撒的 29公里公路。之后续建任务移交地
方。同年 11月，经过近 3000余名建设者的共同奋战，打通
了南撒至县城勐董的毛路，使边陲沧源得以通过全长 59.3

公里的“勐沧公路”经“海孟公路”一直连接到临沧、昆明
和祖国内地。

“‘勐沧公路’的开通结束了沧源没有公路的历史。”沧
源资料记载：“勐沧、勐回、南沧、永和、南安、小团……”省
县乡公路的建设，开启了沧源公路建设新纪元，到 2018
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522公里，93个村（社区）通畅
率达 100%，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南立线、耿沧线、小沧
线 3 条经济干线为骨架，干支结合、内外相连、城乡沟通的
公路运输网络。

在加快公路建设的同时，沧源积极构筑与航空并举的
现代立体交通网络。2016 年 12 月 8 日，沧源佤山机场建
成通航，彻底打破了沧源发展空间、时间制约瓶颈，加快了
区域间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捷化，助推沧源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沧源沿边优势得以
有效发挥。

“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能在沧源坐上飞机。”家在沧
源佤乡花苑小区的退休老干部王锋在沧源佤山机场建成
通航之日，有幸成为第一批乘坐沧源至昆明航班的旅客。
他介绍，上世纪 70年代，出一趟远门真是太难了，从沧源
到昆明每两天才有一班车，需要 5天 4夜的时间，前提还是
别赶上塌方、堵车。现在机场建成通航，从沧源到昆明只
需 50分钟左右的时间。

据了解，沧源佤山机场通航近三年，机场客运量从2017
年8.2万人次到今年有望突破30万人次，实现三年三翻番。

70年来，沧源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让广大佤乡群众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勐董镇芒摆村村民肖叶伞深
有感触地说：“过去芒摆村进村的道路十分难走，每逢收
稻谷时，村民们都需要上下中转，才可以把谷子运到村
里。如果赶上村民突发疾病，大家只好用两棵竹子绑上
椅子，做成临时的滑竿，走小路将病人抬到医院。”现在，
一条 8 公里长的水泥路修到村里，村民曾经的出行苦恼
彻底没有了。

肖叶伞介绍，种植销售时鲜蔬菜一直是她家每年的主
要经济来源之一，过去要将蔬菜和特产销售到县城要靠肩
挑背驮，种得多卖得少。进村道路硬化后，肖叶伞买了辆三
轮车，方便出行的同时也增加了卖菜的收入。

“我们村不愁没有地种，但交通问题不解决，农产品运
不出去，谁又有发展种植业的积极性呢？要致富，先修路。”
家在班洪公坎村的杨光明对农村道路建设的重要性感触颇
深。

公坎村是沧源班洪乡的一个边远村，全村 412户 1476
人，耕地面积 5929亩、人均近 4亩，村子同样因交通制约而
产业发展缓慢。近年来，依托建制村通畅工程项目，一条
15公里长的进村硬板路修建完成，公坎村民们看到了致
富的希望。

杨光明说：“现在路修好了，我们要抱团发展产业，过
上更加富足幸福的生活。”

如今，从乡村到城市、从陆地到空中、从县内到县外，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沧源现代立体交通网络正逐步构建形
成，民生坦途正支撑引领着佤乡人民奔向更加幸福的生
活。

卫生医疗全保障 群众看病不再难

“现在，我们足不出村就能看病，真是太方便了。”说起
沧源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家在勐来村的赵秀兰脸上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赵秀兰介绍，过去勐来村没有卫生室，村民们日常有
个头痛脑热的，都要往乡卫生院跑，来回折腾不说，花钱也
多。随着勐来村卫生室的建成使用和医疗器械的配套完

善，村民们有病在村上就能得到治疗。
卫生医疗保障一直是沧源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据

了解，解放前的沧源缺医少药，县内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机
构为群众提供就诊服务，群众贫病交加，有条件的人家看
病靠为数不多的民间草医，山区群众多靠“叫魂治病”，生死
由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向沧源派来医务人员，1952年
创建沧源卫生院，1957年建立县人民医院，到 1973年 11个
公社均设立卫生所、93个大队均建立合作医疗站。特别是
近年来，沧源持续加大卫生医疗各类项目的申报力度，全面
推进标准化农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基
础设施建设，先后实施了县人民医院急救体系、卫生监督所
综合楼、8个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32个标准化村卫生室、5
个乡镇卫生院职工周转房、县疾控中心业务楼、妇幼保健院
搬迁建设等 49个重点新建项目，切实改善群众就医环境。
同时，出台落实健康扶贫30条措施实施方案和推动分级诊
疗，建立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
为基础的紧密型县乡村卫生医疗服务一体化医疗共同体，
形成了卫生医疗机构分工协作、联动互补的县域卫生医疗
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医疗服务水平，群众“看病难”问
题得到切实解决。

不断创新卫生医疗工作举措，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改革，全县18家医疗机构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
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同时，深入
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重病兜底保障等政
策，让群众“病有所医”。沧源由此荣获“云南省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先进县”称号。

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沧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
参保 157781人，实际参保 150487人，参保率 95.38%。全县
共报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医药费17654人次
516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代缴大病补充保险
参保费1053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参保率、医疗救助覆盖率、重病兜底保障率、大病集中救治
率均达到100%。

构建签约服务机制，打通服务群众就医“最后一公
里”。目前，沧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机制已优先覆盖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精神病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重点人群
签约率达6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率达100%。规
范化建立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163898 份，建档率达
87.73%；组建由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疗机构人员
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 107个，实现 93个村（社区）全覆
盖。

民族团结跟党走 绚丽发展谱新篇

“芭蕉为什么长得好，是因为它只有一条心。我们之所
以发展得这么快，是因为我们各民族团结一条心。”70年来，
沧源各族人民始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普写了民族团结跟党走、经济社会大发展的
绚丽篇章。

沧源民族团结佳话源远流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允缅寺至今仍保留着 200多年前佤族部落头人赠送给
傣族吐司的一对木鼓，它见证了沧源民族团结的历史。

194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人李晓春、李培伦等的领导
下，沧源岩帅民族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了国民
党设治局的统治，沧源迎来了解放，更加巩固了佤山沧源各
族群众团结进步的基础，奏响了民族团结的最强音。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0年，沧源
部分民族上层人士肖子生、高寿康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周年庆典后，返回普洱参加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
族代表会议，并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名。代表们回到沧
源后，积极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签订了“民
族团结公约”，制作了刻有“今后永远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共同建设祖国，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的“民族团结棒”，有力促进了佤山沧源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在实施滇西南农业综合开发和脱贫攻坚中，为推进坝
区和山区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发展目的，佤山沧源又叙写了

“傣族让坝佤族让山”的团结佳话和“佤族建基地傣族闯市
场”共同脱贫、携手奔小康的故事。

步入新时代，坚持不忘初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时作出的“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重要指示精神和“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要求，佤山沧源紧扣“佤山儿女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主题，全面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工作，大
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乡
镇、进学校、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农村、进军营、进口岸、
进家庭等活动，全面传承弘扬佤山民族团结优秀精神，让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成为沧源各族群众的广泛共
识。目前，全县共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2 个、“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27个，沧源县委、县人民政府先后 3
次被国务院、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全县有 22 个单位、77 人分别被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如今，走进佤山沧源的村村寨寨，鲜艳的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心向党”时刻激励和
引领着边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各族群
众一心向党的信念和决心更加坚定，“民族团结之歌”响
彻在佤山沧源大地，呈现出各民族同跳“团结舞”、同唱

“加林赛”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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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到飞速发展
——沧源奋力谱写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

□ 通讯员 关汪武 赵志明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各族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得到全面保障，电视、冰箱、摩托
等飞入寻常人家，居民普遍使用移动电话，电脑、
互联网、轿车进入普通家庭。

●不论是在乡镇农村还是县城，最漂亮的建
筑是学校，设施最完备的房舍还是学校，佤山人
民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

●从乡村到城市、从陆地到空中、从县内到
县外，在党的光辉照耀下，现代立体交通网络正
逐步构建形成，民生坦途正支撑引领着佤乡人民
奔向更加幸福的生活。

●建立县乡村卫生医疗服务一体化医疗共
同体，形成了卫生医疗机构分工协作、联动互补
的县域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医疗
服务水平，群众“看病难”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各族群众一心向党的信念和决心更加坚
定，“民族团结之歌”响彻佤山沧源大地，呈现出
各民族同跳“团结舞”、同唱“加林赛”的和谐局
面。

核心阅读

佤山群众新生活

沧源民族中学

市县道路

送医进社区

各民族大团结

沧源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