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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
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
和成效。”能不能切实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检验着党
史学习的成效。群众生产生活还
有哪些难点？民生保障还存在哪
些短板？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党员干部身处服
务群众第一线，学史力行，关键在
于实干为民，从党史学习中坚定初
心使命、鼓足干劲。

回望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
始终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根源在于
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从李大钊“为大多数人谋幸
福”的价值追求，到长征路上女红
军剪下半条被子送给老百姓；从脱
贫攻坚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承
诺，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党员冲锋在前，无不彰显着共产党
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哪里最苦最
累，他就出现在哪里”的张思德、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的焦裕禄、“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的黄文秀
……一代代共产党人勇于担当、乐
于奉献、甘于牺牲，构筑起共产党
人的价值底色。新时代新征程上，
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践
行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就要
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在为民
纾解难题中强化公仆意识、为民情
怀，在办好民生实事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从最
困难的群体入手。孔繁森在西藏
工作时，经常在下乡时用自己的钱
接济生活困难群众；收留3名地震
中失去亲人的孤儿之后经济更加
拮据，他甚至献血换钱给孩子补充
营养，折射出共产党人始终心系困
难群众、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的无私情怀。当前，我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要切实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
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就必须把最

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千
方百计“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
最基本生活，确保新征程上同样

“一个也不能少”。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从最

突出的问题抓起。面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是绕着走，还是
迎着上，是嘴上说说，还是一抓到
底，体现党员干部的作风和水平。
当年兰考连年受灾，但焦裕禄并没
有被困难吓倒，凭借“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精气神，带领兰考人民战
胜“三害”。事实证明，坚持问题导
向，敢接“最烫手的山芋”，敢啃“最
硬的骨头”，才能找到为民纾困、解
民疾苦的切入点；想群众所想、忧
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才能增强为民
服务的精准性、实效性。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从最
现实的利益出发。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
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
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
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
群众享公平。”当前，持续扩大社会
保障力度，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均
等化，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
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尤需各级党
委和政府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多出
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解决一
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让群
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惠。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凡事想着群众的村党支部书记郑
九万生病后，一天之内村民自发
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
村民们说“就是讨饭也要救他”，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评价“郑九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
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
中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
涵”。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
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就一定能永
葆党的初心本色，不断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在新征程上创造更加
美好的未来。

转自《人民日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婉
静） 2021 年 1 月，云南首个“国家甘
蔗工程大数据中心”在耿马傣族佤族
自治县启动建设。项目以构建“国家
甘蔗工程大数据平台”为试点示范，
从全产业链资源数字化、可视化，拓
展延伸到用数字化、工业化、订单式
农业理念模式打造智慧、高效、生态
的甘蔗产业，使临沧在成为中国第一
个甘蔗全产业链加工利用大市步伐
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市1956年引进糖料甘蔗种植，
1960 年第一座机制糖厂（云县糖厂）
建成，经过60多年努力，目前，年产甘
蔗 600 万吨、食糖 70 万吨，全市甘蔗
种植面积和蔗糖产量居全省第一、全
国第四，甘蔗产业已发展成为临沧产
业化程度最高、覆盖面最广、关联度
最大的产业。至2020年，全市甘蔗种
植面积达 132 万亩，建成国家重要农
产品甘蔗生产保护区 120 万亩，国家
糖料蔗核心基地88万亩，产业覆盖全
市 8 县（区）53 个乡镇 426 个村，涉蔗
农户 23 万户 90 多万人，2019/2020 年
榨季入榨甘蔗面积 119 万亩，实现税
收5.8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12%。

我市抓住国家划定和建设甘蔗
生产保护区的机遇，按照“高产、高

糖、高效、集约、生态、安全”的思路，
稳定市内甘蔗种植面积，发展缅甸北
部地区种植，持续改善蔗区条件，加
大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和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现代蔗糖产业，力争把临沧打
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甘蔗全产业链加
工利用大市、国家重要的食糖保障供
应基地，国家级高标准蔗糖产业基地
和中缅农业合作先行区。

建设百万亩世界一流的高优蔗
园。抓住国家实施“糖料蔗核心基地
建设”和划定“糖料蔗生产保护区”机
遇，以平坝、丘陵低缓蔗区为重点，按
照甘蔗全程机械化生产要求，开展产
业基地宜机化改造，全面建成 120 万
亩以上土地平整、路水配套、产出高
效的糖料蔗核心生产基地。

建设国内领先的绿色蔗糖产业
园区。加快推进耿马绿色食品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全市蔗糖产业资
源，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
补链扩链强链，推动蔗糖产业全产业

链聚集发展。巩固提升制糖主业，按
照一棵甘蔗“吃干榨尽”的思路，围绕
市场需求，加快推进以蔗糖为原料的
高端产品开发。拓展糖业循环经济
链，推进蔗稍、蔗渣、糖蜜、滤泥、废醪
液等副产品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
现蔗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加快甘蔗生产科技创新。健全
市、县、企业“三级”甘蔗良种引进试
验筛选繁育推广体系，加快推进新一
轮甘蔗品种的更新换代步伐，提高良
种覆盖率。加大甘蔗全程机械化示
范推广，以农业机械化服务合作社、
制糖企业为载体，大力推广机械化深
耕、机械化植保和机械化收获技术，
加快推进全市甘蔗全程机械化生产。

实施甘蔗绿色生产行动。大力
推广生物有机肥、生物农药、可降解
地膜等绿色农资和低碳绿色生产技
术，全面推广“良种+膜+肥+药+农机”
集成技术模式，实施化肥、农药减施
增效技术。积极探索构建“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蔗农参与”的甘蔗地

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机制。
支持制糖企业深入实施“质量兴企”
战略，研究制定一批企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建设一批甘蔗绿色发展标准化
示范区。开展有机、绿色糖料蔗基地
和产品认证，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服务
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充
分利用缅甸北部地区的土地劳力等
要素资源优势，支持制糖企业“走出
去”，推进中缅农业合作先行区建设，
加强与缅甸在甘蔗种植方面的合作，
推进原料在外、加工在内的农业合作
模式，扩大境外甘蔗种植面积，拓宽
原料发展空间，为保障国家食糖安全
作出贡献。

“省委省政府临沧现场办公会
提出，临沧要打造全国一流蔗糖产
业，建设我国甘蔗全产业链发展的
龙头和标杆，这为我们指明了发展
方向、确定了发展目标、厘清了发展
思路、赋予了发展使命。”临沧市甘
蔗技术推广站副站长董有波说，下
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改善蔗区基础
设施，加大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做到“藏糖于
地”“藏蔗于技”，为国家食糖安全作
出积极贡献。

临沧班老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
陲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具有强烈归
属中华和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在
近、现代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
伟大历程中，从1894年英国殖民主义
者强迫清朝廷签订第一个涉及中缅
边境问题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
条款》开始，至 196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缅甸联邦政府友好签订中、缅边
界协定，班老人民围绕主权归属问
题，进行了长达 66 年的不屈不挠斗
争，留下了人和土地一起回归的历史
壮举。

近代以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迫
清朝廷先后签订《中英烟台条约》
（1876 年）、《中英缅甸条约》（1886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1894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
打破中、缅之间的世代友好关系和边
境无争议局面，将中、缅边境关系变
成了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并企图以滇
缅边境为跳板，以与法国争抢对云南
的殖民控制权，并妄图打通印度洋至
长江流域的陆上殖民通道。

在清朝廷步步洞开云南大门、出

卖西南主权利益的屈辱历史中，以班
洪、班老等为代表的西南边疆人民国
难彰忠情，揭竿而起抵抗入侵英军，
留下了彪炳史册的“班洪抗英”义
举。在 1899 年至 1937 年中国与英国
印缅殖民政府关于中、缅边境的联合
勘界过程中，包括班老人民在内的

“西南卡瓦十七王”佤族群众，不甘从
中华民族的怀抱中被硬生生割离出
去，向中外人民和联合勘界委员会发
出了《请愿书》《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
同胞书》等，深切表达了热爱祖国、归
属中华的赤子之心。比如，“予等以
卡地为中国之边陲，卡民为组成中华
民族之一分子，兼汉颁之印信，可资
凭证，风俗习尚大同小异，同是一体，
不欲分割，又以守土有责，岂甘无故
放弃。”“为正当之防卫，我身可碎，我
心不渝，虽遗一枪一弹，一妇一孺，亦
必奋斗到底，决不甘伈伈伣伣任人宰

割，贻中华民族以不条（应为‘涤’）之
羞也。”“阿祖阿公之源源相传，守土
有责，自我失之后，世相传之，继亦自
我而不与之，上难以见冥灵之阿祖
公，下更何颜于后世耶？”“誓断头颅，
不失守土之责；誓洒热血，不做英殖
之奴。虽剩一枪一弹，一妇一孺，身
可碎，而心不可渝也。”班老等地佤族
人民的拳拳爱国之心响彻了滇西
南。在中、英联合勘界和边界谈判
中，虽然双方先后就中、缅南段提出
过 5 条边界线（史称“五色线”），但由
于班老等地人民的强烈抵制和顽强
斗争，谈判最终流产，印缅殖民政府
企图通过联合勘界进占中国西南疆
土的阴谋没有得逞，中、缅边界南段
界线悬而未决。

1941年，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交
换外交文件，完全不顾中、缅两国边境
历史管辖事实，违背西南边境人民半个

世纪以来的奔走呼号和强烈诉求，在英
国主张边界线的基础上进而作出让步，
明文将户板、班洪、班老、大蛮海等地划
归英国的印缅殖民政府属地，所划定的
中、缅边界线被称为“1941年线”，“1941
年线”激起了班老等西南边疆人民的极
大愤慨和强烈抵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妥善
解决帝国主义留给中、缅两国人民的
边界悬案和历史包袱，中华人民共和
国将原印缅殖民政府同缅甸人民独
立后建立的缅甸联邦政府区别开来，
本着慎重对待、平等协商、务实理性原
则，从1954年开始，与缅甸联邦政府进
行长达6年的边界友好谈判。在此期
间，班老、班洪、岩帅等地的西南人民
再次表现出强烈的依偎祖国怀抱之
心。屋勐、混抚、南勐等6名班老佤族
头人在转交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以
前勘测国界时，外国官曾送来东西给
我们，我们也没有接受，英国人就打我
们。”“现在外国人经常来，假使班老
（地名）归中国请派解放军去驻，保护
我们，班老人民的信（应为‘心’）是永
远不变的”。 （下转二版）

漂亮大气的顶棚，洁净的地面、
洗手池、公共卫生间，统一规范的摊
位，各类果蔬、肉食摆放有序、合理
分区。走进镇康县新城农贸市场，
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

“现在市场干净又宽敞，我们买
菜都觉得很舒服。”听说农贸市场改
头换面之后，市民赵荟兰第一时间
到集市买菜，感受新市场带来的新
气象。

镇康县结合爱国卫生“7 个专项
行动”，以“管集市”为突破口，深入
开展主城区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工
作，涉及改造升级的新城农贸市场、
文明新村农贸市场、南伞镇农贸市
场 3 个农贸市场，总投资 1217.32 万
元，改造前共有摊位 450 个，改造后
共有摊位594个。目前，新城农贸市
场、南伞镇农贸市场正式入市。改
造后的农贸市场，大大满足了群众
的日常购物需求，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现在环境卫生好了，顾客舒心
而且明码标价，买什么都更方便、更
放心。”对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翻
天覆地的变化，经营十多年的老商
贩王建果深有感触。

“我们结合美丽县城建设，实行
班子成员包保责任制，做到每天到
场进行压实指导，制定相应工作方
案。”镇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介绍，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进行了分
类分区、划行规市，规范活禽、水产、
熟食、卤味、酱菜等摊位，张贴了分
区指示牌、价格公示牌，实现亮证亮
照经营。对进入农贸市场的各类摊
贩、商户进行登记，建立经营户台
账，疏导经营户按照划行规市要求
规范经营，做到“菜上台、肉上案、货
放柜”，落实“摊前三包”制度，确保
摊档环境卫生干净整洁，让市民买
得放心吃得放心。

新华社昆明5月24日电 （记
者 杨静） 记者从云南省打造世
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2020 年云南省茶叶综
合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

近年来，为推动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云南省出台了“茶十条”等实
施意见，提升了茶叶生产经营主体
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茶产业的绿

色有机发展和转型升级。全省
2020 年茶叶综合产值达到 1001.4
亿元，同比增长7%。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绿色食品处
负责人介绍，在茶产业绿色发展支
持资金奖补政策下，全省有机茶园
认证面积 81.8 万亩，有机成品茶认
证产量 8.4 万吨，有机获证产品
1014 个。同时，在“一县一业”政策

推动下，勐海县、思茅区、双江县创
新融资方式，撬动社会资金投入产
业发展，茶产业综合产值不断增加，
产业效益快速增长，茶农来自茶产
业的收入增长20.6%。

在茶产业基地建设方面，云南
省按照程序，2020 年认定了 345 个

“绿色食品牌”茶产业基地，总面积
129.3万亩。

云南茶叶综合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

藏糖于地 藏蔗于技

我市创新理念打造一流蔗糖产业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

弘扬光荣传统 为民纾解难题
——学习党史为群众办实事①

“滇红”文化品牌不仅是凤庆的响
亮名片，也是凤庆人民传承红色基因、
铭记光辉历史、共同团结奋斗的象征。
今年来，凤庆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用活用好“滇红茶”诞生厂区、滇红
茶博物馆、中英友好茶园、“中国滇红第
一村”安石村等具有代表性“滇红”文化
符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厚植各族群
众的家国情怀。

图为安石村观光体验式爱国主义
教育受欢迎。

双春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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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城市“颜值”
通讯员 李丽君 穆文祥 杨华美

现场『 短新闻』

班老人民长达66年回归祖国的斗争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百 篇 故 事 书 党 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