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永祥） 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耿马傣族佤族
自治县通过持续开展系列活动，营造
学习氛围，促使党史学习教育稳步推
进。

以“学党史·传书香”为主题，整
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图书馆
和农家书屋、青年之家、儿童妇女之
家、乡村少年宫等资源，县、乡、村三
级联动同步举办读书活动2期12700

余人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

以云南省第十三届“红土地之
歌”演讲大赛为契机，组织开展耿马

“讲党史、颂党恩、树新风、庆建党百
年”演讲比赛。比赛通过层层选拔
后，进行县级决赛，并选送优秀获奖
选手参加市级比赛。全县共 200余
名选手报名参赛。

深入开展“红色故事大家讲”系

列活动，全县各级党组织结合当地红
色资源，采取送教下乡、走村入户宣
讲等形式，开展红色故事宣讲152场
次。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激发奋进力量”主题，开展讲红色
故事比赛152场4134人次。以“传承
革命精神，知史爱党爱国”为主题，深
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25场2790
余人次。

在全县中小学生中深入开展“学

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童心向党”、
《红色故事绘——连环画里的中国共
产党 100 年》主题展览进校园活动
20场2000人次，着力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激发广大
青少年奋进力量。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挖掘整理本
辖区、本行业领域的红色资源活动，
做到有址可循、有物可看、有史可
叙。打造红色教育基地4个，推出红
色教育体验线路 6条。全面系统整
理《耿马抗日》《耿马抗日老兵》《解放
耿马》等耿马党史资料，丰富党史学
习教育本土教材。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 茜 茜）
日前，临翔区圈内乡组织乡机关党
支部、青年人才党支部党员、乡团
委 委 员 、各 村 第 一 书 记（工 作 队
长）、村党总支（支部）书记共 50 余
人，前往博尚镇体验“红色套餐”，
学习“红色精神”，激活党史学习教
育课堂。

祭红色先烈，缅怀英雄。在博
尚烈士陵园，党员干部怀着无比崇
敬的心情瞻仰烈士纪念碑，默哀鞠
躬，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篮。到博尚革命纪念

馆，聆听博尚剿匪战斗故事，深切
缅怀为保卫缅宁新生红色政权而
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追忆他们英
勇抗战的壮烈事迹和卓著功勋。

观红色基地，铭记历史。在博
尚红色镇史馆和规划馆，党员干部
们通过展厅中的历史图片、实物资
料回味寻根，重温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历程。一张张

图片惊心动魄、一段段文字刻骨铭
心、一处处红色遗迹诉说着铭刻在
历史长河中的奋斗故事。

听红色故事，牢记使命。在镇
党委党校，学习了革命伉俪陈觉、赵
云霄及李国文的英雄故事，通过讲
解员的深情讲述，那些尘封在临沧
大地的红色故事广为流传。既有感
人至深的革命往事，也有催人奋进

的新时代奋斗故事，家国情怀，催人
泪下;小家故事，感人肺腑。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纷纷表示，
能有今天的和平安定生活实属不
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为代
价换取的，应加倍珍惜。要学好党
史、铭记历史，不断汲取红色养分，
坚定爱党爱国信念，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耿马耿马：：系列活动有声有色系列活动有声有色

圈内乡圈内乡：：学习传承红色精神学习传承红色精神

近日，粽子成了各大商场和农贸市场的主角。临沧各商家纷纷推出粽子销售专区，包装新颖、品种繁多的粽子
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也让这个端午香气十足。

各大商店和超市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上了各种品牌各种口味的粽子，可谓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粽子分为散
装、盒装和礼品装，价格从几元、十几元一公斤到几百元一盒不等。据了解，为满足端午节期间临沧广大市民的购买
需求，商家在节前就已经备齐了各种口味、各式包装的粽子供其挑选，其中，具有本地特色的粽子颇受消费者欢迎。
图为消费者在超市选购粽子。 杨丹 田晨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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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抓紧抓实抓细当前各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 （融 媒 体 记 者 张 润

芝 张天龙） 6 月 11 日，全市宣传
思想文化系统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在临翔召开。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马
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庆祝建
党 100 周年宣传工作作为当前头等
大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抓紧抓严抓实刊播安全、活动安
全、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社会
宣传安全等工作，扛实政治责任，加

大工作力度，加强协同配合，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
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宣传工作安
全有序、隆重热烈。

会议还对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宣传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
会精神，以及做好“记录小康”工程、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融媒体
中心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会 议 以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形 式 召
开，市直意识形态各部门、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员
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区）设分会场。

喝“望天水”、住“茅草房”、种“石
缝粮”、赶“两国山街”，这是镇康县南
伞镇红岩村刺树丫口自然村老一辈
人挥之不去的记忆。然而，这个被戏
称为“石旮旯村”“望天水村”的穷边
村，短短几年间却华丽转身，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网红村”。2020
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5000 多
元。

初夏时节，走进大山深处的刺树
丫口村，高耸的寨门，林立的“洋楼”，
干净整洁的硬板路，威严耸立的戍边
馆，蜿蜒盘旋的巡边栈道，以及纷至
沓来的参观游客，让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穷
得叮当响的刺树丫口村。

“以前我家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
石缝里种出的苞谷，用的是雨季天储
蓄下来的雨水，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走进位于村边的李文志家，二层“洋
楼”掩映在核桃林中，庭院干净整洁，
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和城里人没
什么区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今年
61岁的李文志感慨万千：“现在能过上
这么好的日子，想都没敢想过……”

和李文志家不同，蒋学文家位于
寨子中央，开满鲜花的庭院在夏日的
阳光中显得生机勃勃。蒋学文一边
给花浇水，一边和记者攀谈：“小时候
吃水要靠人背马驮，一个来回就要半
天时间，不敢浪费一滴水，现在拧开
水龙头白花花的自来水就到家了，吃
水再也不成问题了……”

刺树丫口村属于喀斯特地貌，由
于海拔高，干旱缺水，土地贫瘠，加之
地理位置偏远，村前村后都是石头
林，过去，村民只能靠天吃饭，在贫困
线上苦苦挣扎。

2015 年，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

政策，刺树丫口村迎来了重大发展机
遇，当地党委政府借力使力，引导群
众大力发展核桃、茶叶、蔬菜、中草药
等产业，目前全村已发展各种产业
2900多亩，人均达到8亩多。

“我家现在发展核桃、茶叶、断续
等产业，一年也有几万元收入，今年
我打算种点花椒，相信收入会越来越
高……”采访中，正在家里打理中草
药的郭怀军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不仅要“输血”，更要
“造血”。2019年，刺树丫口村依托
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结合边地
风光，按照《临沧市率先把沿边村寨
建成小康村实施方案》，以“356 工
程”为抓手，探索出一条“党建+维
稳+服务+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戍边馆、巡边栈道、半山酒
店等相继开工建设，不到几年时间，
刺树丫口村旧貌换新颜，吸引游客
慕名而来，刺树丫口村进入了快速
发展阶段。

借 着 旅 游 开 发 的 春 风 ，2019
年，占尽天时地利的杨德才投入近
5 万元开办了赐福农庄，成了村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今他家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家一年收
入也有 10 多万元，可以说不愁吃、
不愁穿，下一步我准备再建几间民
宿，游客来了有住的地方，家里又
能增加一份收入……”采访中，杨
德才信心满满。

如今的刺树丫口村，村美民富、
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红岩村党总支
书记、村主任雷光锋介绍，下步，刺树
丫口村将结合乡村振兴，依托当地红
色历史文化和边地风光资源，将守边
与兴边有效衔接，盘活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资源，着力打造集生态宜居、
休闲度假、农业观光为一体的边境红
色旅游示范村，开启边境乡村旅游新
业态。

刺树丫口村

边境线上“网红村”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百 村 看 小 康

特约记者 李建军
通讯员 王玲 马园丁

（上接一版）着力打造独具地域特色
的城市风貌；大干现代化，推进以综
合交通为重点的‘五网’建设，吸引更
多企业落户临沧。”鲁绍云说。

边疆村村寨寨变化天翻地覆，如
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杨世平提出，“要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股份合作机制，扶志扶智长效
机制，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村集体
经济全覆盖，培训就业全覆盖”。

沿边开放优势明显，但兴边富边
难题如何破解？在周永智看来，要加
快打通中缅印度洋大通道，坚持扩大
和深化对缅开放不动摇，推进对缅开
放合作平台建设，加大精准招商引资

力度，全力建设贯通双循环的枢纽和
平台……

前行的大道不会是坦途，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
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临沧仍需倍加
努力。

“架起幸福桥，哎……道路越走
越宽阔，越宽阔。”

穿越半个多世纪，阿佤新歌经典
依旧，仍在传唱，并不断赋予新时代
的内涵。

本文节选自《阿佤新歌——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调研记》，作者：经济日
报调研组

临沧精彩与使命责任：
阿佤歌声唱响新时代

（上接一版）全市75个乡（镇）共有74
个乡（镇）89名“五方面人员”进入乡
（镇）党委班子，选拔进“五方面人员”
的乡（镇）数占全市乡（镇）总数的
98.7%，此类人员占所有当选人员
675人的13.19%。其中，乡（镇）事业
编制人员 52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10名、到村任职过的选调生11名、第
一书记10名、驻村工作队员6名。

由于坚持严格的选人用人标准
和正确的用人导向，选出了群众信
任的党委班子，谋划了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和具体举措，广大干群的心
思和精力被引导到抓机遇、促发展
上来。

严把党代表质量关——
通过换届党员代表作用进一步

发挥
党代表是各行业、各领域党员

中的优秀分子，选好党代表是搞好
乡（镇）党委换届的基础，围绕选好
人、议好事、开好会，严格抓好代表
推选、大会选举等各环节。

全市乡（镇）党委换届工作中，
共选举出党员代表 5346 名，其中，
领导干部 1841名，占 34.44%;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 609 名，占 11.39%;先进
模范 686名，占 12.83%;工人 138名，

占 2.58%;农民 2426名，占 46.38%;妇
女 1632 名 ，占 30.53% ; 少 数 民 族
2883名，占 53.93%。

通过强化正面引导、广泛开展宣
传，进一步优化了党员代表结构，充分
发挥了党员代表的模范带头作用，认真
反映广大群众的期望和要求，圆满完成
乡（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任务。

同时，把县（区）党代表的选举
与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步统
筹推进，在选举产生乡（镇）党员代
表大会代表的同时，按程序提名推
荐出席县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
选，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并在
乡（镇）党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乡
（镇）出席县（区）党代会代表 1273
名。在整个代表选举工作中，做到
严格程序，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
民主集中制，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
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百舸争流急，千帆竞发远。站
在新起点上，新一届乡（镇）党委班
子正把人民群众的信任，凝聚成创
新实干、担当作为的职责和使命，转
化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激情和
干劲，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
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加快乡村振兴
砥砺前行、昂首奋进。

选好新班子 擘画新蓝图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宇龙 宗学
香） 6月 10日，孟定清水河口岸完成
跨境电子商务首批货物顺利通关，标
志着临沧边合区与中国（云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昆明片区联动创新发展取得
阶段性进展。首批从孟定清水河口岸
出关的货物是由昆明滇元贸易有限公
司在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完成报关，
由孟定清水河口岸出关。今后境外客
户只需通过二维码或微信小程序下单

即可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购买到中国
商品，境内客户也可以通过跨境电商
平台购买境外商品，这在中缅陆路口
岸之间搭建起了“互联网+”的全新规
范跨境电商模式。

今年以来，在临沧市与昆明市战
略合作的框架下，临沧边合区与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形成
联动创新发展工作机制，临沧边合区
把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进沿边跨

境电子商务创新和边境贸易特色化发
展的突破口，借助中国（云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昆明片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优势，加强与国内跨境电子商务领军
企业和国内物流企业的合作，率先在
孟定清水河口岸打通中缅跨境电商合
法通道，实现境内境外、线上线下跨境
电商产业链的有机融合。

在边境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
下，中缅跨境电商贸易迎来了较大的

发展机遇和空间，下一步，临沧边合区
将持续深化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昆明片区跨境电商领域的业务合
作，顺应产业发展潮流，不断优化跨境
电子商务通关平台，搭建跨境电商商
城，推动跨境电商线上、线下要素聚
集，积极培育外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业务，支持境外物流企业加快发
展配送网络建设，做强做大沿边地区
跨境电子商务规模。

临沧边合区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联动创新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首批货物从孟定清水河口岸通关跨境电子商务首批货物从孟定清水河口岸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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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经 济 资 讯

前前 55个月我国吸收外个月我国吸收外
资金额同比增资金额同比增 3535..44%%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 于佳欣）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
示，2021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35.4%，较
2019年同期增长30.3%。

来华投资兴业的企业数量
保持大幅增长。1至5月，全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8497家，同
比增长 48.6%，较 2019年同期增
长12.4%。

分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3819 亿元，同比增长
41.6%。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增长 34.6%，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增长 37.6%，高技术制造
业增长25%。

分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4.1% 、56% 和
16.8%。

分区域看，我国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
长37%、36%和10.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保
持“涨”势向好。专家表示，这与
去年同期低基数因素有一定关
系，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加上不
断扩大开放的政策，是增加外商
对华投资信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