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节坝自然村(节固村多少人)

边民富、边疆稳。如何才能实现边疆更兴、边民更富、边关更美？对此，云南临沧
市这个拥有近300公里边境线的沿边城市交出了自己的新答卷——在云南率先启动
边境小康村建设工作，引领乡亲们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建设好美
丽家园，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他
在信中说，“你们都是老支书，长期在边境地区工作生活，更懂得边民富、边疆稳
的意义。”“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
之歌。”

治国先治边，治国必治边。把边境村建设成为现代化边境小康村，这既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
殷切期盼。

为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临沧市于2019年在云
南率先启动边境小康村建设工作。按照“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
稳、党建强”的要求，围绕构建“道路、村庄、组织”三套系统，实施“基础设施
、农村经济发展、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整治、兴边富民”五大工程。通过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市县财政统筹、群众投工投劳等方式，全力推进边境小康
村建设。

如今，沿边村建设得怎么样，边民的生活有哪些变化？守边固边如何加强？经济日
报记者来到临沧部分边境村实地探访。

补齐短板基础牢

正值雨季，记者走进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帮东村。雨后，这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小村
庄道路整洁、空气清新，翠绿的甘蔗林随风摇曳，一栋栋傣式房屋错落有致，房前
屋后各种鲜花盛开，村中的几棵百年大榕树枝繁叶茂，孩童们正在愉快玩耍……一
幅美好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

“过去的帮东可不是这般模样。”村民们回忆道，由于地处山区位置偏远，曾经的
帮东村生产生活都很落后。“村民靠种甘蔗为生，交通也不方便，到了雨季出行困
难。”村民杨国贵说。

随着脱贫攻坚以及临沧沿边小康村建设，帮东村的道路条件逐年改善，如今柏油路
通到家门口，彻底解决了帮东村出行难问题。“道路只是基础。”帮东村党总支书
记金国友告诉记者，近几年，村庄实施“风貌提升”工程，配套实施改厨、改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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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庭院，启动生活垃圾处理场和集中养殖小区建设，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不断
完善村庄的基础设施、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等。

甘蔗是帮东村的传统产业。蔗农过去在山地上种甘蔗，产量、糖分低，效益不高。
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扶持下，帮东村实施坡改梯项目，引进甘蔗新品种和机械化种
植，减少了人工劳动成本，大大提升了甘蔗种植效益，全村甘蔗种植面积达4000多
亩。“坡改梯后，甘蔗产量从过去每亩二三吨提高到了五六吨，并有糖厂来收购，
1亩纯收入有1000多元。”蔗农金玉杨说。

通过实施兴边富民和沿边小康村项目，大家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也
是节节高。2021年，帮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万多元。“我们正在建设一个青
储饲料加工厂，利用甘蔗尾部加工成饲料以后，发展肉牛养殖，增加村民收入，持
之以恒建好边境小康村。”金国友信心满满地说。

帮东村只是临沧市沿边小康村的一个缩影。在临沧市290.791公里边境线上，散落
着镇康、耿马、沧源3个县共计44个行政村（社区）。针对边境村位置偏远、基础
薄弱等问题，临沧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努力把基础设施短板补起
来，使村级集体经济强起来，将公共服务水平提起来，让生态环境美起来。经过近
3年多建设，临沧市573公里的沿边公路全部串联成线，513公里村组道路全部硬化
，249个自然村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实现全覆盖。

壮大产业边民富

打造现代化边境小康村，产业兴旺是群众增收的关键。临沧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
路，聚焦“糖、茶、果、菜、畜”五大优势产业，全力推进“一乡一品”“一村一
特”。

耿马县孟定镇班幸社区大湾塘自然村距离清水河口岸仅6公里，这里土壤肥沃、气
候湿热，四季瓜果飘香，适合种植各种热带农作物。

走进村民金阿省的家，一幢小楼整洁漂亮，一辆小汽车停靠在自家车库里。“村里
过去种旱谷，连玉米都不够吃，如今种植了橡胶、坚果、蔬菜。我家就有60多亩橡
胶林，每年仅这一项能收入五六万元。”说起近些年来的变化，62岁的金阿省满脸
喜悦。

在稳固橡胶传统产业的同时，班幸社区还发挥气候优势，将菠萝蜜、坚果、蔬菜产
业作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有效手段。“通过‘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我们不断调整种植结构，目前班幸社区共种植菠萝蜜700余亩
，其中新栽470亩，均为新引进的红心菠萝蜜，市场价格高，收益更好。”孟定镇

                                    2 / 5



节节坝自然村(节固村多少人)

班幸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庆说。

站在镇康县南伞镇田坝村的一处山头，举目眺望，山坡郁郁葱葱、满目苍翠。“这
里种植的全是澳洲坚果树，已经有10多年了。”田坝村党总支书记王东权说。

2006年，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拟在镇康县引进澳洲坚果。经过考察，南伞镇田
坝村的海拔、气候、温度都很适宜，云澳达公司便在田坝村建设坚果基地，并按照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不断带动村民扩大种植面积。如今，田坝村种植坚果达3.
8万亩，逐步发展成村支柱产业。

为保障种植户利益，田坝村还于去年成立了坚果专业合作社，成员已达483人。合
作社采取“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集中片区农户，统一规划种植
地块、技术管理标准、科技培训、市场购销，让种植户省心省力。

“我们和云澳达公司达成销售协议，坚果采收后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给云澳达，对方
承诺一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按照收购价的5%返利。”王东权表示，这样
一来，果农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解决了以往采青抢购、市场混乱、品种杂乱等
突出问题，保证了坚果品质。2021年，该合作社共收购澳洲坚果1100吨，企业返
利53.6万元。“我们又拿出60%返还给社员，如此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资、企
业增效、财税增长多赢。”王东权说。

与此同时，临沧还努力把好生态变成好资源，把好风景转化成好“钱景”。在沧源
县班洪乡班洪村下班坝组，党支部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围绕“屋子、院
子、寨子”打造“微花园、微菜园、微果园”，扮靓村庄形象，实现“出门看花、
伸手摘果、弯腰摘菜、庭院创收”；依托紧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优势
，将观光旅游、庭院经济融合起来，开办南滚河蜂蜜加工厂、竹笋加工厂、生态采
摘体验园、四大嫂饭店等实体产业，不断扩大集体经济。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30多万元，给村民分红30万元。”班洪村党支部书记杨
志良说，“我们还要继续扩大养殖业和加工业，增加群众收入，让大家在小康路上
不断前行。”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临沧沿边村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边民们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文旅融合美如画

杂物随意摆放，鸡、猪村口散养，路边杂草丛生……这样的景象是过去沿边村落的
真实写照。用村民的话说，“日子过得紧巴巴，哪里还顾环境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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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以及边境小康村启动建设以来，临沧市广大沿边村落村民的生活环境焕然
一新。

走进沧源县班洪乡南板村，一棵棵又粗又大的竹子傲然挺拔，成片生长，令人惊奇
。“这种竹叫巨龙竹，是咱们这里的特产，能长30厘米粗、30多米高。”南板村村
民陈光明向记者介绍。

巨龙竹是世界上已知最粗大的巨型丛生竹种，分布于云南南部。班洪乡素有巨龙竹
之乡的美称，南板村竹子资源更为丰富，在芒单组、芒海组生长着连片的巨龙竹近
200亩。

陈光明说，过去村民们把巨龙竹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用竹子建房、铺地板、做盛水
容器。近年来随着班洪乡村旅游开发，当地充分利用这一基地资源，开发建设巨龙
竹观光区，让竹子发挥出了最大效益。

参天巨龙竹，万竿青如玉。在班洪乡副乡长鲍叁叁带领下，记者沿着刚刚建成的栈
道漫步竹海，一路参观，不由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竹林中，南板村还建成了竹林餐
厅、竹林步行道、产业步行道、自助烧烤摊点、竹林星空房等旅游基础设施。为了
做好“竹文章”，班洪乡还配套完成水利设施、停车场、旅游公厕等附属工程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1000余万元。

“我们计划以‘巨龙竹文化’为特色、山水田园为基础，通过科普研学+农业体验
，把巨龙竹观光价值、科普价值、科研价值挖掘出来，通过农旅结合为附近村民创
造就业岗位100个以上。”鲍叁叁表示。

做好山水文章，让边寨也能吃上旅游饭。沧源县糯良乡班鸽村位于世界佤乡乡村振
兴示范园核心区。6月末，一场雨后，这里峡谷风光、田园美景胜似画卷。

糯良乡班鸽村周边拥有多个具有世界级品质的自然、人文景观。糯良乡乡长马志坚
介绍，“这里有尚未开发的被誉为亚洲第一洞的司岗里溶洞，有距今3500多年的国
家级文物沧源崖画，有17个大小天坑组成的原始天坑群，有被誉为‘活化石’的万
年董棕林，有水墨丹青大峡谷和千米国画长廊，自然景观独一无二”。

为主动融入世界佤乡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班鸽村在村庄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山
、水、林、田、湖、村落、建筑物的和谐统一，实现“村景”融合，实施户厕改造
、整修乡间小路、抓实人畜分离、建设小微菜园，不断擦亮村庄形象，群众的居住
条件和生活品质得到极大提升。

为带动群众增收，班鸽村完成了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党支部+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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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农户”模式，将85户农户组建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把369.4亩土地集中起
来统一打造万亩连片烟稻、油菜轮作田园风光，开展农耕文化体验、崖画实景演出
和特色商品展销，让游客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充分感受佤族文化魅力。

建设好美丽家园，群众出门是景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班鸽村村民钟爱老告
诉记者，现在他家的8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有租金6400元，经过培训，他还在旅游
专业合作社上班开电瓶车。“有了租金和岗位双重保障，我不用外出打工了。”

如今，随着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垃圾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等行动不断深入，“
周五爱卫日”等长效机制相继建立，以及一些自然条件好的沿边村庄以乡村旅游为
突破口持续发力，一幅美丽家园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安居乐业守边疆

站在沧源县勐董镇龙乃村高处向南望去，中缅边境线仅在几百米之外——龙乃村是
一个骑在边境线上的村寨。在这里墙上的“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人人
要爱边，户户要护边”等标语被写进了村规民约，成为村民们时刻谨记的守则。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这个贫穷落后佤族村寨的旧时记忆。”龙乃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赵爱军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国家的关心支持下，龙乃村先后实施了
危旧房改造工程、佤山幸福工程等，如今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水平更是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好日子是国家的好政策带来的，所以守边固边爱边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
”赵爱军说。

人民安居乐业，边境安宁稳定。胡德学是给总书记写信的沧源县10位佤族老支书之
一。他告诉记者，“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大家算清楚了政策账，对比了以前和现
在走什么路，吃什么饭，更懂得听党话、跟党走，守好边”。

边疆稳，边防固。在边境小康村建设中，临沧市制定了《临沧市率先把沿边村寨建
成小康村实施方案》和《临沧市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规划（2021—2025年）》
，实施抓规划提升、抓产业发展、抓教育培训、抓强边固防、抓组织保障等举措，
选派工作队员驻扎边境一线开展工作；共整合186个项目50亿元资金聚焦沿边村，
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农村经济发展、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整治、兴边富民
“五大工程”，不断促进边境繁荣稳定、群众安居乐业。

如今，临沧的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边民们艰苦奋斗，努力建好家乡、守好国
土。（经济日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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