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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

锣，阿佤唱新歌……”

每次弹唱《阿佤人民唱新歌》

时，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

汉子岩平都会激动不已。他对穷

困有着特殊的记忆：儿时父亲去

世、母亲出走，他住在茅草屋，常饿

肚子。长大成家后，妻子患了重

病，花光了积蓄。

“有了共产党，我才能和贫困

说再见。”2018年，在驻村扶贫干部

的帮助下，岩平通过发展特色种植

撑起了这个家。这是直过民族困

难群众脱贫发展的缩影。目前，云

南已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

族实现整族脱贫，怒族和傈僳族也

将于今年底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歌声里有时代的烙印。精准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阿佤人民唱

新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快乐

拉祜》等经典老歌又被赋予新内

涵，新创作的《棒球之歌》《我有一

个梦》《感恩共产党》等更是唱出了

云岭大地的时代之音。

启蒙之歌

“山寨的夜晚呦静悄悄，凤尾

竹随风轻轻地摇，书声琅琅传山

寨，姑娘小伙读夜校……”在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

朗山布朗族乡曼囡村曼班三队，县

文工团成员扎儿在夜校教拉祜族

村民唱歌。

包括拉祜族在内，云南有独龙

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

景颇族、佤族等11个直过民族和人

口较少民族。

曼班三队是一个只有 17 户人

家的拉祜族深度贫困村寨。几年

前，这个村寨还十分封闭落后，村

里几乎没人读过书，很多人靠救济

粮生活。

娜四是曼班三队唯一的女猎

人。她的父亲年纪大了，妹妹因发

高烧落下残疾，她要养活一家人。

但刀耕火种一年的收成只够吃几

个月，大半年要靠救济粮，她只能

进山打猎。

2015 年，村里来了由4名扶贫

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白天，工

作队员在地里教村民如何种水稻、

摘茶叶；晚上，工作队员办扫盲夜

校教村民学认字，帮村民转变观

念。

几年下来，这个过去“说不听、

带不动、拉不走”的特困村寨有了

大变化：以前两三年才能出栏的

猪，如今只需6到8个月，村民还学

会了给猪打防疫针；一年一季的水

稻也变成了一年两季……

原本连育秧苗、撒化肥都不会

的娜四，在扶贫干部指导下，全家

经过几年发展种下了18亩茶树、4

亩水稻。

在悠扬的歌声中，娜四还和村

民一起到夜校里学识字。曼班三

队驻村扶贫工作组组长罗志华说，

娜四虽不打猎了，但还是村里数得

上的能人。“她脑子活、不怕生，学

文化学得最快，村里种的茶树就数

她管理得最好！”罗志华说。

曼班三队是直过民族村寨脱

贫发展的缩影。云南坚持志智双

扶“断穷根”，在直过民族和人口较

少民族群众中，不会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的人由2016年的13.02万人减

少到3.73万人，大学生由1513人增

加到 2018 年的 4840 人，许多贫困

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开展

就业培训 18.43 万人次，转移就业

12.41万人。

在直过民族聚居区，现代产业

取代了刀耕火种，电商走进了基诺

山寨，德昂山寨年轻人学会了用手

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像岩平一

样的佤族群众再唱新歌：仅凭种植

皇竹草这一项，去年岩平家收入 3

万元，实现稳定脱贫。

今年 4 月，云南正式宣告拉祜

族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实现整族脱贫。回荡在大山里的

欢歌，成为各族群众昂首迈入新时

代的凯歌。

发展之歌

“甜蜜甜蜜，甜蜜的棒球，想不

到有甜蜜的日子……”

怒江大峡谷的群众，很少人知

道棒球这项运动。但这两年，制作

棒球变成很多贫困群众的日常工

作，还成为他们增收的重要渠道。

原来，近年来对口帮扶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的广东省珠海市引进

企业，在怒江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小区建了17个棒球扶贫车间，村民

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福贡县

石月亮乡依陆底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村民友向福为表达心中的喜

悦，用民歌曲调创作了《棒球之

歌》。

怒族是云南两个尚未宣布整

族脱贫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

族之一，福贡县是全省9个未脱贫

摘帽县之一。2019年初，福贡县匹

河乡托坪村的怒族群众花六妹和

其他村民一同搬迁到山下的安置

点后，也走上棒球扶贫车间的缝制

岗位。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为车

间管理人员，每月工资2000元。

歌声传出大山，唱出了时代的

发展——为攻克贫困堡垒，云南省

坚持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扶贫资金

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接、扶

贫措施优先落实，制定了行动计

划，统筹20个行业部门项目资金，

集中投入343.9亿元，以改变“直过

区”生产生活条件。

道路的飞越——脱贫攻坚以

来，云南加大了对直过民族和人口

较少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力度。

交通运输部也加强对直过民族聚

居区30户以上的部分自然村实施

通村公路硬化工作的支持力度。

几年来，直过民族聚居区共建设村

组道路8000多公里。

住房的跨越——精准扶贫开

展以来，云南在“直过区”坚持“以

业定迁、以岗定搬”，将易地扶贫搬

迁与城镇化建设紧密结合，对 2.7

万余户贫困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坚持“一户一方案”，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7.8万余户，让竹片房、茅草房

成为历史。

产业的崛起——云南把产业

扶贫作为根本性举措来抓，在直过

民族聚居区发展扶贫龙头企业160

多个，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670

个，培育特色农户 1700 多户，发展

经果林、林下种植面积近百万亩；

民族特色手工业覆盖1.1万多户。

从怒江之畔的《棒球之歌》到

基诺山上的《我的家乡基诺山》，一

曲曲情意绵长的山歌，是直过民族

聚居区跨越发展的时代见证。云

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黄

云波介绍，目前全省11个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已基本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70.75万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1039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

生 率 由 2016 年 的 26.69% 下 降 到

2.41%。

感恩之歌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

了幸福生活，独龙江人民永远感谢

党，永远跟党走……”站在波涛滚

滚的独龙江畔，独龙族妇女李文仕

激动地用独龙语唱起自编的“感恩

歌”，幸福和感恩写满灿烂的笑脸，

融进悠扬的歌声。

独龙族主要聚居在滇藏交界处

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

乡。这里山高谷深，自然条件恶劣，

曾经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是云南

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独

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

工程以及独龙江乡“率先脱贫全面

小康”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全乡千

余户群众住进了新房，草果、重楼、

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产业稳步发

展，孩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高中的

14年免费教育。

2019年4月，独龙族、德昂族、

基诺族率先实现整族脱贫。那年

夏天，是独龙族女孩丰玉梅最难忘

的一个暑假，她第一次离开家乡、

第一次乘坐飞机……“这是电视里

才有的画面，我要拍下来给亲人和

同学一起看。”站在三峡大坝前，丰

玉梅举着手机拍个不停。

在三峡集团的组织下，已有近

百名怒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贫困

家庭中小学生通过“三峡娃娃行”

活动走出大山、开阔眼界。

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一个

民族一个集团帮扶。云南省扶贫

办行业扶贫处二级调研员王积胜

说，2015年以来，三峡集团、华能集

团、大唐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招商局集团在

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

居区以及深度贫困地区投入 82.9

亿元，帮助21个贫困县摘帽、990个

贫困村出列、106.93万贫困人口脱

贫。

“山山岭岭哎，歌声起红旗

飘……”这首歌也唱响在通过乡村

旅游走上致富路的云南腾冲市司莫

拉佤族村。在这个“幸福的地方”，村

民的生活有奔头、日子有盼头、心中

有希望，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通过各方合力攻坚，到今年 6

月底，怒族和傈僳族已达到脱贫标

准，这再一次折射“不让一个兄弟

民族掉队”“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

之誓。

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心筑梦的信念

越来越坚定。拉祜族小伙子李扎

思家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

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这里老

老少少都爱唱爱跳，在唱歌跳舞中

表达脱贫发展的喜悦之情。

李扎思也是自小就会唱会弹，

已创作了多首歌曲。“其中，我最满

意的是《我有一个梦》。”李扎思抱

起吉他弹唱起来：我有一个梦,是中

国的梦，是幸福的梦……

新华社昆明9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就美国领导

人联大涉华讲话发表谈话。全文

如下：

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利用联合

国讲台，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出于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

无端指责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事实再次证明，单边主义和霸

凌行径是全世界面临

的最严重威胁。

谎言代替不了真

相。中国应对疫情的

表现全世界都看得很

清楚，人民自有公论。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

共同敌人，中国是病毒

受害国，也是全球抗疫

贡献国。中国第一时

间报告疫情，第一时间

确定了病原体，第一时

间向世界分享了基因

序列。在确定病毒出

现人传人现象之后，中

国在第一时间果断作

出关闭离开武汉通道

的决定，中方对湖北

省、武汉市对外通道实

施最严格的封闭和交

通管控，中国海关即依

法阻止全国各地拟出

境人员中发现的“四类

人员”出境。1 月 23

日，中方关闭离汉通道

时，中国以外的国家和

地区一共只有 9 例确

诊病例，美国只有 1

例。1月31日，美国停

飞中美直航航班，2月

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

公民关闭边境，当时美

国公布的确诊病例也只有 10 余

例。中国抗疫行动公开透明，时间

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

然。

美国反复就疫情问题对中国

进行无端指责，目的是企图把本国

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甩锅”他人，

这完全是徒劳的。美方无理攻击

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危及全球抗

疫合作，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伤

害，也会让本国人民继续付出惨重

代价。美国现在要做的是，停止政

治操弄，摒弃将病毒标签化、政治

化的做法，同国际社会一道抗击疫

情，而不是推卸责任，抹黑别人。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

上，事实也是清楚的。中国积极承

担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国

际责任，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行动，

成绩有目共睹。我们提前完成

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为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作出重大贡献。中国非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

经上升到近15%，可再生能源装机

已占全球的30%，在全球增量中占

比44%，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占全

球一半以上。2000 年

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

积的四分之一来自中

国。中国将更新并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愿

与各国携手共建充满

生机、清洁美丽的世界

的美好愿景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担当。

中国积极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首批缔约国，并为达

成《京都议定书》《巴黎

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

出重要贡献。在中方

与各方共同努力下，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

化马德里会议上达成

了坚持多边主义、反映

各方气候治理共识的

一系列决定，为后续谈

判奠定了基础。

反观美国，作为全

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

最多的国家，美国既不批准《京都

议定书》，又退出《巴黎协定》，否认

自身约束性量化减排任务，拒绝为

保护地球家园采取最低限度行动，

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和安

排之外，严重阻碍了全球减排、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等相关进程。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出

口国和人均塑料消费大国，但拒绝

批准《巴塞尔公约》，为全球塑料垃

圾等治理进程设置障碍，将大量废

弃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给当地

和全球环境带来了极大危害。这

样一个国家有什么资格指责中国？

我们奉劝美方，停止玩弄政治

游戏，摒弃单边主义，为世界尽到

应有的责任。

⇑9月23日，在五河县沱湖乡大岗村螃蟹养殖基地，当地农户在捕捞螃蟹（无人机照片）。近年

来，安徽省五河县沱湖乡依托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特色养殖基地，采取“龙头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发展小龙虾、螃蟹等特色养殖，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股、劳务增收等形式带动贫困户脱

贫增收。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脱 贫 的 歌 声
——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共入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吉哲鹏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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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补齐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是夯实脱贫攻坚根基之

所在。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23日

介绍，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

的目标基本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辍学学生清零。

郑富芝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说，在各方面的努力和

支持下，义务教育有保障取得了

三方面的重要进展。一是辍学学

生基本实现了应返尽返。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全国义务教育

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

学生清零。2019 年全国小学净入

学率为 99.94%，初中毛入学率为

102.6%。

“二是基本实现了资助全覆

盖。”郑富芝说，“两免一补”政策实

施范围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

卡等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也

纳入了生活补助范围。同时推行

了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

生达到4000余万人。

据了解，2019 年，资助学生人

次达到 1.06 亿，金额达 2126 亿元，

基础教育阶段资助资金 80%左右

用于中西部地区。

郑富芝介绍，三是义务教育

学校基本实现了教育部提出的办

学条件配备要求。2013 年到 2019

年，贫困地区新建改扩建校舍面

积约 2.21 亿平方米。56 人以上的

“大班额”已降至 3.98%，66 人以

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在师资

保障方面，“特岗计划”招聘教师

约 95 万名，覆盖了 1000 多个县、3

万多所农村学校。

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基本实现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记

者 白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3日

在京公布了第32届电视剧飞天奖、

第26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作品

名单，《长安十二时辰》《大江大河》

《黄土高天》《国家宝藏（第一季）》

《中国脱贫攻坚》《汶川十年·我们

的故事》《经典咏流传》等榜上有

名。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易凯介绍，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评

选工作已结束。在50部飞天奖入

围作品基础上，评出优秀电视剧奖

作品16部，以及优秀导演、编剧、男

女演员4个单项奖；在75部星光奖

入围作品基础上，评出特别奖作品

6部、优秀电视节目奖作品14部。

易凯说，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

获奖作品聚焦主题主线、展现发展

成就，真情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观照现实生活、聆

听人民心声，展现了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和中国力量；题材广泛、形

式多样，较好地实现了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为行

业发展树立了价值坐标和品质标

杆。

据介绍，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

各奖项将于28日晚在河北省衡水

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
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出炉 推窗而望，一块小巧精致的绿

地映入眼帘，景亭、廊架、石桌椅点

缀其中，林木花草间，浸透着烂漫

的色彩。微风拂过，清新怡人。

此情此景，在江西省南昌市西

湖区朝阳小区住了近30年的颜容

君盼了许久。

西湖区是南昌的老城区，35.3

平方公里土地上住着51.4万人，房

挨着房、屋连着屋，百姓过着“紧

凑”的日子。

与朝阳小区一路之隔的郭家

庄曾是个城中村，旧城改造时留下

了一块约 1000 平方米的空地，由

于未纳入改造规划闲置了下来，不

时堆放些杂物。

今年5月，这片无人问津的闲

置地有了“动静”。伴着机械设备

的轰鸣声，杂物被清理一空，很快

青草遍地，翠竹成荫。

晴时，附近居民漫步于游步道

上，谈笑风生；雨时，三两憩于凉亭，

静赏烟雨朦胧。华灯初上，绿地变

得热闹起来，跳广场舞的人们跟着

音乐律动，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以往附近难寻一个散步的好

去处，如今开门见景，感觉生活品质

一下就提高了，幸福感油然而生。”

颜容君说，景美了，心情也美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

生福祉。”南昌市城管局园林绿化

处副处长万进宣说，通过深入了解

市民活动和通行需求，今年，南昌

市利用城市拆违区、斑秃区、废弃

地、边角地带、老旧社区等见缝插

绿，计划新建、改建“邮票绿地”126

个，让市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如今漫步南昌街头，一个个小

而精的“邮票绿地”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规划之初，调查问卷就发到

了市民手中。已完工的70余块绿

地，有的设置健身场地，满足散步、

健身需求；有的书屋坐落其中，供

市民免费畅读；有的融入历史文化

元素，给予精神滋养……因地制

宜，方寸之间打造便民利民的“绿

色乐园”。

开门向翠微，转角遇见美。一

块块“斑秃区”郁郁葱葱，一片片

“零碎地”绿意盎然……“邮票绿

地”星星点点，“绣”在南昌这座英

雄城的街巷楼宇之间，为城市的烟

火气增添了清新之美。

新华社南昌9月23日电

“邮票绿地”：见缝插绿 转角遇见美
新华社记者 陈毓珊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记

者 赵文君）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

君 23 日在 2020 中国快递“最后一

公里”峰会上介绍，目前全国累计

投放智能快件箱42.3万组，建成快

递末端公共服务站10.9万个，城市

老旧小区的邮政、快递末端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推进。

刘君表示，国家邮政局印发了

“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为农村

地区快递末端建设指明了方向。

“快递进村”要通过多种模式因地

制宜推进快件直投到村，加快农村

电商与邮政快递线上线下协同发

展，助力农特产品外销，服务广大

农村群众。

刘君介绍，今年年初，国家邮

政局在快递绿色包装方面制定了

“9792”目标，即：“瘦身胶带”封

装比例达 90%，电商快件不再二

次包装率达 70%，循环中转袋使

用率达 90%，新增 2 万个设置标

准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的邮政快

递网点。他表示，快递末端要加

强包装废弃物回收，提升包装材

料利用率和“瘦身胶带”封装比

例，以实际行动推动快递业绿色

发展。

全国建成快递末端公共服务站超过10万个

新华社昆明9月23日电（记

者 字强）23日，云南省重大传染病

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双

提升”工程新建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在昆明举行，这标志着总投资 80

亿元、改造新建 423 个项目的“双

提升”工程全面加速启动。预计明

年5月底全面建成后，云南省传染

病床位总数将达到7600床，省、州

（市）、县（区、市）三级传染病医疗

服务网络布局将更加优化，传染病

救治体系也将实现流程规范、设施

完备、运行高效。

据介绍，云南省“双提升”工程

由云投集团融资、投资、建设，建成

后交各地方政府作为当地医疗资

源统筹管理使用。重大传染病救

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改

扩建云南省传染病医院，新建云南

省第二传染病医院，新建昆明市儿

童医院传染病诊疗中心，新建 16

个州市传染病医院，在全省4个人

口超过80万人的县市建设标准化

传染病医院（院区），改造全省 98

个县级医疗机构的感染性疾病科，

建设 5 个县市国门医院等。疾控

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建设

包括建设 1 个区域性国际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红河州疾控中心、

临沧市疾控中心等 6 个区域性疾

控中心进行改造提升，对 20 个国

门疾控中心进行改造提升等。

目前，云投集团已获得40亿元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疫情防控债）

发债额度，40 亿元资金已全部到

位。393个改造类项目中，已完成

了54家县级医院核酸实验室改造，

40个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的改造

（含25个国门疾控中心改造），累计

向全省116个医疗、疫控机构提供

2890台（套）医疗设备，实现了全省

县级核酸检测能力全覆盖。30个

新建项目均已经具备开工建设条

件，计划明年5月底建成。

云南投资80亿元提升防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