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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模式
雲南探索出一家大型企業、一所大專院校

和科研院所、一個金融機構共同幫扶一個邊
境縣市，推進邊境地區加快發展的模式。
「一族一策、一山一策」

從2000年開始，雲南投入資金3800多萬元
對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者米拉祜族地區
實施了「155」扶貧工程，解決5000人的溫
飽問題；投入資金5531萬元，對孟力海縣布朗

山鄉、景洪市基諾山鄉實施整體脫貧開發，
通過實施「一族一策、一山一策」等特殊扶
持政策，使大部分群眾基本實現了脫貧。
扶持優勢產業
雲南累計安排產業培育資金2.74億元，實

施特色種植業、特色養殖業、特色經濟林、
特色加工業和動植物防疫體系建設等項目，
改變單一的農業產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
教育科技扶貧

2000年，雲南對邊境沿線村委會以下小學
學生實施「三免費」教育。到2004年，把邊
境沿線129個鄉鎮、7個人口10萬以下的特有
民族聚居區23個鄉鎮和85個村委會、迪慶29
個藏族鄉鎮農村戶籍初中生和小學生列入
「三免費」範圍，投入經費由2000年的1800萬
元增加到7263萬元，受益農村中小學生達40.8
萬人。「三免費」以及「兩免一補」政策，
讓雲南邊境地區許多貧困孩子重返課堂。

基礎設施興邊

走進河口南溪村馬多依下寨，瀝青道路直達村口、鄉村大舞台寬敞明亮、被當地人稱
為「衛生路」的水泥路通達家家戶戶、民居錯落有致、壩塘蓄滿了水，魚兒歡快地

游弋。
陪同記者採訪的河口縣扶貧辦副主任董高峰介紹，鄉村道路硬化、民居改造、壩塘建

設等基礎設施，讓鄉村面貌有了明顯改善。去年一年，該部門投入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
資金已達百萬元，加上整合其它項目資金，該村去年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超過了170
萬元。
該縣瑤山鄉梁子村民小組的民居改造也是一例。該村民小組採取統一規劃、統一建設

的方式，以每戶補助4萬元、群眾出資3萬元的標準，改造以前的土基房、杈杈房為具瑤
族元素的民居，完成了全村75戶的民居改造，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2012年，紅河州投入邊境三縣扶貧資金13011.5萬元，實施整村推進項目177個，安居工

程1020戶，易地搬遷925人，勞動力轉移670人。2011年當年解決3個邊境縣16706貧困人口
溫飽問題。

培植產業富民
種了20多年香蕉的專業戶黃保明，如今有了多種產業：山上種橡膠、柚木等經濟林

木，平地建起了9個大棚種果蔬。
「單一產業風險太大。」黃保明以前以種植香蕉為主，由於遭遇低溫寒害、市場價格

波動等原因，曾一年內虧損30餘萬元。如今，經濟林木是長線產業、大棚果蔬一年多
熟，每個大棚可以為他帶來超過萬元的收入。「香蕉不行有大棚；果蔬一季不行還有下
一季。」自稱調整了產業結構、有了多種產業的黃保明沒有了後顧之憂。
南溪村總支書記何強介紹，馬多依下寨還準備發展鄉村旅遊。鄉村大舞台建起來了，

壯家餐廳在醞釀之中，膠林放養山雞的項目也在論證。「遊客可觀賞民族歌舞表演、可
下壩塘撈魚、可進膠林捕捉山雞、可進大棚採摘果蔬、可品嚐地道的壯家風味菜餚。」
在何強的描述中，記者也不禁神往。
目前，紅河州邊境3縣培植發展了香蕉、橡膠、草果、花椒、藥材、茶葉精加工、大棚

蔬菜種植、栽桑養蠶等特色產業，增強了經濟發展後勁，為邊民持續增收奠定了基礎。

科技知識武裝
在河口採訪，不時可見 「樹下課堂」：田間地頭的空地上，豎起一塊水泥黑板，看似

簡陋卻作用不小。一片大棚邊上立起的一塊標語牌上書寫的「披甲耕田 授民以漁」，給記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駐當地的邊防官兵的示範基地。
河口地處亞熱帶氣候帶，歷史上少有蔬菜種植。馬多依發展大棚果蔬產業，經歷了一

個過程：起先由村官種植示範，讓群眾直
觀地看到產業發展前途。「沒有多長時間
又有產品賣了，起先群眾很奇怪。」黃保
明回憶起當時示範大棚果蔬時，繪聲繪色
地說。
農技人員來到田間地頭，講授蔬菜種植

技術、講解注意事項、現場解決病害，
「州植保站的范站長都來講過課」。

河口把鬆散經營、力量弱小的農民組織
起來培訓，農業科技快速推廣應用，培養
了一大批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綠
春組織科技人員背上教材，巡迴全縣20戶
以上的711個自然村，開展實用技術培
訓；金平的大規模科技培訓，多次因人滿
為患而把上課地點從室內搬到了室外。

■河口邊防檢查站官兵經常深入掛 幫扶點解決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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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邊富民工程實施11年，紅河邊境3縣發生了深刻

變化：促進了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改善了邊境少數民族群眾的

生產生活條件，培育了助農增收的優勢產業，樹立了國門形象，維護了邊

境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紅河報道

藍天白雲下的一排排新居整齊排列，統一配發的電視接收機、新傢具、新電

器等生活用具一應俱全；豬圈中剛剛吃飽喝足的豬兒鼾聲均勻，菜地中的各種

蔬菜長勢良好，小學校傳來朗朗書聲。莽人安置點之一的金平南科新寨，一派

富足祥和。

生活在金平縣中越邊境地區的莽人，是人口較少的一個特殊群體，由於居住

在山高路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緊鄰邊境的邊遠山區，受教育程度低，經

濟社會發展十分緩慢，總體處於深度貧困狀態。2008年1月下旬，胡錦濤總書

記、溫家寶總理對雲南莽人、克木人發展問題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切實採取措

施盡快幫助莽人、克木人解決溫飽問題。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雲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上海市

的關心支持下，紅河於2008年4月啟動實施《金平縣莽人2008-2010年發展總體

規劃》，累計投資8984.78萬元，實施了通達、水利、通電、安居、基本農田、

教育、衛生、文化廣電、科技產業、生態建設、整村推進、民生保障等12項工

程，將4個自然村居住的126戶681人，整體搬遷到兩個新建安置點，使他們的生

產生活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路、水、電、住房等基礎設施大為改善，

農業生產穩步發展，群眾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2009年5月，走出大山的莽人族群歸為布朗族。

胡總溫總關懷莽人走出大山

「老高，邊檢站的領導又來看你了」，河口農場困難職工高中友的妻子谷海清

看到朝自家走來的邊檢官兵後，對 老公喊到。9月30日上午，河口邊防檢查站

官兵又帶 慰問品和中秋慰問金，來到長期幫扶對象高中友的家裡。

15年前，高中友務工時不幸受傷，高位癱瘓，長年臥床，生活極為困難。河

口邊檢站官兵一直通過各種方式幫襯 高中友家，平時幫他們劈柴禾、餵雞，

官兵捐款且協調地方民政部門幫其搬到「新農村社區」。

掛 幫扶，一個單位或部門聯繫一個或數個村民小組，是河口實施興邊富民

工程的措施之一。橋頭鄉下灣子村牛場村民小組，是邊檢站興邊富民行動的又

一個幫扶聯繫點。

2011年末，邊檢站與該村民小組結成掛 幫扶對子，建起了《民情登記表》、

《貧困村民檔案》，捐款捐物幫助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派出醫療衛生人員義務巡

診、送醫送藥，為小學生捐贈學習用品，成為河口邊防檢查站官兵幫扶的主要

內容。

建立掛 幫扶關係以來，河口邊檢站為牛場村民小組義務巡診12次，送醫送

藥50餘次，幫助孤寡老人、殘疾村民8人/32次。並適時走訪了解民情，贈送文

體用品，建立「邊檢書吧」，針對該村民小組存在的飲水困難出資2萬餘元，修

建生活蓄水池。今年6．1國際兒童節，該站官兵還為小朋友們送去了書包、文

具、文體用品50餘件，果凍、糖果等食品3箱，陪該村小組小朋友們一起過了一

個快樂、溫暖的兒童節。

邊檢官兵幫扶 情繫邊境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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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珍貴用材林柚木種植基地 林燕 攝

■記者在楊福生家採訪，明顯的感覺是這戶

村民已經走上富裕路。 攝於曼棚新寨

雲南興邊富民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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