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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在
喜迎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
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充
分肯定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
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这是无上的
荣光，鞭策和激励我们再接再
厉，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
绚烂，凝心聚力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云南实践而团结奋斗。

民族团结誓词碑镌刻着各
民族为建设新中国而团结奋斗
的坚定信念。70多年来，党带领
各族群众拼搏奋斗、砥砺前行，
推动云南实现从贫瘠到繁荣、从
闭塞到开放、从温饱不足到全面
小康的辉煌成就。云南的各项
事业大踏步前进，根本在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和亲切关怀，根本在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是全省各族人民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懈努力

的结晶。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云南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注
入了强大动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
践，首要任务是推进高质量发
展。我们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与党
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贯彻落实省
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锚定

“3815”战略发展目标，以经济体
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三大经济”为
重要路径，以“六个大抓”为具
体抓手，以系列三年行动为工
作载体，以深化“两场革命”为
作风保障，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
改革实效，推动云南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
践，根本动力是进一步全面深
化 改 革 。 我 们 要 对 标 中 央 要

求，结合云南实际，紧紧抓住机
遇，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要加
快 实 施 经 济 领 域 十 大 改 革 攻
坚、完善经济治理机制、深化教
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
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增
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民生保
障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国家安
全体系等改革，集中力量解决
主要矛盾，打通堵点，激活全
盘，让改革的红利充分释放。

丰碑永矗，誓言永恒；光明
前景，催人奋进。我们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
优良传统，同心同德 、勇毅前
行，真抓实干、接续奋斗，把习
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
加快云南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
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
南篇章。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而团结奋斗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云南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通讯员  宋丹  刘依
然）  普洱市持续扛牢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责任，多措并举，奋力
续写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
章”，10 万名群众告别了“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易地搬
迁“搬”出幸福新生活。

抓实动态监测帮扶“守底
线”。对有劳动能力有意愿的监
测户，积极采取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以及小额贷款等方式，至少落
实一项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措
施，引导其勤劳致富；对无劳动能
力兜底保障的监测户，强化低保、
特困供养、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等
兜底保障政策，提高保障水平；对
存在因灾返贫风险的农户，符合
政策规定的先行落实帮扶措施。
根据易地搬迁监测对象的风险类
别和发展需求，逐户制定收入增
长“一户一方案”，牢牢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抓实就业帮扶“增收入”。深
入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
保存量、拓增量，抓培训、落实效，
脱贫人口就业数量和质量实现双
提升。组织实施以工代赈专项项
目，并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大力推广
以工代赈，吸纳搬迁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增收。2024 年，实施以工

代赈项目 15 个，总投资 7748 万
元，争取中央预算、中央财政、省
财政资金 7748 万元。截至目前，
已完成投资 3935 万元，支付资金
3220 万元，累计吸纳农村群众务
工 965人，已发放劳务报酬 982万
元，人均增收 1万元。2024年，全
市在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
109个，总投资 56.94亿元。

抓实产业发展“提动力”。选
择适合安置区发展、带农益农效
果明显的产业帮扶项目，通过内
培外引，加快培育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在农村集中安置区规划发
展“一村一品”专业村，健全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
2024 年，投入后续农业产业项目
65 个，投入金额 5901.87 万元；新
型经营主体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
和意愿的搬迁户 12072 户 47375
人；安置点特色农产品“三品一
标”认证 78 个；对搬迁户开展技
能培训 35075 人次。大力实施消
费帮扶，组织开展 2024 年“消费
帮扶新春行动”，采购帮销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达 1.7 亿元。截至目
前，销售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农副
产品金额达 4.38亿元。

抓实设施完善“补短板”。积
极争取各领域资金支持，全面提

升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 2024
年，共争取易地扶贫搬迁示范安
置区项目 4个，以奖代补资金 170
万元；争取“补短板促发展”项目 1
个 200 万元；实施以工代赈专项
项目 15个，其中用于支持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配套建设项目 4
个，下达中央资金 1929 万元，有
效补齐了农村生产生活和产业配
套基础设施短板，村、组人居环境
得到不断改善。

抓实社区治理“促融入”。健
全基层组织，强化基层治理，全市
386 个集中安置区实现了基层党
组织和自治性组织全覆盖。通过
制定完善“村规民约”，依托网格
员、志愿者，综合开展环境评比、文
娱活动、矛盾纠纷调处、志愿帮扶
和生活便民综合服务，引导群众形
成科学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抓实统筹协调“强保障”。落
实普洱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召开普洱
市 2024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专题暨市级部门联席视频会
议，对后续扶持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按月调度搬迁脱贫劳动力转
移就业、以工代赈吸纳就业、消费
帮扶等工作，全力推动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取得新成效。

普洱市全力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
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
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
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
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
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4 时 36 分在北京逝世，享
年 84岁。

吴邦国同志 1941 年 7 月生，安
徽肥东人。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
国，刻苦学习，追求进步。1960年至
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电真空器件专业学习。1964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起历任上
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技术科科长、
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
长、厂长，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
副经理，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
经理，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
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
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
抵制。

1983 年 3 月至 1991 年 3 月，吴
邦国同志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

科技工作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
记。

1991 年 3 月至 1994 年 9 月，吴
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992年
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积极宣传贯
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坚决
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
大战略决策，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
革，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
推进民生保障和市政建设，推动上
海开创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
面。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
的建设，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
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4 年 9 月，吴邦国同志在中
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
记处书记。1995 年 3 月，任国务院
副总理。其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
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
业工委书记、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
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
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
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
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
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他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推进三峡工程和铁路、公
路、港口、邮电通信建设，集中力量
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2002年 11月，吴邦国同志在中
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常委。2003年 3月，在十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2007年 10月，他在中共十七
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常委。2008年 3月，在十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
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他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增强工作
实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
出重要贡献。

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在
党中央领导下，他将立法工作作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适应新形
势制定修改相关法律，集中开展法
律清理工作。他担任中央宪法修改
小组组长，组织起草了宪法修正案
草案，并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他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
法、物权法等一系列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
律，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
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动摇。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探索开展立
法后评估，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动
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他高度重视
人大监督工作，明确提出“围绕中
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监督工
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有
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他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
作，坚持人大对外交往服从服务于
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
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全面加强与各
国议会及多边议会组织的友好关
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
他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领
导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
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支持和保障
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推进代表工
作制度化，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
国家事务作用。他强调要加强人大
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
员会作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
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2013 年 3 月，吴邦国同志不再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
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
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吴邦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
和国家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
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
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
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而团结奋斗。

吴邦国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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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于飞）
国庆假期，普洱全市“一盘棋”强
化统筹，以游客需求为重点，丰富
假日产品供给，多业态融合激发
消费活力，更好满足大众旅游时
代特色化、多层次、分众化旅游需
要。截至 10 月 7 日，普洱市接待
游客 181.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9.34%；实现旅游花费 16.80亿元，
同比增长 12.75%。全市 12 家 4A
级景区门票收入 301.28 万元，共
接待游客 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
53.16%。普洱景迈山、宁洱那柯
里、磨黑古镇、澜沧拉祜风情园等
景点接待量均超 2万人。

飞猪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云
南旅游持续火热，普洱则凭借优美
的自然风光和富有特色的民俗文
化，跻身飞猪平台增速最快的目的
地前十。从“十一”云南全省县域
民宿预订增速看，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位列第二，预订增速超九成。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强化县
（区）、部门纵横联动，依托市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场馆，整合十县（区）文化
资源，全市共开展各类活动 218

场次。普洱中心城区重点推出献
礼国庆 75 周年系列活动、“香遇
普洱”周末市民文化节、绝版木刻
市民体验、咖啡美器文化体验、火
把狂欢等活动；引进杨丽萍作品
《春之祭》，上演原创音乐剧《景迈
有嘉木》，举办“普洱艺界 2024年
首届咖谷美食音乐周”。各县重
点推出“磨黑镇 2024 年首届杨丽
坤文化艺术节暨第五届磨黑烧烤
文化旅游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 周年暨无量山音乐狂
欢节”、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举
办“第六届‘茶王杯’全国陀王争
霸赛”“第二届牛油果节”及宣抚
司礼仪乐舞展演、2024 佤族新米
节暨“佤山之夜”西盟印象音乐节
及“文物见证时代变迁 普查共筑
文化自信——国庆文物特别展”，
打造了“澜沧风情园非遗·文创市
集”及“寻味景谷”主题街区。

庄园旅游热度不减。随着普
洱咖啡持续火热，假日期间许多
游客选择将普洱咖啡庄园作为旅
游目的地。咖啡庄园不仅提供了
丰富的咖啡体验活动，还打造了
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形成了咖

啡庄园集群，吸引游客沉浸式体
验咖啡文化。在普洱林润咖啡庄
园、北归咖啡庄园、小凹子咖啡庄
园等地，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原产
地咖啡文化。以普洱林润咖啡庄
园为例，客流量明显增长，外地游
客占了近一半，平均每天卖出 500
多杯咖啡。

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普洱市
以服务提质为抓手，为假日文旅
市场提供全方位保障和服务，全
市出动执法人员 968人次，检查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89家次、
娱乐场所 113家次、演出场所 2家
次、旅行社及其分支机构 61家次、
旅游团队72家次、景区58家次，接
到并处置旅游投诉 5 起，办结率
100%。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文旅志愿行活动，全市文旅系
统每天安排志愿者到重点景区、公
共文化场馆、夜间消费聚集区等场
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据统计，全
市发布文化和旅游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 101个，设立志愿服务点 194
个，参与服务志愿者 2569人次，参
与志愿服务时长 13861小时，惠及
游客和群众49.4万人次。

国庆假日普洱市共接待游客 181.74 万人次
实现旅游花费 16.8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