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南涧
① 南涧县城夜景。

② 无量山樱花谷。

③ 铁路通到南涧。

④ 南涧县城全貌。

⑤ 米家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⑥ 传统村落——大瓦午。

⑦ 高山茶园里的采茶女。

⑧ 乡村扶贫公路新景。

⑨ 已整族脱贫的苗族群众。

⑩ 无量山乌骨鸡。

 无量山藏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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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南涧县各项事业迈
上新台阶。

4 个贫困乡镇顺利退出、68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5.6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民生支出占比 80%。2020 年 14.3 万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覆盖率持续稳定在 95%以上。

“美丽县城”完成投资 15 亿元。全
县 少 数 民 族 村 寨 、特 色 村 寨 和 传 统 村
落、历史文化名村达 22 个。累计完成造
林 绿 化 10.59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6.67%。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793847 万
元，同比增长 2.8%，城镇常驻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36653 元，同比增长 4.1%，农
村 常 驻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10969
元，同比增长 7.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 37178万元，同比增长 6.2%。

“六个一”产业惠及千家万户

核 桃 林 里 村 庄 新 ，绿 色 茶 园 小 康
村。时下，走进南涧彝族自治县，远山如
黛，近水含烟，因“一片烟、一杯茶、一个
核桃、一头牛、一只鸡、一棵药”“六个一”
高原特色生态农业的遍植，一幅民富村
美、生态宜居的山水田园画卷在无量大
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茶叶是南涧的重点产业，南涧县是
云南省重点茶叶基地县、全国重点产茶
县、2018 年全国茶旅融合发展竞争力十
强县。全县有 35 个民族，几乎每个民族
都会种茶、制茶，有 2.6 万户 11 万人是茶
农。”南涧县茶叶工作站站长赵尹强介绍
道，“当前，全县有 12.09 万亩茶园，全县
有茶叶企业 56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75
个，2020 年实现茶叶总产量 747 万公斤，
实现茶叶综合产值 12.12亿元。”

2019 年，南涧县以“无量山藏茶谷”
“无量药谷”“无量山樱花谷”建设为切
入口，将“一杯茶”产业作为“一县一业”
产 业 重 点 打 造 。 先 后 投 入 援 滇 资 金
2500 多 万 元 ，实 施 了 龙 平 村 黑 龙 潭 茶
场、凤岭村良种场、金山茶场、罗伯克茶
场、南涧茶厂等 11 个茶叶初制所建设项
目，罗伯克民俗客栈、北纬 25 度茶庄园
等 3 个茶山旅游项目和 2 个村内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同时，全面提升茶叶初制
所枢纽功能，将企业、专业合作社、茶农
有机联结在一起，建立利益共同体，以
茶叶初制、技能培训、茶山民俗游、茶农
民 族 民 俗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为 一 体 ，建 立

“双绑”利益联结机制，以此保障茶农长
期增收。

同时，南涧县还加大古树茶的保护
开发力度，建立古树茶数据库，以集中连
片古茶园为核心划定保护区域，制定专
门保护办法。据了解，南涧县共有百年
古茶树 3.7 万株，目前已对 1.17 万株建立
数据库。

近年来，南涧县立足“高山、净土、生
态”的山区资源优势，按照“山上建基地、
园区搞加工、路边活流通、县外拓市场”
的思路和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一体

化经营、品牌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培育壮
大“一片烟、一杯茶、一个核桃、一头牛、
一只鸡、一棵药”为主的“六个一”高原
特 色 生 态 农 业 产 业 ，持 续 增 加 群 众 收
入 。 在 产 业 发 展 中 ，南 涧 县 还 巧 借 外
力，积极依托清华大学、云南大学的帮
扶，建起乡村振兴工作站和“乡村振兴
专家工作站”，给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

2020 年 ，“ 一 片 烟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2.07 亿元、“一杯茶”产业实现产值 11.5
亿元、“一个核桃”产业实现产值 5 亿元、

“一只鸡”产业实现产值 2.1 亿元、“一头
牛”产业实现产值 3.54 亿元、“一棵药”产
业实现产值 3.72亿元。

“勒紧裤腰带”织密“民生保障网”

当下南涧县山区各乡村火力开建的
“四高一铁”，正推进南涧“提速换挡”；不
断织密的城乡水网，滋润着彝乡大地；
宽 敞 美 丽 的 校 园 内 ，莘 莘 学 子 书 声 琅
琅。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十三五”的
发展蓝图指引下，彝乡南涧人民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强交通富水利，民生保障
更有力。

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南涧县以党建
引领、交通先行，不断织密综合交通网，
创 新 出 台《南 涧 彝 族 自 治 县 村 组 扶 贫
公路提级改造以奖代补实施方案》，全
面 掀 起 村 组 扶 贫 公 路 提 级 改 造 热 潮 ，
农 村 公 路 建 设 实 现 质 的 飞 跃 ，铁 路 和
高 速 公 路 实 现 从 无 到 有 ，大 南 、宾 南 、
南 景 、南 云 四 条 高 速 在 南 涧 架 高 起 致
富彩虹；截至 2020 年底，全县交通总里
程 达 3664.15 公 里 ，其 中 农 村 公 路 达
3318 公里，“十三五”期间，全县交通建
设总投资达 105 亿元。

近年来，南涧县先后实施了乐秋河
水库、汉江河水库项目建设，“十四五”伊
始，该县又紧锣密鼓推进拥政水库、仙人
池水库等一批水源工程建设，全面解决
全县因旱送水、水窑辅助供水问题。与
此同时，该县全力落实水利资产确权登
记、农村饮水运行管理，征收水费，推进
水库运行管理体制改革和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创新水利投融资体制，“水利强县”
的愿景正逐步实现。

“勒紧裤腰带”织密“民生保障网”是
“十三五”时期民生保障的真实写照。南
涧县拿出最好地块、投入重资，建好覆盖
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2020 年以来，通
过以“书香”为特色的校园文化提档建
设，处于核心地段的南涧县一中成为县
城新地标；处于县城涧河路边的南涧镇
中学，成为网红打卡点，校园环境与“美
丽县城”相得益彰。放眼全县，一所所学
校正成为“南涧山区最漂亮的建筑”。得
益于清华大学的挂钩帮扶，2018 年清华
大学附属中学首次在南涧县开办“清华
附中创新实验班”，实验班招收初中、高
中两个班 120 人。2019 年 12 月，“清华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先心病筛查基地”在南
涧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挂牌，

全国首家。
“十 三 五 ”期 间 ，南 涧 县“ 大 手 笔 ”

抓好民生保障，为改善社会保险力度，
提 升 幸 福 指 数 ，该 县 压 缩 政 府 一 般 性
支 出 和 非 急 需 刚 性 支 出 ，财 政 民 生 支
出占比 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3.62 缩小为 3.39。

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

“在党的关怀下，我们落底河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好。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我们筹建了这个村史馆。”南涧县
公郎镇落底河村党总支书记罗朝春介
绍道。

在新建成的村史馆内，杜应林老人
轻抚着旱磨、犁耙，语重心长地说：“我是
从苦日子过来的，这些我都用过。如今
党的政策好，它们只能在村史馆中看到
了。”他教导孩子们，现在的好日子都是
党的脱贫攻坚、民族政策带来的，吃水不
忘挖井人，致富不忘感党恩，一定要珍
惜，努力奋斗。

在落底河村委会落龙寨文化广场内
的文化墙上，“共产党来帮助，家家门前
石板路，自来水引进户，有广场能散步，
山腰铺上水泥路……”这首歌谣道出了
布朗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在落底河村委
会，6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睦相处。

全县以“党建+民族团结”为抓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今日的
南涧，各族群众同唱一支歌、共跳一支
舞，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开出民
族团结之花。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忆往昔，泥土
墙，茅草房，支口锅来铺张床；到如今，石
板路，青瓦房，厨房客厅亮堂堂。”一句顺
口溜道出了乐秋乡下大湾苗寨的巨大变
化。该村先后被州委、州政府命名为大
理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被省民宗
委命名为第二批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国家级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

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南涧县实施了
由县委书记、县长挂钩的“苗族布朗族整
族脱贫”工程，打造了一批“苗家新寨”

“布朗新村”，用行动兑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
诺。81 支驻村扶贫工作队 282 名队员尽
锐出战，4539名各族党员、干部包保贫困
户，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攻坚模
式，取得了“2018年全县提前一年脱贫摘
帽、2019 年底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清
零、2020 年高质量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
查”的佳绩。

5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指引下，南
涧县先后被州级命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 58 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9 个，并成功创建 4 个省级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两个国家级特色村寨。在一系
列实实在在的付出中，南涧县以点成线、

以线带面，绘就了民族团结进步“同心
圆”，各族群众都过上了好日子。

城镇乡村处处绽新颜

近年来，南涧这座小城正发生着巨
大变化，满眼皆绿，处处皆景……作为滇
西南边陲山城，南涧县正积极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县城一年一个样，越来越美丽宜居。

初 夏时节，行走在南涧县城，振兴
路，芒果飘香；富民街，灯光璀璨；金龙路，

“十里花香”；涧河路，康养休闲。一步一
景，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美丽画卷。

“十三五”以来，南涧县围绕建设“干
净、宜居、温暖、智慧”的“美丽县城”目
标，统筹推进“六城同创”，立足旅游思
路、景区标准，多举措推进“美丽县城”建
设，先后规划建设口袋公园 23 个，建成
区绿地率达 35.0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 12.09 平方米。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
色，镶嵌在县城的城市步行慢道和彰显
民族文化特色的廊、道、楼、亭、台、塑遍
布昔日的彝山小城，宜居宜业更宜游的
新南涧正在汇聚。

在南涧县小湾东镇，有一个名叫老
家库的彝族村寨，位于无量山支脉，瓦郎
山与四里柱山之间，前有澜沧江后有黑
惠江，山水相映，环境清幽。房前屋后处
处核桃树，满眼尽是绿色，遍山都是财
富。该村借助打造“千年彝寨”的良好机
遇，以政府投入，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
建设模式，先后建成民族文化陈列室、
民族团结活动广场、村卫生室，并同步
实施了村内设施提升改造、民族民俗文
化挖掘保护、农家乐致富产业探索等，
通过近五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发展路子，已逐渐成为一个集观彝
寨风光、望雾中澜沧江、尝彝族美食、赏
彝族“打歌”、品彝家风俗活动等为一体
的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
彝族特色村寨。

多年来，南涧县持续下深功夫、花大
力气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一方面最大限
度保持原有风貌，一方面努力提升基础
设施建设，因地制宜规划乡村旅游。大
瓦午、落龙寨、大乌木龙、岩子头……一
个个传统村落成为乡村生态休闲游的新
亮点，游客络绎不绝。

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南涧既注
重建设彝族文化园林山城，又注重提升
乡镇集镇功能质量，兼顾广大农村全面
建设、全面振兴，使县城、集镇、乡村同步
建设、同步发展、同步繁荣。过去五年，
南涧县“美丽县城”建设完成投资 15 亿
元，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省级园
林县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10.59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66.67%，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连续多年位居全省
前列。全县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村寨和
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达 22 个，全县
齐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争
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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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菜南涧圆梦小康 美丽彝乡幸福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