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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云龙县宝丰乡大栗树茶厂的工人在采摘茶叶。
4月以来，宝丰乡大栗树茶厂的各茶园陆续进入春茶采摘季，茶农、茶企抢

抓时机采摘、加工春茶。据了解，大栗树茶厂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有茶园基地
3万多亩，带动周边2000多户农户增收。

［通讯员 赵雪梅 摄］

茶山春正好 茶农采茶忙

4月12日，巍山县青华乡银厂村茶农在茶园里采摘高山生态春茶。
近期，巍山县1.42万亩高山生态茶全面开采，当地茶农抢抓时节采摘春茶，茶

园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巍山县通过“党支部+园区+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大力扶持、引导农民发展高山生态茶种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通讯员 张树禄 杜波霞 韩勇林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陈永彩 文／图

“开采咯，开采咯！”4 月 11 日，在欢快的彝族歌舞中，南涧县
无量山镇古德村的“千年茶王”古茶树迎来了今年的春茶采摘。

据了解，茶产业是无量山镇的支柱产业，该镇共有茶园 3.01
万亩、古茶树 10000余株，集中连片的古茶树主要分布于保平村、
德安村、新政村和古德村。其中，树龄最大的一株古茶树有 1200
余年，被当地人称为“千年茶王”，“千年茶王”古茶树生长在海拔
约2100米的无量山中，隶属于无量山镇古德村，其树高约16米，树
冠呈伞状，枝繁叶茂、蓬勃葱郁、遒劲美观，枝干覆盖的占地面积
达20多平方米，基部径围约2.1米，蔚为壮观。

每年都会有一批又一批的茶叶爱好者来到古德村一睹“千年
茶王”古茶树的风采，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乐趣，古德村“千年
茶王”古茶树所在的沱茶小院逐渐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千年茶
王”也成了南涧茶叶的一张无形名片。

“‘千年茶王’古茶树的茶叶采摘后，我们都是通过纯手工进
行加工制作，其茶叶耐泡、口感回甘、茶香浓郁，是上等的古树
茶，价格一般在 6000-8000元一公斤。”古德村党总支书记罗兴元
介绍道。

近年来，无量山镇紧紧围绕南涧县“绿美茶区、农旅融合发
展示范县”的发展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壮大茶产业，通过茶场建设、古茶树保护开发、茶产品
推介等举措，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条，探索
茶旅融合发展路径，促进全镇茶产业持续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据统计，目前，无量山镇共有茶叶初制所19个、茶叶加工企业
13个、精加工工厂 3个、茶叶交易市场 2个。2023年，无量山镇茶
叶产量达 2149.65吨、产值达 32330.86万元，茶叶真正成为了助农
增收的“致富叶”。

▶ 4月11日，采茶人爬上古茶树外围架设好的承重栏杆采摘
茶叶。

南涧无量山镇“千年茶王”古茶树开采

本报讯（记者 杨铁军 杨桂清 左琳）
4月 16日下午，由 2024大理诗歌季活动
组委会主办，州图书馆、大理读吧承办的

《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光荣的深度》新
书分享会在州图书馆举行。

据悉，《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光荣
的深度》两本诗集是2023首届大理诗歌
节举办的成果之一。其中，《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由州委宣传部编，德宏民族出
版社出版，收录了大卫·佩里（美）、丘特

诺娃·伊琳娜（俄）、雷平阳、海男等20位
中外诗人以大理为题材的20首（组）诗；

《光荣的深度》由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吉狄马加、
商震等 15 位诗人以大理为题材的 90 多
首诗。

活动现场，相关嘉宾朗诵了两本诗
集中的精彩诗文，王单单、海男、叶德庆、
刘年和何晓坤等诗人围绕“大理与诗”
主题进行了分享。

风花雪月·诗意大理

《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光荣的深度》
新书分享会举行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陈真永提请：
决定任命李世鼎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局局长；
决定任命周敏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庆林提请：
批准任命罗海斌为宾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免去其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任命马仲双、陈艳娟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职名单
（2024年4月1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24年4月1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4月12日，漾濞县瓦厂乡党委联合司法所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
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采取面对面普法宣传的形式进行，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相关
知识，并回答群众咨询的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加强国家
安全知识储备。 ［通讯员 高晓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