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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七彩祥云

本报讯（通讯员 胡林果 李进龙 李世祖）
今年以来，祥云县以实现“两个”争先进位、
聚焦“五项”工作提质增效、紧盯“八个”具体
领域促发展为目标，多轮驱动开展创优提质
工作，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季
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实现“开
门红”。

确保实现“两个”争先进位。用心用情用
力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确保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两个”
争先进位。聚焦惠企利民政策落实的难点、
堵点，深化“五证同颁、送证上门”等惠企便
民机制，压减行政权力事项 361项，推动要素
保障流程再造、迭代升级，着力推动纾困惠
企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一季度，通过
加快鸿新新能源二期、贝特瑞年产 20万吨锂
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一期）、牧阳公司
5GW镀锌镁铝钢制光伏组件边框、中电重工
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全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49.18亿元，同比增长 8%；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9.83 亿元，同比增长 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91 亿元，同比增长
1.6%。

聚焦“五项”工作提质增效。推动全省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创建、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业特
色强县创建、现代物流产业提质、卫星应用产
业加速发展“五项”特色领域工作提质增效。
通过细化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创建和新一届双拥模范示范创建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5月 28日，祥云经开区被
列为云南省首批5个零碳园区创建目录，工业
特色强县创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储粮 20万
吨储备、中石化滇西中央仓等项目重磅布局，
滇西（祥云）国际陆港规划编制全面启动，现
代物流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5 月 31 日，由
祥云县和云南卫星公司共同推进的商业卫星

“极光星座 02星”发射升空，卫星应用产业迈
出实质性步伐。

紧盯“八个”具体领域促发展。围绕现代

农业、生态保护、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城市建
设、营商环境、民生福祉、基层组织建设八个
领域，通过建立“季巡、互评、双表态”激励机
制，以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各项工作创优提
质。科思达中国（香港）有限公司蓝莓种植基
地项目、紫约农业蓝莓种植、中禾宝桑（大理）
产业园项目签约落地祥云，蔬菜、特色水果、
花卉、中药材等产业持续壮大，蚕茧产量和鲜
茧产值居全省第二；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美
丽县城建设卓有成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重
点项目加快推进；以实施“馨安工程”为载体，
全面排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做到“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精准关爱”；4月16日，全县103
个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行政村、农村社区新
一轮“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全面完成入库备案，实现了应编尽编，历时 3
年的“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全面完成；4 月 28
日，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乡镇党
委书记“擂台比武”开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创优提质步伐进一步加快。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来 张梅 张进怡）
盛夏时节，祥云县普淜镇天峰山麓，青松苍
翠、林海莽莽，野生菌在雨水的滋润下蓬勃
生长、胡蜂在林间自在飞行……近年来，
普淜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护绿水青山，生态环
境齐抓共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让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

特色资源入“社”，让绿水青山可量化、
可展示。天峰山茂密的森林中常年云雾弥
漫、湿润多露，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为雀嘴
茶提供了极佳的生长环境。普淜镇探索实
施“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成立
祥云县凤来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雀嘴
茶采摘深加工和人工选育。村委会以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股发展村集体经济，村民
以承包土地入社分红，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
263 人，选育在棚苗 1.2 万株，绿美盆景 1300
盆，试点种植 5 亩。天峰雀嘴茶多次代表
祥云县参加三月街民族节、云南国际餐博
会、上海乡愁大理特色产品展示展销等活
动，其制作技艺入选祥云县第八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去年，天峰雀嘴茶
线上线下销量 1500 公斤，带动社员增收 60
余万元，并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探索千亩有
机茶园创建，实现规模化种植发展。

多元模式做“媒”，让绿水青山可整合、
能运营。普淜镇森林资源丰富，林业用地面
积 2.36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56.06%，为胡蜂
养殖提供了优越条件。以爱丰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龙头，培殖胡蜂群 15000 余群，年
产值达 250 万元，盈利近 50 万元。同时合作
社积极吸纳农户入社，无偿向当地农户传授
养殖技术，与群众利益紧密联结，形成“合作
式养殖、专业化管理、统一化销售”的产业
链，带动群众致富增收。随着雨季来临，
普淜镇广袤的山林间松茸、鸡枞、见手青、牛
肝菌等野生菌蓬勃生长。各村对外承包菌
山，通过承包经营、促育保繁、科学采收，促
进群众与村集体双增收，实现生态与经济效
益双赢。去年，力必甸村通过对外承包松茸
菌山，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280 万元。去年
普淜镇各类野生菌产量达 58450 公斤，产值
达 500余万元。

融合发展为“质”，让绿水青山可转化、
可增值。满山苍翠，富氧深谷，天峰山景区
生态美景闻名遐迩。普淜镇紧紧抓住天峰
山老君殿古建筑群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重大机遇，依托丰富优越的森林生
态资源、文化养生资源、绿色食品资源，全
面开发森林养生、饮食养生、运动养生、禅
修养生；积极与美丽乡村八甲地开展闲置
资源租赁合作，推出彝族火把节、野生菌
采摘等民俗体验，突出“土味”“农味”，保
持鲜明的乡村特色，为乡村引来客流、开
辟财源，去年全年接纳游客 9 万余人次。
同时，依托天峰山歌会、彝族火把节等传
统节日和节点，积极开发火草布刺绣、普淜
火腿、雀嘴茶、山羊土鸡和彝族传统服饰展
销，促进农特产品、非遗文化等深度融合，
变现增值。

下一步，普淜镇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向绿水青山要空间、要潜力、要效
益，因地制宜发挥林地资源优势，全力推动
林下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让绿水青山持
续示范生态红利。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来 李世祖 王婷） 近年
来，祥云县祥城镇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推动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2024 年，全镇村（社区）平均集体
经济收入达 20.09万元。

“强强联合+联营共建”实现跨越提升。引导城
东、城西、城南、褚家营 4 个社区通过“总支联建+强
强联合+抱团发展”的方式，每个社区分别出资 250
万元，共同成立祥联合商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
县城褚家营社区投资建设占地 13.5亩，集净菜配送、
熟食烹饪、预制菜加工等为一体的标准化“智能中
央厨房”，企业纯利润 100%按照股份占比归 4 个社
区集体所有。截至今年 4 月，“智能中央厨房”共创
收 515.4 万元。周家、灰窑两个村通过申请 2024 年
度中央和省级财政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
目，采取联营共建的方式，与“祥联合智能中央厨
房”联合投资新建一条净菜生产线，预计两个村每
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4.5万元。

“三级联动+多元共促”拓宽发展空间。构建
“党委主导、部门主推、村级主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采取循环开发、筑巢引凤、集约生财、合作经营等多

种方法，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形成多元共
促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格局。于官村通过整合村
集体零散地块，建成全自动化标准养殖库房 3 座，
每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8 万元；城南社区
开发建设 500 余平方米的临街商铺 25 间，每年可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0 万元；美长村先后流转
土地 700 余亩，每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 万
元以上。

“以强带弱+红色物业”实现互促双赢。城东、
城南、城西、华严 4 个集体经济较强的社区跟卧龙、
阳光、秀溪 3 个新成立、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社区联
合，共同成立颐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辖区内一
些多年来物业公司不愿管、不好管，小区环境脏乱
差、设备陈旧老化、安全隐患突出的老旧小区接管
过来。依托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公益项
目资金，对小区进行提升改造，设立“党群服务中
心”“红色便民服务站”，以市场最低标准收取物业
管理费，实现老旧小区管理与集体经济增收互促双
赢。目前，该公司已成功接管县城 4 个老旧小区、1
个农贸市场，预计年内可实现收入 30万元。

祥云县多轮驱动创优提质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祥云县普淜镇：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

祥云县祥城镇
探索发展新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

6月18日，祥云县举行2024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祥云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在公园发放宣
传资料，面对面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方面的消防安全常识。

［通讯员 张敏来 杞青蓉 丁春慧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吴剑熔 杨雨燕
施小林） 6 月 21 日，青岛爱基金“逐梦
深蓝讲师团”受邀到剑川县开展以“学
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
主题的爱国主义海洋国防教育宣讲活
动，金华一小部分少先队员和教师聆听
了宣讲内容。

活动中，海军首航钓鱼岛的舰艇主
官、原海军石家庄舰政委、现全国少工

委委员林风谦给同学们介绍了我国海军
的兵种分类以及各种部队的工作任务，
让在座的师生对我国海军部队有了深入
了解；原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保密助理、
青岛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苏新旺以《高
举队旗跟党走 红色精神伴成长》为题，
通过图片和视频的形式给同学们讲解
了我国的海岸线和海域面积、中国海军
的诞生和发展、航空母舰的发展过程等

相关知识，并以“辽宁舰”为例，介绍了在
航空母舰上开展的工作等内容。

宣讲中，讲师们不断以提问题的方
式开展趣味性互动，现场气氛活跃，师
生们深受启发和感动，为我国强大的海
军、强大的国防力量感到骄傲和自豪。

“通过讲座，我了解了我国海军部队的
很多知识，感谢海军叔叔为我们和平生
活付出的一切。我们要更加勤奋学习，

将来也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金华一
小施鈫芳同学说。

通过宣讲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剑川
县少年儿童对党史国情的了解和学习，
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培育理想信念，激发爱国热情，增
强“强国复兴有我”的信念，激励他们努
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好少年。

本报讯（通讯员 赵丽霞 杨正江）
近日，走进云龙县检槽乡佛子坡千亩新
烟区，放眼望去，田间地头披上了“绿
装”，烤烟长势良好，绿油油的烟叶硕大
肥壮。目前，烤烟处于旺长和部分现蕾
期，烟农们正在劳作，一片繁忙的景象
让人欣喜，烟农丰收在望。

检槽佛子坡千亩新烟区是云龙县
2024年重点发展的新烟区之一，检槽乡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足实际，认真分析

研判，以建设山区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为
突破口，探索推行“党支部+合作社+示范
户+农户”的发展模式，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高水平规划和开发，做细做实最美烟
区建设标准，打造最美试验示范田。

“今年我家是第一次种植烤烟，技
术员经常到烟地指导我们。目前，烤烟
长势良好，有望实现增产增收。”师井村
烟农陈亿宝说，“我家劳动力不够，为了
不错过烤烟封顶的黄金期，我准备请28

个工人来帮忙，每人每天工资在 100 元
左右。”作为师井村烤烟种植大户，陈亿宝
家今年共种植了 82 亩烤烟，预计收入
44万元。

“从目前的长势来看，今年的烤烟品
质很不错。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
做到有求必应、及时跟进，着力提升烟农
的技术积累，促进烤烟生产高质量发
展。”检槽乡政府科技办负责人杨正江说。

一片烟叶子，致富“钱袋子”。近年

来，检槽乡坚持党建引领，把烤烟产业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保障种
植面积、稳定核心烟农、提升烟叶质量，
不断推进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绿
叶子”变成致富的“黄金叶”，全力推动
烟叶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据悉，今
年，检槽乡共 5 个村 143 户农户种植烤
烟，共签订烟叶生产种植收购合同 143
份，签订种植面积 2260 亩，预计可交售
上等烟叶6200担。

近日，云南省最新移动式综合气
象观测系统落地漾濞县气象局。（摄
于6月21日）

据悉，该系统搭载一台多普勒测
风激光雷达和一台X波段天气雷达，
此系统业务化运行可充分弥补青藏
高原东南延伸区地面探空盲区，提高
我国西南水汽通道关键区宏微观特
征的认识和理解，为进一步了解青藏
高原降水机理、改进气象预报参数化
方案提供参考，同时，也将极大提升
漾濞县气象局短临预报预警、气象应
急保障和人工影响天气保障等重要
业务工作的能力。
［通讯员 黄健 严培君 摄影报道］

青岛爱基金“逐梦深蓝讲师团”到剑川县开展宣讲活动

云龙县检槽乡烤烟长势喜人

本报讯（通讯员 罗廷军 文／图）
时下正是青梅成熟采摘期。近日，走进
巍山县紫金乡新建村委会李家村，放眼
望去，道路两旁、山坡上、房前屋后，青
梅林硕果累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沁人
心脾的清新果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
脸上挂满了笑容。

“丰产期时，一棵青梅树预计产果
100到200斤。今年雨水较好，挂果比往
年好多了。我家种有近3亩青梅，按2.2
元每公斤计算，预计能有上万元的收
入。”大箐村村民老李一边捡拾青梅果，
一边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珠。

“目前青梅市场需求大，种植青梅
成本低、收益快，且管理方便。依靠青
梅，大箐村户均能增收超过 5000 元，有

不少农户种植青梅一年能收入 1 万元，
有的甚至超过3万元。”新建村党总支书
记李志平说。

小小青梅果发展成了乡村振兴“大
产业”。近年来，紫金乡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核心，按照“一村一品”的发
展思路，把发展壮大青梅产业作为乡
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任务来抓，不断优
化青梅产业布局、壮大产业规模、推广
良种良法、持续推进产销对接，切实把
青梅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又一
个特色支柱产业，全力护航青梅产业做
大做强，提高村民收入，以小青梅带动
大丰收，绘就一幅喜上“梅”梢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喜上“梅”梢

巍山县紫金乡青梅迎丰收

大箐村村民正在采收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