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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风拂白州

□ 通讯员 杨金蕾 王静红 张国涛

近年来，宾川县在大规模推广高效
节水灌溉的基础上，以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为突破口，明晰水利工程产权和管护
责任主体，引入合作社和企业科学合理
管水，探索专业化农业灌溉服务新路
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促进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

盛夏七月，鸡足山镇大坝子村田间
地头挂满了沉甸甸的葡萄，田野间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该村葡萄种植户
苏良永正在葡萄地里察看滴灌设施，
准备浇水。苏良永介绍，现在只要打
开水阀，水就通过滴灌设施流入葡萄
田间。

“这个管子水很好用，任何时候来
都能用。水表、闸阀芯子坏了，给合作
社工作人员打电话，半小时左右他们就
来维修了，挺方便的。而且，采用滴灌
还省水省肥。”苏良永说。

苏良永所说的“管子水”，是由宾川
县润民灌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
的涉农用水服务，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
8月，主要从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涉农

用水服务、标准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改
造等服务。2016年以来，合作社多渠道
筹集资金，参与到全县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建设中。

宾川县润民灌溉服务农民专业合
作社党支部书记韩仕标介绍：“在供用
水过程中，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农户以社员入股的方
式，全程参与到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水
价协商定价当中来，共融资 9300万元，
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5.19万亩。”

为确保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发挥最
大效益，合作社结合管理运营实际，创
新管理模式，下设综合运营管理部、灌
溉服务部、工程维护部、财务部四个部
室，采取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实行“水
价、水量、水费”公示制度，实现了“凭证
配水、按方收费，先交费、后用水”。

“凭证配水就是根据每户的不同的
作物结构、作物需水量以及面积，配发
一个水权证，按水权证上的标准分配相
应水量给农户。如果在用水过程中，出
现水量剩余或不足的情况，农户可以通
过合作社水权交易中心或农户间相互
购买、补充。这样可以有效地把水资源

利用起来，用水有依据，放水有保障。”
韩仕标解释道。

同时，合作社在项目区实行终端精
准计量到户，农户刷卡取水用水，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自来水”。通过
安装水费收费信息化管理软件，进一步
方便了群众用水缴费，提高了合作社运
行管理效率，做到管理企业化，用水制
度化，运行科学化，工程效益最大化。

这是宾川县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作中，探索专业化农业灌溉服务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宾川县在不断
筑牢“三水”基础上，以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和推广高效节水灌溉为抓手，建
立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合理水价形成、
引入社会资本等 7项机制，全面推进现
代化灌区建设。

宾川县通过“政府主导、企社自建、
自主经营”“企社先建、政府后补、自主
经营、惠及农户”“政府主导、企社牵头、
农户参与、先建后补、共建共享”三种模
式，鼓励和引导用水合作社、土地流转
大户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投资
参与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建设、运营和
管理以及农业水肥一体化的推广应用，

节约了水资源，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保证了灌区良性发展。

宾川县水务局副局长李自平介
绍：“截至目前，全县共引入社会资本
19家，投资4.68亿元建成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13.45万亩，全县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累计达 35.84 万亩，项目区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从 0.55提高到 0.85，经济作
物灌溉用水量亩均节水约 200立方米，
每年可节约用水 7000 万立方米，为宾
川县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系统机制
的综合发力，宾川县灌溉服务质量和用
水效率明显提升，支撑葡萄、柑橘“两
果”为主的高原特色产业区域、规模、效
益日益彰显。宾川县被水利部命名为
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和全国第三
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组织领导，夯
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各项机制，创新投
融资机制，加快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
努力将宾川灌区打造成‘设施完善、节
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
灌区。”李自平说。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

宾川探索专业化农业灌溉服务新路子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通讯员 赵燕飞 缪明宝

练苗、打坑、放苗、施肥、固根、浇水
……连日来，在漾濞县太平乡田野间，
随处可见群众忙碌的身影，大家抢抓时
节，力争尽早完成3000亩高辣度辣椒的
移栽任务。

“辣椒种得太深、太浅都不行，都会
影响成活率。整地要求为移栽前翻耕 2
遍，尽量深翻，翻耕深度不少于 15 公
分。起垄要求为高垄低沟，垄高 25 公
分，垄面宽 30公分到 40公分，就是标准
种植。”当地辣椒种植大户杨永清向大
家分享种植经验。

“去年，我家种植了 3亩辣椒，收入
2.8 万多元。今年我种了 15 亩，预计净
利润有 10万多元。”平地村村民周梅海
乐呵呵地说。

“高辣度辣椒亩产 800 公斤左右，
目前，我们村的辣椒已经移栽得差不多
了，接下来着重抓好病虫害防治等田间
管理，县农业局、乡农科站会不定期为
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平地村副主任
蒙丽娟说。

据了解，高辣度辣椒主要用来提炼
辣红素，广泛运用于工业、食品加工、医
药制造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太平乡通过合作社、大户带动，以农户

种植、企业订单收购的方式发展高辣度辣
椒种植，有效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去年，太平乡种植高辣度辣椒
1300多亩，产量 800多吨，产值 700多万
元，今年，全乡种植面积扩大到 3000多
亩，涉及6个村750多户农户。”太平乡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蒙泉光说。

云南海泽农业有限公司是当地引
进的企业，为确保农户种出高品质的高
辣度辣椒，公司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
一收购，构建起种、管、销一体的服务保
障体系，不仅解决了农户种植辣椒的后
顾之忧，也推进了辣椒种植规模化、标
准化发展。

“我们派出技术员在太平乡 6 个村
蹲点指导、上门服务，全力解决农户在
高辣度辣椒移栽、管护过程中的技术难
题，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切实保障农
户的利益。同时，我们延伸产业链，解
决部分务工问题。”云南海泽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周红军说。

近年来，太平乡围绕“乡村振兴、产
业先行”理念，调优产业结构，积极探索
以高辣度辣椒为主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逐步实
现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有效促进
产业提质增效，让高辣度辣椒种植真正
成为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漾濞县太平乡——

栽下千亩辣椒苗
奏响致富“椒”响曲

□ 通讯员 李文开

南涧县公郎镇新合村委会子宜乐
村茶园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茶园中穿
梭，或是采茶，或是采蜂蜜，因为这个茶
园里养殖着210箱蜜蜂。

“我家茶园里养了 100 箱蜜蜂，今
年采了一次蜂蜜 350多斤，加上茶园茶
叶的收入，比去年增加了好多。”子宜乐
村村民杨文吉说。

新合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不断增强群众脱贫发展动力，巩固
群众增收，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的路
子。村党总支书记茶绍华介绍：“我们
村结合茶叶和核桃多的特点，通过党建
引领，抓好传统产业，探索特色产业，进
行茶叶加工、蜜蜂养殖、核桃油压榨等，
群众增收了，村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

近年来，南涧县通过党建引领带动
农业产业发展，以强化组织建设为重
点，以群众增收为目标，认真实施脱贫
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千方百计
提高群众收入。

2024年，南涧县共到位统筹财政涉
农资金 14484 万元，实施衔接资金项目
76 个。到位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1360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0784万元、省级资金2871万元、州级资
金829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到位3301
万元，实施项目5个。目前，衔接项目和
东西部协作项目已经明确项目推进计
划和时间节点，确保项目快速高质量推
进。共储备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8个，其
中重点项目4个，500万元以上的项目36
个。聚焦产业优势，做强无量山乌骨鸡、
生态茶、树头菜、香橼、核桃、烤烟、食用
菌、中药材等高原生态农业，发展林下经
济、预制菜产业和特色养殖业。建立“双
绑”利益联结农户12809户。

“以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为抓
手，统筹整合资金 3000万元，推进乡村
振兴示范创建工作。集中建设了可保
白茶、宝华乌骨鸡、龙凤工匠等8个产业
示范村。”南涧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德才说，全县共培育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33个、现代农业庄园9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79个、示范家庭农场
52个、州级奶牛示范家庭牧场 12个、农
业专业大户90户，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有了较大提高。

据悉，该县2023年脱贫人口和监测
对象人均纯收入 16344.59元，同比增长
14.83%。今年一季度末，南涧县脱贫人
口和监测对象人均纯收入5030元，同比
增长10.9%。

南涧以产业发展巩固群众增收

永平县巡察干部在杉阳镇
仁寿村走访群众，了解惠农政策
落实情况。（摄于6月27日）

永平县委巡察机构紧盯民生
关切，聚焦乡村振兴领域惠民惠
农政策落实、重点项目推进等关
键环节，组织巡察干部下沉一
线，采取听、看、问等方式了解民
情民意，深挖问题线索，推动整
改落实。

［通讯员 赵群 摄］

洱源县纪检监察干部在右所镇
向群众了解惠农补贴落实情况。（摄
于6月26日）

今年以来，洱源县纪委监委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把整治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摆在
突出位置，持续整治群众身边“微腐
败”，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肃
纪反腐就在身边。

［通讯员 杨丽萍 摄］

工人在弥渡产业园区长坡岭片区管护绿植。（摄于7月2日）
弥渡县科学规划，打造绿化景观，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园林式产业园区，创造宜居

宜业的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通讯员 杨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