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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泓） 今年以
来，大理经开区聚焦项目建设，不断
提升招商质效，增强投资增长后劲，
加大产业项目要素保障和服务支持
力度，以项目提速，带动投资增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持续发力。按照“策划
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的要求，
完成2024年度重大项目计划编制工作，
确定重大项目 13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15.24 亿元。加快推进大理至攀枝花
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建设，项目自
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约 40.64 亿元，
为总投资的 49.6%；云南省滇西区域医
疗中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7.44 亿元，
骨科、心血管专科医院和三个共享中

心已进入医疗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
开诊试运营；大理机场三期已完成项
目新增用地 514.60 亩报批工作，正在
加紧开展水、电等工作的协调研究；
天井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累计完成投资 7.2 亿元；总投资约
13.5 亿元的大理经开总部经济产业
园项目已开工建设；大理华晟新能源
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
目一期累计完成投资 21.49 亿元，目
前已投产，二期总投资约 27 亿元，正
在开展土地征收及供地准备等前期
工作；大理福斯特晶圆制造项目已完
成备案，正在准备环评和节能报告；
明阳风电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预计今
年 8 月完成项目备案，9 月正式开工。

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目前
园区累计入驻企业 49 家，共实现销
售 额 3.36 亿元 ，助 力 园 区 数 字 化 转
型取得成效。

招商引资工作稳步推进。围绕
“2+5”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一把手”
招商机制，今年 1 至 6 月，“一把手”外
出开展招商活动 11 次，拜访企业和
客商 25 家；接待到经开区考察的企
业和客商累计 59 家，洽谈对接项目
48个。产业招商到位资金约 5.7亿元，
均为省外到位资金，累计到位实际
利用外资 10 万美元。目前，在谈项
目 9 个，包括云南大理特种先进半固
态锂电池项目、商用车整车及零配件
集散分拨基地等项目；明阳风电智能

制造产业园项目、云南顺满数字科技
平 台 服务项目、大理中闽商贸城项
目、大理鸿业液化石油气储备站迁建
项目 4 个项目已签订投资协议，协议
投资额 6.25 亿元。

争取资金成果显著。今年以来，
组织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 4 个，
拟争取资金 4.49 亿元；组织申报地方
专债项目 2 个，拟申报专项债券资金
15 亿元。同时，组织申报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项目 3 个，获得中央预算资
金 1 亿元；组织申报省预算内前期工
作经费投资计划项目 1 个，获得省预
算前期工作经费 100 万元；组织申报
州级前期工作经费投资项目 6 个，获
得州级前期工作经费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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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经开区聚焦项目提速带动投资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燕 曹利仙）
近年来，祥云县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为着力点，着眼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
需求，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品
牌树立等方面入手，持续打造公共文化
服务新品牌，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多维整合，走出文化服务新路径。
积极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实施公共文化
与旅游、教育、农业等多产业融合发展
工程，打造县级最美阅读空间 5 个；与
云南省文化馆、美丽乡愁公益团队在辖
区联合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共文化
空间 5个。依托非遗项目，建设非遗进

校园示范学校1个、非遗保护展馆2个、
“非遗+旅游”示范点 1个、乡村振兴非
遗传承基地 1 个、非遗进社区示范点 1
个；成立祥云县非遗保护协会，新建集
非遗保护宣传展示、研学体验、文创设
计、产品展销为一体的“祥云文化空
间”。同时，鼓励因地制宜建立家庭式、
作坊式等各种类型的民间传习场所，共
指导建立民俗家庭展室9个。

多元服务，点亮群众精神生活。以
打造“云南之源”文化品牌为抓手，深入
开展文艺活动，2022年以来，祥云县共
举办第九届花灯滇剧艺术周、中国舞蹈

家协会环境舞蹈暨首届大理舞蹈季
祥云站、乡村旅游节、农民丰收节、四季

“村晚”等活动60余场。依托图书馆、文
化馆、艺术团、文管所及乡（镇）文化站
开展富有民俗气息、新时代气息的系列
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目前，全县共有 1000多支
文艺演出队活跃在城乡社区；依托文化
馆公益免费开馆服务，利用周末、节假
日等时间节点，设置老年大学、少儿艺
学、书画展览、非遗研学体验、百姓舞台
等内容，为群众生活增添文化乐趣。

多方推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进

一步强化人才培养，激发人才活力，积
极组织优秀艺术人才参加各类人才培
养项目；推选传承人及民间艺人参加由
国家、省、州组织开展的研培研习计划，
壮大人才队伍。积极与高校、专业院团
合作，共同打造高层次人才服务基地，
建立大理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云南省花灯剧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基地、上海绒绣传承培训基地、上海浦
东文艺创作大理祥云基地；2023年，与
州群艺馆共同打造“新五朵金花”组合，
该组合首次亮相民歌大观——云南经
典民歌音乐分享会便收获观众好评。

祥云县多措并举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

在鹤庆县 2024 年“鹤阳名匠”
银铜器锻制领域技能大赛现场，
40 名白族银铜器优秀匠人同台竞
技，角逐“鹤阳名匠”称号。（摄于 7
月23日）

近年来，鹤庆县扎实推进人才
兴县战略，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体
系，着力把“小炉匠”培养成“技能
大师”。
［通讯员 周旸 罗文华 摄影报道］

□ 记者 高正达 张洲

第8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28届
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次开设单
品类专业展馆——咖啡产业馆，共设置
11 个展区，展示咖啡从生豆到熟豆、从
烘焙到加工、从包装到辅料的全产业链
生态。我州在咖啡产业馆内设置了大理
展区，展示我州咖啡产业风采、展现“咖
啡之城”魅力。

“诺客来”是一家在大理稳健生长的
咖啡本土品牌，从咖啡采摘、焙炒到即溶
咖啡生产销售、速溶咖啡粉贸易进出口，
有着一套成熟的生产经营体系。在展
区，咖啡爱好者白女士品尝了诺客来咖
啡后，随即下单买了 3袋。“我平时比较
喜欢喝咖啡，但产自大理的咖啡接触得
少，今天了解了一下，发现大理的咖啡味
道更浓郁。”白女士告诉记者。

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咖啡生产历
史悠久。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将越南的
咖啡树种带到了这里，咖啡文化也就此
悄然生根。如今，这里生长着树龄 100
年以上的咖啡树24株、70年以上的咖啡
树1100余株。在展区，来自宾川咖之源
咖啡农场的员工蔡济川向记者介绍：“我
们的古树咖啡是从树龄110年和树龄70
年的古树上采摘的，它的产量低，但风味
更好、醇厚度更高一点。”

朱苦拉村村民在加工咖啡豆的探索
中，又逐渐发展出了铁锅翻炒、石磨研
磨、柴火与铁壶煮咖啡等咖啡制作、饮用
方法，并传承至今，成功申报云南省省级
非遗项目“平川朱苦拉咖啡制作技艺”。
在展区，朱苦拉村展出的咖啡产品因咖
啡豆品种优良、制作技艺独特，吸引了众
多参展游客了解、品尝、购买。

“尽管大理的咖啡产区不是特别多，
但大理有旅游资源优势，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能够很好地带动大理咖啡产业发
展。在云南咖啡走上世界舞台的进程
中，大理咖啡是有希望的。”新加坡咖啡
烘焙师田娘远向记者表示，他很看好
大理咖啡产业未来的发展。

近年来，我州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围
绕“一城、二园、三基地”的总体布局，重
点在消费、仓储、加工、贸易环节谋划发
展咖啡产业，打造“中国咖啡之城——
大理”。成立了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
会，进一步整合大理咖啡企业、乳企、水
企、文化企业、民宿客栈、职业培训学校
等，促进咖啡相关行业主体资源共享、抱
团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咖啡产业发
展壮大的配套政策，聚集咖啡技能人才，
培育“咖啡+非遗”、咖啡市集、景区咖啡
车等多元业态。目前，全州注册的咖啡
经营实体已超过 700 家，咖啡从业人员
超过1万人。

大理咖啡首次亮相南博会咖啡产业馆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2023 年以
来，弥渡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积极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不断
加强农业技术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
设，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弥渡县把人
才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注重培
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培训
成效。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上海市
奉贤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和省、州业
务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专业技术素质
提升培训；选派130多人到上海市奉贤区，
参加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和农业技术
培训，不断提升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素质
和能力。开展新技术、新科技试验示范

推广，加快农业科技创新，4名农业技术
人员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依
托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
研究院和大理州“苍洱霞光”人才等师资
力量，举办蔬菜、生猪、肉牛、渔业等多产
业技术培训，参训人员3100余人；培养高
素质农民250人、农村实用人才420人。

同时，弥渡县深化校企合作，“孵
化”智力成果。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8名专家在该县蔬菜种苗
培育、蔬菜种植、中药材种植等行业设
立基层科研专家工作站，联合开展技术
攻关、集成与示范推广工作，推动一批
人才、项目和科技成果在弥渡转化，精
准助推蔬菜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弥渡县加强农业技术
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剑川县羊岑乡工作人员利用赶集日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摄于7月19日）
连日来，羊岑乡通过设立固定宣传点、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开展交通安全劝

导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让交通安全走进
千家万户。 ［通讯员 杨萍 施福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