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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苏云慧 张丽

凌体超，青年团大理州第十四届
委员、政协洱源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洱源凌福苹果种植有限公司、大理不方
农场负责人。

10月24日上午，凌体超做客由政协
大理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
合推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
委员访谈录》，就生态农业与旅游、文化、
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以及政协
委员履职等话题与主持人进行交流。

回乡创业
成为洱源新农人

主持人：学校毕业后，一般人的选
择是去城市工作，您为什么会回归农
村，开启可能大家都不太看好的赛道？

凌体超：我中专第三年继续读高辅
班参加高考，被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录取，专业是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
业。当时，总想着要跳出农村，大学期
间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多次在省级、国
家级竞赛中斩获大奖。毕业后应聘到
专业对口的公司，实习 1个多月破格转
正，参与了昆明领事馆、七彩云南花之
城等大型智能化弱电项目工作。

读书期间，我经常回洱源帮助父母
管理果园，感受到父母从事农业的艰
辛。2016年，父亲骑三轮车拉货下山时
不小心摔伤住院。我回来照顾父亲时，
听到父亲问我说能不能回来帮帮忙，瞬
间觉得父亲老了。于是，2017年我正式
回到洱源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选择种苹果？
而且是只种苹果这一种“单品”？

凌体超：受父母的影响，2017 年我
回到洱源后，成立了洱源凌福苹果种植
有限公司，并注册了“洱园红”品牌。

我深知，市面上不缺苹果，而是缺
健康生态的苹果。我们的初衷是种植
健康生态苹果，让自家小孩也能树上采
摘连皮吃。

2018年 4月，我们开展了大理地区
优质苹果“环保生态、化肥零增长”关
键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集中连
片整体实施，深入推进生态种植，大力
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增加有机
肥资源利用，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并
在当地进行示范和推广，走高产高效、

优质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苹果
种植的优质、生态、高效发展，促进苹
果增产、果农增收和生态环境安全，为
政府打好“绿色食品”牌贡献力量。目
前，已有 9 个品种取得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证书。

为了应对信息差，从 2018 年开始，
我们每年都参加培训，去云南周边、成
都、河南、北京、上海等地考察学习现代
农业经验，坚持传统农业的间套、以草
压草、以豆压草、生物农药等科学绿色
生态种植方式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科
学机械等相结合。

自公司成立至今，我们的技术人员
在洱源周边无偿开展大小 30 余次苹果
种植管理技术培训，累计培训1200余人
次，并制定基础产品质量标准，对接电
商平台，协助种植户销售。目前，已带
动农户种植3000多亩苹果，帮扶建档立
卡贫困户 5 户 11 人多渠道增加收入。
2020年 3月，公司技术总监荣获云南省
科普示范带头人称号，2021年入库为云南
省科技特派员，2024年入选为大理州百
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不断创新
深化苹果生态产业链
主持人：2019年3月您被洱源县评

为“洱源县十大电商带头人 ”。电商是
现在做生意的“标配”了，在这块领域，您
的思路是什么？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凌体超：我们基地的苹果从最早熟
的蜜帅青苹果到中熟的华硕、红玫瑰苹
果再到晚熟的红富士，可以从 7月卖到
12 月。2019 年电商销售占比大约只有
25%，2020 年增长到 75%，年销售额达
120 多万元。2019 年至今，我们还通过
自身和电商平台收购及销售帮助洱源
农户销售青梅 200 多吨、白芸豆 10 多
吨、苹果1000多吨。

因为采用生态种植，我们商品果比
例会低一些，但做电商，挑果非常严，稍
微有一点磕碰都不能发给客户。于是，
2020年初我们新注册商标“洱蜜”，成立
洱源洱蜜农副食品加工厂并取得了食
品生产加工登记，投入30多万元，建成4
间微型加工厂房，购置了充氮气食品封
口机、食品烘干机等，进行苹果脆片、苹

果干、苹果酵素等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2021 年又发明了一种去苹果核装置并
取得专利。

今年，我们启动了新农业品牌——
大理不方农场，把苹果、青梅、大米、菌
子等洱源好物与洱源非遗民俗等相结
合，开发农场生态研学、伴手礼等系列
产品。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开展研学活
动30多期，接待省外研学小朋友800多
人次。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玩在
大理、吃在洱源、养在洱源、留在洱源，
释放更多乡村优质资源，服务好城市，
也让洱源的乡村更美好。

履职尽责
积极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
主持人：在您履职期间，您主要关注

哪些领域的社会问题？做了哪些工作？
凌体超：这几年我比较关注农村留

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我的员工大部分
都是50多岁，最大年龄60多岁。8年多
来，我们每年重阳节都去看望慰问周
边的老人，我们还去牛街和洱源的敬
老院种苹果树，让老人们在敬老院就
能吃上绿色生态苹果。同时积极参与
县里组织的各种慰问留守儿童活动，并
在果园研学活动中组织上海等地小朋
友和洱源当地儿童结对子、齐种树，让
留守儿童感受到温暖。

创业固然艰辛，但是作为企业家，
对社会和家乡的责任我一直铭记在
心。2021年，我们资助一名洱源困难高
中生完成高考，也在漾濞、洱源西山地
震和洱源913泥石流灾害等救灾工作中
捐款捐物。

主持人：您对履行政协委员职责还有
什么新的期待？您的委员承诺是什么？

凌体超：我期待多注重青年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
鲜血液。通过搭建平台、提供机会，激
励回村青年在“三农”领域展现才华、
实现价值。

政协委员于我而言，是荣誉更是责
任，我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行
委员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和作用，探索生态农业与旅游、
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推
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和进步，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政协洱源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凌体超——

做生态绿色种植的践行者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凌体超（资料图片）

本报讯（通讯员 张国利） 巍山县
自 9 月 19 日启动秋季鸟类环志工作以
来，在县林草局鸟类环志外业组、内业
组等20多人的紧密配合下，历经41天时
间（9月19日至10月29日），共环志鸟类
96种2641只，对环志鸟类开展疫源疫病
监测采样 600 份，圆满完成巍山县 2024
年秋季鸟类环志工作。

环志期间，对 6 只迁徙候鸟安放卫
星定位追踪器 6台，分别是大杜鹃 1台、
噪鹃1台、4只灰头麦鸡各1台。截至10
月30日，卫星定位追踪器追踪到大杜鹃
已到达临沧市凤庆县腰街乡；噪鹃到达
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4 只灰头麦鸡中
的1只到达缅甸，1只到达保山市隆阳区
板桥镇，其余2只仍在巍山县境内停留。

巍山县2024年秋季鸟类环志工作圆满结束
共环志鸟类96种2641只

祥云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义务为群众测血糖。（摄于10月29日）
10月29日是第19个“世界卒中日”，祥云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联合神经内科、神

经外科、康复科、急诊重症医学中心进行多学科联合义诊，为群众开展免费的血压血
糖检测、疾病诊治、专业咨询、康复指导、健康教育等服务，提高大众对卒中的识别能
力和防护意识。 ［通讯员 陈欣蕊 赵秋艳 摄影报道］

弥渡县密祉镇永和完小学生向花灯传承人学习制作花灯。（摄于10月29日）
近年来，弥渡县密祉镇中心学校党总支坚持“五育并举”，持续开展“党建+花灯

非遗”进校园活动，为校园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孩子们在欢乐中领略非遗之美，增强
学生的文化自信，也让非遗文化的传承在校园扎根。

［通讯员 李建菊 连艳臣 摄影报道］

漾濞县中医医院职工正在聆听党史。（摄于10月29日）

本报讯（通讯员 罗武丹 徐兴贤 文／图）
为进一步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深入
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廉政
意识，10月 29日，漾濞县中医医院党支部组
织职工走进大理州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开展了“行走的廉政课——弘扬清风正气，
恪守廉洁行医‘生命线’”警示教育活动。医
院党员干部共20人参加活动。

在警示教育基地讲解员的引导下，党员
干部们依次参观了序厅、警示厅和阳光厅，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历程以及党的纪检监察发展历程，学习了
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理发展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看着一件件触目惊心的违规违纪典型
案例，医院办公室主任刘丽感慨地说：“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定会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廉洁自律，以
身作则。”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创新警示教
育活动的方式方法，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
设，抓实‘医德医风’建设，推动‘清廉医院’
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全县的中医药事业发
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医院党支部书记
王云飞说。

漾濞县中医医院开展“行走的廉政课”警示教育活动

清廉大理建设
回母校巍山县职业高级中学任教的陈凤林正在指导中餐烹饪专业的学生进行

冷拼与雕刻的实作。（摄于10月30日）
巍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创新实施“党建+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学子归巢”行动，吸

引优秀毕业生回到母校任教，有效拓宽了专业教师队伍来源和渠道。
［通讯员 宗志芬 李金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