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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左先勋 尹超

近年来，南涧县按照“绿美茶区、农
旅融合发展示范县”发展定位，把高山
茶产业作为“一县一业”和“绿色食品
牌”来打造，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完
美叠加，发展无量山高山白茶，不断做
大做强白茶产业。

得天时，做大做强白茶产业

南涧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复杂多样的地
形地貌、独特的澜沧江流域气候，保护
完好的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原始植被，造就了宜茶环境。全县森林
覆盖率达66.67%，具有高山、生态、净土
的资源禀赋，为发展绿色、有机茶叶生
产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南涧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
究员赵尹强说：“南涧无量山茶区所产茶
内含物质丰富，氨基酸含量在3%以上。”

全县茶园面积主要分布在澜沧江
沿岸海拔 1700 米—2500 米之间的无量

山中，无量山“一山多气候，隔里不同
天”以及“雨热同季，干湿分明”的气候
特点，成就了“高山云雾出好茶”。

南涧县先后荣获全国重点产茶县、
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叶百强
县、中国茶旅融合发展竞争力十强县、
国家茶叶产业技术试验示范县、云南省
重点帮扶县“一县一业”茶产业示范创
建县等荣誉，2024年，再次上榜“2024年
度茶业重点（原百强）县域”。

占地利，做大做强白茶产业

南涧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唐代
就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
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
记载，这里的“诸山”指无量山片区。

南涧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
自唐朝开始，南诏国发展茶叶贸易，与
吐蕃进行茶马互市，形成了滇藏茶马
古道，南涧在滇藏茶马古道上，有虎街、
公郎两个重要驿站。现云南无量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村寨，还遗留有
大量的野生古茶树，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资深茶树种植资源专家虞富
莲多次到南涧考察，认定南涧是云南最
早种茶和饮茶的地区之一。

赵尹强介绍：“目前，全县有茶园面
积 12.09万亩，县内 80%的茶叶初制所、
企业生产白茶，2024年预计实现白茶产
量806吨，产值2.58亿元。”

茶企业争相在南涧投资。2015年，
引进外资成立南涧县无量山北纬二十五
度茶业有限公司，2023年引进济南三千茶
农茶业有限公司，2024年引进云南大邦
茶业有限公司、福建基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赵尹强说：“南涧无量山高山白茶
不炒不揉，最接近茶之原味，其中‘无量
玉壁’白毫银针，销售价格达每公斤
16000元。”

聚人和，做大做强白茶产业

2019年，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鲁成银、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王岳飞、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梁名志
等多位专家品鉴，对南涧茶叶给出了

“鲜、甜、醇、爽”的综合评价。
赵尹强说：“2023年，南涧县与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共建
南涧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聘请省、州
13 名茶叶专家开展白茶种植、加工、新
产品开发、品牌创建等研究，助力南涧
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南涧多家企业白茶产品纷
纷获奖。8 月，南涧县无量山北纬二十
五度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选送的“白毫银
针”茶样在第九届亚太茶茗大奖赛中荣
获金奖。9 月，南涧县选送的大理无量
山云水姑娘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南诏
御贡·凤山云蕊白茶”入选全国贡茶地
图。11月，伦布卡酒业有限公司推出的
第一款无量川白茶威士忌——“无量川”
中 国 茶·威 士 忌 ，在 HONG KONG
BEST SPIRITS AWARDS（2024）盲品
选拔赛中获得大赛金奖。

南涧县茶叶流通协会监事何胜聪
说：“南涧县要结合‘白茶’的资源优势
和市场前景，在产品创新和制作工艺上
寻求突破，带动和顺应南涧白茶产业的
发展。”

南涧县做大做强白茶产业

□ 通讯员 何丽

为抓好今年县委巡察组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永平县医疗保障局党组坚持
思想上重视，责任上压实，措施上务实，
坚持“五步工作法”，坚决防止出现“只
巡不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果取信
于民。

端正态度领问题。局党组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配合县委
巡察组进驻期间各项工作，及时主动提
供相关的材料，确保巡察工作顺利开
展；巡察结束后，对巡察组反馈的 42个
问题，认真对待，主动认领，全盘接收，
切实履行好局党组巡察整改主体责任、
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周密部署明责任。针对巡察反馈

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局党组高度重
视，召开巡察整改工作专题会议，全面
部署巡察整改工作，逐一对照反馈问
题，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研究制定整改
方案，明确整改目标任务，细化整改措
施，明晰牵头领导、牵头股（室），责任领
导、责任人，严格整改时限和整改要
求。建立工作台账，采取挂图销号，及
时跟踪问效，做到完成一项销号一项，
按时高质量报送巡察整改报告，确保反
馈意见“样样有回应”。

强化举措推整改。注重学习提高
认识。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学习巡察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从思
想认识上对巡察工作重要性、必要性
有一个客观充分的认识，进而在行动

上严格按照要求抓好整改落实。业务
培训明方向。结合巡察组反馈的问
题，局党组组织分管领导、涉及的相关
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细化到每一
条反馈意见，明晰整改措施和方向，需
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等，通过培训，让
整改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跟踪
问效保落实。主要领导每周听取整改
工作推进情况，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汇
总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指明
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严明纪律抓落实。在整改工作推
进中，始终坚持问题缘由弄不清楚不放
过，整改责任落实不到位不放过，整改
措施力度不够不放过，整改成效不明显
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五个不放
过”，严肃整改纪律和作风，做到见事见

成效，做到真抓实改，举一反三，确保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反馈问题的整
改工作，确保整改率达到 100%。截至
目前，已完成 41个问题的整改工作，有
1个问题正在整改中。

健全机制促长效。结合巡察反馈
中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和廉政风险点，
局党组认真分析、深入研判，着力从制
度机制上找原因、寻不足，静下心来，
集体再修改、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组
织干部职工学习新修订的制度，引导
大家严格遵规守纪，清清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做事。巡察反馈以后，局党组
共对《永平县医疗保障局财务管理制
度》《永平县医疗保障局内部控制实施
细则》等 10 项制度规则进行了修改和
完善。

永平县医保局——

“五步工作法”抓好巡察整改

洱源县应急管理局检查组到
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6号施工
支洞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摄
于12月11日）

检查组立足存在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提出强化安全措施管控、细
化双重预防机制清单等意见，全面
强化了“安全红线”意识，深化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切
实提高参建人员安全意识，确保项
目施工安全。

［通讯员 年耀红 摄］

太和，是村名，也是大理的代名
词。元代至清末，大理一直称太和县。

“和”字在古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内涵，体
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追求平衡的传
统文化精神。从字面上看，“太和”指最
和谐的状态。

太和，无论作为县名或村名，对于
它的来源历史学家们一直有不同的说
法。大家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曾经是
南诏的王都，是大理原住民的政治经济
中心。南诏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在这
里不同部族之间和合交融，和谐共生。
这里发生过南诏和唐朝的天宝战争，最
后又一笑泯恩仇，这些其实都是“和”的
由来。

太和坐落在洱海西岸最高的缓坡
之上，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村子。《蛮书》
记载“和，夷语坡陀也”，所以有学者认
为，太和指建在大坡上的和夷族村子。
另一种说法是太和原名鹤拓，“和”“鹤”
同音，就是一只大鹤之意，《新唐书·南
诏传》称南诏为“鹤拓”，大理古为泽国，
流传着一只白鹤拓疆的故事。如果从
白族话的发音来理解，太和，白语叫“岛
俄”，“岛”是大，“俄”是胜利，是大胜利
的意思。除了大坡、大胜利外，太和村

是团结与和谐的见证之地，是部族与部
族之间，是边地与中原相互融合、包容、
共谋发展的见证。

太和作为南诏第一都城，当时的
古城墙从佛顶峰余脉核桃山一直蜿蜒
到洱海边，城里有太和、崇邑两个村
子。太和，村子很大，南北长约两里，东
西宽约一里，村人认为形状更像一只振
翅欲飞的凤凰。而今，那些历史的遗
迹都消失在了岁月的烟尘中，只有南
诏德化碑静静地矗立在太和村的村
头。德化碑详细记录了南诏与唐从对
立再回归团结的心路历程，它把博爱、
宽容与和谐的民族精神隽永地刻在了
石碑上。

南诏德化碑静静矗立在太和 1200
多年的光阴里，据历史记载，碑文共
3600 多字，而今能辨识的仅有 200 多
字。明代著名学者李元阳在整理云南
通志的时候将碑文抄录以传后世，让今
天的我们得以了解那段历史。

南诏德化碑的“德化”二字，寓意着
以德治国、以德化民的理念，这不仅是
对南诏国治国方略的总结，也是对民族
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深刻诠释，至今仍具
有深远的意义。

地名故事

大理的代名词——太和
□ 曾丽霞 史漾滨

本报讯（通讯员 郭洁 王楠） 为进
一步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弥渡县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乡镇消防站，深入农
村，开展一系列消防宣传活动，确保
消防知识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近日，消防宣传人员走进新街镇
上马台彝族村村民 家 中 ，面 对 面 地
向 村 民 讲 解 火 灾 的 危 害 性、家 庭 火
灾的预防措施以及火灾发生时的应
急逃生方法。村民李文贵之前觉得
消防安全隐患离自己很远，但通过消
防员的讲解，他对消防安全有了新的
认识。

李文贵说：“今天消防员给我们讲

解怎样预防火灾，让我意识到，其实消
防安全隐患随时都潜伏在我们身边。”

同时，消防人员还向周边村民发
放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资料，提醒村
民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提高自
防自救能力。

截至目前，县消防救援大队已累
计开展 120 余次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利用院坝消防课堂、赶集日，结合该
县传统文化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共发放消防宣传资料 1 万余份，接受
群 众 咨 询 200 余 人 次 ，发 动 12 个 社
区，77 个行政村，900 余个大喇叭进行
宣传，受众达80000余人。

在烟花爆竹专卖店，祥云县下庄镇安全生产检查组为商户发放宣传册，对商户进
行安全宣传教育，要求商户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烟花爆竹的
储存和销售符合安全标准。（摄于12月5日）

连日来，下庄镇安全生产联合检查组深入辖区内的市场、学校、卫生院、商超、企
业、餐饮店等重点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按照“全方位无死角，查隐患零容忍”的原则，
重点对食品药品、护林防火、烟花爆竹、消防安全、农机安全、用水用电安全以及道路
交通安全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及时消除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通讯员 陈治学 张春 摄影报道］

弥渡县消防救援大队
到乡村开展消防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