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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交答卷

宾川县——

绘就“水果之乡”新画卷
宾川，素有“天然温室”“热区宝地”之美称，是全国县级规模最大的早熟鲜食葡萄生产基地和晚熟柑橘优势产区，是中国水果之乡、中国葡萄

之乡、中国柑橘之乡，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第一批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现
代化灌区建设试点县、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云南省县级文明城市、云南省美丽县城等殊荣。

十年来，宾川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全面小康如期实现，争取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绘就了
“水果之乡、文旅宾川”城乡融合新画卷。

强基固本育产业
跃升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先进县”

十年来，宾川县地区生产总值到
2023 年达 185.67 亿元，年均增长 7.5%，
实现翻番突破，迈上百亿台阶。全县城
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从 2015 年的 26802 元、11615 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44128 元、22810 元，年均增长
6.4%、8.8%。2018年至 2020年连续 3年
被评为全省“跨越发展先进县”。

——着力构建多元化、开放型的发
展格局，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70.74
亿元。路网建设贯通全县，大永、宾南、
宾鹤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县域内高速公
路里程逐年增加。累计完成水利固定
资产投资90.0576亿元，先后实施了引调
水工程、供水一体化等一大批水利工
程，全县总库容达1.73亿立方米，基本建
成高效节水体系，有效灌溉面积突破 40
万亩，农田水利化程度达 83.2%；建成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36.01万亩，高效节水灌
区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从0.55提高到0.9，
年节水约7000万立方米。

——以葡萄、柑橘为主的全产业链
生产经营体系不断完善，世界一流水果
之乡建设全面提速，水果面积和产值分
别从2015年的29万亩、总产60万吨、产
值39亿元，提高到2024年的36.92万亩，
预计产量100.40万吨、产值达95亿元以
上，实现了“人均 1亩水果，人均水果产
值 2.5 万元”目标。创建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和云南省“一县一业”水果
产业示范县。冬早蔬菜种植面积分别
从 2015 年的 13.15 万亩、总产 24.84 万
吨、产值8亿元，发展到2025年冬早蔬菜
累计收获面积 31.98万亩、产量 28.32万
吨、产值 28.27亿元。2023年，全县农业
总产值150.22亿元，位列全州第一位，全
省第四位。2019年至2022年，连续三年
入列全省“一县一业”（水果产业）示范
县，2022年至 2023年，相继入列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创建名单。

——工业发展质与量并进，2023年
5月，按照“一园四片区”布局组建成立
云南宾川产业园区。主动承接洱海保
护产业转移，滇西水泥厂迁建投产，光
伏新能源开发如火如荼，水果、冷链物
流加工产业不断集聚，工业体系初具雏
形。滇西水泥厂熟料生产线等一大批
工业项目顺利建成投产，鲁地拉水电站
建成发电，一批光伏项目落地宾川。“十
三五”期间，投产新能源电力装机达到
346.52万千瓦，风光水电项目建设位列
全州第一。

——“旅游+”融合发展稳步推进，
被评为云南省旅游强县，鸡足山景区创
建为全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接待游客
人数从 2012 年的 166.46 万人次增加到
2024年的538.17万人次。

决战贫困促振兴
成为云南省“首批脱贫摘帽示范县”

十年来，宾川县紧盯“两不愁三保
障”总体目标和脱贫标准，累计投入资
金 21.31亿元，实施教育、医疗、住房、饮
水等扶贫项目1872个，建成易地扶贫集
中安置点17个、分散安置点9个，因地制
宜探索“党支部+”产业扶贫模式，推广

蔡甸村“党支部+合作社+合作农场+托
管”等增收发展模式，培育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户、国家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 6个，3个贫困乡镇、55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10487户37374人全部脱
贫退出，成为全省首批脱贫摘帽县之
一。坚持脱贫“四个不摘”，稳定消除
691户 2733人返贫风险，持续监测帮扶
268 户 783 人，全县无一户一人发生返
贫。完成罗官、沙址、柳家湾3个州级乡
村振兴试点建设，创建省级美丽村庄 2
个。尼萨新村入选全国“美丽搬迁安置
区”，小河底“龙头企业+扶贫车间”产业
扶贫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肯定，健康
扶贫工作被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
通报表扬，云福公司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打造绿美乡镇 2个、省级绿
美村庄4个、州级绿美村庄149个。沙址
村、柳家湾华侨社区、新庄村成功入选
2023年“乡愁大理·最美乡村”。2023年
9月，宾川县成功入列全国100个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之一。

善治兴绿美生态
建成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十年来，宾川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扛起
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保护重任，认真抓
好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
河湖长制全面落实，扛牢长江十年禁渔
政治责任，清理“四乱”问题148个、河渠
141.85 公里，划定管理岸线 316.85 公
里。鲁地拉水库被评为省级美丽水库，
州对县河湖长制考核连续5年优秀。县
城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100%，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100%。全面推行林长制，
完成营造林12.64万亩，创建国家级生态
乡镇 2个、省级生态乡镇 1个、省级森林
乡村3个，森林覆盖率达43.24%，县城绿
地率达38.66%，鸡足山景区连续41年未
发生森林火灾。全面开展农村“厕所革
命”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创建为全国
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县。农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宾川柑橘入列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创建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入选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创建名单。

惠民增福筑乐园
打造宜居宜业“美丽花果新县城”

十年来，宾川县坚持以人为核心，
建立健全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养老
等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坚决扛牢防控责任，落实落细
常态化防控措施，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
线。高位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多种服务模式，县
中医医院成为全省首个获批互联网医
院牌照的县级医院。2015年至今，全县
医疗卫生机构从152个增加到197个，全
县 10个乡镇 86个村卫生室通过服务能
力评价基本标准。李伯藩荣获“中国好
医生”称号，入选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累计投资5.87亿元实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项目 728个，改扩建义
务教育学校 111所，入列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金牛二小荣获多个

“国字号”荣誉，宾川三中晋升为省一级

三等高完中，宾川四中晋升为省一级二
等高完中。新建幼儿园25所，县幼儿园
被认定为“云南省一级一等幼儿园”，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5.17%。体育事业
蓬勃发展，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45
平方米，国民体质测定合格率91.5%。

——立足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实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程，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保护传承，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名录 97 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311
名。每年连续举办“宾川葡萄文化旅
游节”、“七彩霞客路 鸡足灵山行”丛
林穿越挑战赛、“书香宾川”全民阅读
等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打响“甜蜜生活
在宾川”“游天下鸡足名山 品世界一流
水果”等系列 IP。

——紧盯“美丽花果城、文旅目的
地”的城市定位，统筹推进厕所革命、人
居环境整治、美丽县城建设、乡村振兴
试点、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等重点
任务，全力建设绿美县城。全省首创

“爱卫钉”综合智慧化管理平台，被命名
为全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进县
城，成功创建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
生县城、云南省旅游强县、云南省文明
县城、云南省美丽县城。

改革破冰促创新
树立全州农产品外贸“标杆引领县”

十年来，宾川县以改革促创新，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动力活力加
速释放。

统筹推进党政机构、“放管服”、公
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殡葬制度等 644
项改革落地见效。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宾川经验”、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宾
川模式”、医共体建设“宾川做法”等一
批经验做法在全国全省全州运用推
广。入列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县推进试点县、全国第三批节水型社
会建设达标县、全国第三批“双创”示范
基地，“金果贷”荣获 2015年中国“十佳
金融产品创新奖”。宏伟系列玉米品种
首获“国字号”“省字号”自主知识产权，
水肥一体化自压滴灌技术入列云南省
地方农业规范。宾川县宏源农副产品
产销专业合作社2023年、2024年分别位
列全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第 6 位、第 8
位。深化果蔬外贸出口便利化服务改
革，创建了云南省首个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在越南建成了
大理州首个跨境海外仓。创建了1个跨
境电商产业园，培育了外贸实绩企业 47
户和跨境电商企业 3户，开通跨境电商

“9710 出口模式”的全部业务，建立了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平台
体系。农副产品出口连续多年稳居全
州首位，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15年
的 6.29 亿元增至 2024 年 1 至 11 月的
13.19亿元，进出口贸易国别市场增至10
余个，2024年进口额首次突破亿元。

法治引领聚民心
全力构建和谐平安县

十年来，宾川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县级“三中心”建
设和乡（镇）、村（社区）综治服务中心
（网格化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实行网格

化管理。挂牌成立 12个“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将县城建成区划分为
19个区域网格和 338个基础网格，实现

“社区吹哨、网格发号、部门报到”。扎
实推进依法治县工作，组建了 4 支“八
五”普法志愿者服务队和10支普法工作
队，鸡足山司法所被表彰为全国模范司
法所。依法积极推进信访法治化建设，
创建了全省第一批、全州第一家“如家
信访窗口”县，建立了水果产业法庭、水
果产业纠纷调解室、侨乡巡回法庭等。
深入推进“平安宾川”建设，执法办案管
理“四中心”和“雪亮工程”建设全覆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毒防艾人民战
争成效显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扎实有
力，县公安局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
局”，乔甸派出所创建为省级“枫桥式”
派出所，《宾川县打造“一队一室一庭”
司法护航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入选
2024 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
例，鸡足山镇入列全省2024年度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试点镇。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防灾减灾、宗教事务管理等工
作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不断提升。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线，紧紧围绕“水果之乡石榴红”
民族工作品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省级26个、州级79个、县级164个，
1名干部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2024年1月，成功创建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党建引领扬正气
培育“水果之乡党旗红”党建品牌

十年来，宾川县始终坚决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
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
习教育等，答好“大理之问”宾川答卷。
创建了水果之乡党建品牌集群，建立处
级领导挂钩联系基层党建重点项目等
考评制度。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1376 个基层党组织全面达
标，受省州表彰“两优一先”个人 24人、
基层党组织 12个。深化拓展抓党建促

“企业联产业带农民”增收模式，探索建
立联农带农、镇村结对、村集体经济创
收增收奖惩三大机制，助推集体经济全
面提质增效，村（社区）集体收入均达 10
万元以上。建立“坝区乡镇+山区村委
会”帮扶模式，切实解决山区村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困难问题。打造“果业
新农人”产才融合发展品牌，实现现代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稳就业、促
增收的良性循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4万余人、“果业新农人”7万余人，带动
就业15.8万人。

——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
推进“三不腐”，全面推进清廉宾川建
设。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并持
续巩固好整改成果。严格落实精文减
会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
各级干部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以干部之干带领全县人民接续奋斗、创
优提质。 （本版文图由宾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工人对阳光玫瑰葡萄进行分拣，准备销往泰国。

沃柑满枝头。

宾川县大永、宾南、宾鹤交通枢纽立交。

雾散现金顶。

美丽县城美丽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