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县博南镇胜泉村蔬菜
大棚内，技术人员在指导工人管
理瓜苗。（摄于2月11日）

近年来，博南镇紧抓产业发
展，通过扶持本地企业、引进外
地成功经验等方式，多方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依托大棚发
展，吸纳农村闲散劳动力就近务
工，仅黄瓜大棚每年预计用工
5000人次，发放务工人员工资50
多万元。
［通讯员 苏志芬 刘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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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亮）近年来，我州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州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狠
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全州农业农村
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农民收入稳定增
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2024年，全州
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55.17 亿元，
同比增长 2.6%；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411.7 亿元，同比增长 2.5%；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14元，同比增
长 7.0%左右。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压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稳定粮油播种面积，统筹用
好各项支持政策，大力开展单产提升示
范样板创建活动，集成推广科技增粮措
施。2024 年，全州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453.39万亩、油料 20.9万亩、大豆 5.9万

亩，实现粮食总产 173.08 万吨，全面完
成省下达底线指标任务。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粮食总产，分别比 2023年增长
0.16%、1.03%。全州生猪存栏、出栏及
猪肉产量分别达 215.92万头、321.83万
头、29.31 万吨，牛存栏、出栏及牛肉产
量分别达76.36万头、41.30万头、5.17万
吨，牛奶产量 39.98万吨，羊存栏、出栏
及羊肉产量分别达 154.91万只、169.17
万只、2.91 万吨，禽存栏、出栏分别达
1766.81 万只、2399.67 万只，禽肉产量
4.96 万吨，禽蛋产量 7.84 万吨；肉类总
产量42.35万吨，总产量居全省第三；生
鲜乳产量居全省第一。全州蔬菜种植
面积75.8万亩，产量189.4万吨；水果种
植面积 100.8万亩，产量 166.67万吨；茶
叶采摘面积26.29万亩左右，产量1.5万

吨；中药材种植面积 37.72 万亩，产量
4.95万吨；鲜切花产量 5039.49万枝、特
色花卉 6436.66 万盆，蔬菜水果产业实
现提质增效。

以现代农业创优提质为主线，按
“六个一”工作机制，聚焦推进核桃、蔬
菜（含食用菌）、水果、中药材、乳业、肉
牛、生猪、烟草等重点产业，扎实推进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鹤庆县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弥渡、巍山、大理
市、祥云、宾川、南涧、永平、云龙 8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大理市喜洲镇产
业强镇项目等国家级产业融合发展项
目稳步推进。持续推进“8+1”万头奶牛
牧场项目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8.87 亿
元，9个牧场中已投运 5个、达到养殖条
件 2 个、优化转型 2 个，养殖基础奶牛

10334头。建成全省最大的贡菜生产基
地（23万亩）和全省最大的香水柠檬种
植基地（3.1万亩）。大理春沐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入选 2023年全国现代设施
农业创新引领基地，引入佳沃集团建
设全省最大单体蓝莓田园综合体项
目。稳步推进数字农业建设，目前全
州已建成 3 个省级数字化示范基地、1
个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创新应用基
地。持续巩固提升烟叶产业，全州种
植烤烟 52.6 万亩，累计收购烟叶 142.8
万担，烟农收入 25.74 亿元，实现烟叶
税 5.66亿元。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
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为重点，提
升农产品加工整体水平，预计2024年全
州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
比提升至2.3∶1。

我州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2024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55.17亿元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通讯员 韩海娥） 2024年，
面对经济下行、防风化债、投资下滑等
困难，鹤庆县稳产业、优结构，不断夯实
发展根基，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总量达199.4亿元，增速排名全州第
1位、全省第 2位，GDP总量排名从 2023
年的全省第70位上升至第47位，提前两
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一产稳产创优。严格落实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新建成高标准农田1.29万亩，
粮食产量保持在14.5万吨以上。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全面推进，万头奶牛生态
牧场建成运营，饲草种植4万亩，奶牛存
栏 2.4万头，乳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30亿
元。土地流转新增2834亩、达3.1万亩，
鹤庆金墩小白龙现代农业产业园、春沐
源数字农业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高
效设施农业迈出坚实步伐。2024年，全
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4.9亿元，同
比增长1.2%。

二产支撑强劲。扎实打好园区建
设攻坚战，完成西邑片区电解铝厂至铝
精深加工企业连接道路项目（二期）1
号、2号道路和南环线等重点基础设施，
110 千伏西邑变电站建成投运，鹤庆产
业园区被命名为省级绿美园区。溢鑫
铝业、其亚金属项目建成以来首次满产
运营，双双入选 2024 年云南企业 100
强。大理戴卡年产300万件铝合金汽车

轮毂项目达产，云南天光年产10万吨铝
合金项目投产，生产原铝71.1万吨、增长
23.2%，铝合金 17 万吨、增长 187.7%，铝
材 8500 吨、增长 27.3%，制造汽车轮毂
220万件。北衙多金属循环利用百亿元
产业园有序推进，生产贵金属 71吨、铁
精粉67.9万吨。欧亚日处理700吨乳制
品生产线全面建成，生产乳制品 9.6 万
吨、增长 29.2%。全社会用电量 104.5亿
度、增长 22.3%，占全州用电量的 57.2%，
成为全省首个售电量突破 100 亿度的
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70.4亿
元、增长 37.4%，工业增加值 110.7亿元、
增长 15%，园区营业收入 230亿元、增长
25.7%。成立全州首家县级建筑业协会，
县内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达20户，完成
建筑业产值5.8亿元。

三产蓄势提能。新华银器小镇项目
建设稳步推进。李小白文化传承有限公
司、鹤庆银城文化公司被命名为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新华村被认定为云南
省第一批金牌旅游村。成功举办第二届

“银都鹤庆”文化艺术周、“银都鹤庆”地
方风味美食大赛、“庆州庆·非遗大理行”

“第73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畅游银
都鹤庆”等系列活动，引流成效显著，
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 350.7万人次、旅
游总花费46.5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1.69亿元、增长63.4%，其中，跨境电商完
成222.1万元，实现零的突破。

鹤庆县稳产业优结构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为基层“松绑”让干部“奔跑”
□ 杨宋

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是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然而，当前一些地方基层负担过重的
问题仍较为突出，形式主义、过度留痕
等现象，严重束缚了基层干部的手脚，
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为基层减负，已
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激发基层干
事活力的关键所在。

基层负担过重，一方面，突出表现
在形式主义泛滥。一些地方和部门，
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考核多，让基

层干部疲于应付、无所适从。另一方
面，过度留痕也让基层干部苦不堪
言。在一些工作中，“痕迹主义”盛行，
基层干部不仅要把工作做好，还要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记录工作过程，
拍照、写报告、做台账等，不仅增加了
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还可能导致工
作本末倒置，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

基层负担过重，还源于职责不清、
任务分配不合理。一些上级部门将应

该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随意下派给基
层，导致基层干部不堪重负。同时，基
层部门之间也存在职责交叉、推诿扯皮
的现象，使得一些工作无人负责，一些
干部要承担多项工作，进一步加重了基
层干部的工作压力。

为基层减负，要从源头治理，坚决
整治形式主义。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
文件，精简检查考核，让基层干部从繁
琐的形式主义任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同
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
注重工作实绩，避免以“痕迹”论英雄，
让基层干部能够安心工作，敢于担当。

为基层减负，还要明确职责，合理
分配任务。上级部门要切实履行自己
的职责，减少对基层的不合理任务下
派；要多些“雪中送炭”，加强对基层的
指导和支持，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
能力和水平。同时，基层部门之间也
要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避免
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的现象发生。

减负不是减责，“松绑”是为了更好
地“奔跑”。要拿出务实管用的真招实
招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履职尽责，更好地投入到干事创业中。

本报讯（通讯员 安建雄） 2024 年
以来，宾川县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深挖
热区资源潜力，产业特色不断凸显，产
业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绿色农业提质增效。特色产业体
系布局更加优化，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8.74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5.84
万亩。引入 28 个葡萄观察试验品种
和 4 个晚熟柑橘品种，脆蜜金桔、西梅
两个中高端水果引种试验成效明显。
宾川冬桃、宾川贡菜等 5 个农产品纳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宾川柑
橘入选全省“绿色云品”区域公用品
牌。宏源合作社位列全国农民合作社
500强第 8位，成立贡菜产业协会，云南
宾川浆果田园综合体项目（一期）顺利
建成，数智化蓝莓种植基地快速推
进。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

全年播种粮食 36.87万亩、产量 15.94万
吨。采取硬措施保护耕地，全年完成耕
地流出整改面积 3.73 万亩，其中，永久
基本农田 2.79 万亩。实施全域土地整
治项目 6 个，新增耕地指标 1367 亩。
2024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153.05亿
元、可比增长2.8%。

特色工业加速发展。绿色能源快
速发展，肖家山光伏项目实现15万千瓦
全容量并网，全县光伏并网装机达 110
万千瓦，位列全州第一；大梅地、箐门
口、小龙潭山3个光伏项目开工建设，芭
蕉箐、大村 2个光伏项目和红山箐风电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绿色建材稳
步发展，白果箐年产 400万吨砂石骨料
生产线、12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和
古建砖瓦工艺品生产线（三期）等项目
有序推进，累计完成投资5.87亿元。绿

色制造有序发展，风机大叶片标准厂
房建设项目已建成并交付使用，年产
30万吨废钢铁加工生产线及再生资源
循环利用基地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宝
丰寺硫铁矿采选矿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进展顺利。园区建设干中求进，园区
新增“四上”企业 18户、达 67户，其中，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8户；新签约项
目 6个，总投资 14.36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52.8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40.74
亿 元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2.74%，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1%。高企培育增添动能，永达电力、长
远科技等 7 户企业成功进入企业培育
库，金丰汇、绿色果品等3户企业通过认
定，泰瑞农林通过全省第七批“星创天
地”认定。一年来，绿色能源、绿色建
材、绿色制造分别实现产值 11.3 亿元、

31.2亿元、41.6亿元，三大特色工业动能
加速集聚。

文旅转型迸发潜力。鸡足山景区
旅游基础设施综合提升改造项目完
成省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申报，
鸡足山景区应急补水及管网改造工程
项目（一期）开工建设。围绕打造康养
旅居产业，完成杨柳村高山草甸开发建
设、鸡足山萝卜地文旅综合项目概念性
规划，商旅品牌全季酒店入驻宾川。“甜
蜜生活在宾川”IP 引领文旅融合发展
持续深化，活化石咖啡“纸飞机”系列荣
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鸡足山
镇沙址村入列第一批云南省金牌旅游
村，鸡足山景区全年营业总收入 2023
年、2024年连续两年破亿。2024年，全
县接待游客542.0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花费77.66亿元，分别增长12.1%、2.82%。

宾川县深挖潜力促产业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 李焕）
近年来，巍山县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为路径，立足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
发挥自身优势，以品牌创建为引领，以

“一城、一山、一村、一河”4大景区建设
为依托，催生文化旅游新业态，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2024年，
巍山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527.7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2.91%；旅游总花费 70亿
元，同比增长34.06%。

抓项目工作，打好文旅产业基础
“组合拳”。借助全县举办“小吃节”契
机，举行文旅项目招商引资推介会，巍山
县高端酒店建设项目、巍山县智慧物流
商贸产业园建设项目正式签约；完成对
巍山古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公共休憩设施（休息座椅）、直饮水设
施、3座旅游公厕等工程的验收，完成了
崇正书院修缮工程、装修及安装工程
等项目；完成南诏博物馆展览提升改造
项目和徐家大院南院部分修缮工程，徐
氏兄妹革命事迹陈列馆开馆，投入国家
文物局预防性保护项目资金 133.4万元
实施南诏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
项目；投资 247万元完成 2024年度绿美
景区绿化美化点位建设任务，完成绿化
面积4110平方米。

抓品牌塑造，提升文旅知名度和影

响力。持续打造了中国大理巍山小吃
节、火把节文化活动周等节庆旅游品
牌，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带动高原
特色农业、旅游商品加工业、小吃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引领县域经济转型发
展；积极培育新业态经营主体，巍山县
和悦宣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省文旅
厅认定为“文化+旅游”新业态企业，

“巍山火把节”获评“2024 微博焕新非
遗·天府之夜”传播贡献优秀案例，巍山
古城城镇生活旅居案例入选全国典型
案例征集；依托乡村生态优势、自然禀
赋和文化底蕴，打造了苍鹭谷、东莲花
等生态旅游休闲农场以及新村、打竹村
等生态旅游村，同时，积极打造体验型
旅游产品，持续做优乡村旅游，以旅游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抓宣传促销，助推文旅市场持续火
热。深化“人间烟火在巍山”城市形象
IP，抖音话题点击量达3.5亿次，举办“奔
跑彩云南”领跑赛等各类文旅活动 109
场次；组织县内文旅企业参加大理州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美好生活主题），选送
的6件旅游商品有5件获奖，其中两件获
银奖；巍山县阿依布玛民族工艺有限公
司参加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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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深
受国内外游客欢迎。

巍 山 县 品 牌 引 领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云龙县漕涧镇鹿山村村民在羊肚菌种植基地采摘羊肚菌。（摄于2月19日）
近年来，鹿山村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羊肚菌种植产业。采摘

后的羊肚菌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模式，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既丰富了广大群众的
餐桌，又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 ［通讯员 何红珍 李旭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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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喉鹀、三趾啄木鸟亮相剑湖湿地

春运平稳收官 出行人数再创新高

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澎湃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