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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克钊） 弥渡县
的绿色高效现代设施种植业大步迈进，
成为区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强大引
擎，诸多创新实践与突出成效彰显独特
魅力。

去年年末，维先农业科技（云南）有
限公司弥渡农场蓝莓园正式开采。据
该农场运营经理李惠文介绍：“弥渡县
的气候有利于作物生长，在这里种植的
蓝莓较大一些、甜一些。”

该农场蓝莓园是去年 3 月在弥城
镇启动一期 500 亩项目建成的首个小
浆果生产基地，其鲜果采摘期将持续
到今年5月，鲜果产量预计达500吨，产
值 2200 万元。该农场能够在较短的时
期内取得这样的成效，得益于大棚、基

质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现代设施种植
技术的应用。

据了解，目前，维先农业科技（云南）
有限公司项目二期、三期正处于前期考
察评估阶段，预计弥渡项目总面积将达
到 1500 亩，项目总投资金额将达到 1.2
亿元，能为当地创造1500个就业岗位。

大理春沐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2 月落户弥渡县以来，公司不
断优化“雨水收集系统+环境控制与自
动灌溉系统+数字物联网数据控制系
统”三位一体的数字智慧农业平台，以
数字科技加持农业种植。到目前，该公
司累计投资3.75亿元，建成了规模年产
量9200多吨的樱桃番茄种植产业园区，
创造产值近2.4亿元。

大理春沐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曲健介绍：“在未来的 3 年到 5
年，公司将持续在弥渡建设智能温室，
打造 1500 亩的樱桃番茄数字化农业产
业园，建成国内樱桃番茄的第一品牌，
同时，带动4个乡镇17个村委会年增收
超过500万元，农户年增收超过5万元，
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积极推动
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向数字化、设
施化转型。”

弥渡县围绕“数字化、有机化、科技
化、设施化”发展目标，一批现代设施种
植业企业多点开花，蓬勃发展，生机无
限。全县建成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10
万亩、高效节水农田5万亩、设施蔬菜标
准化生产基地9000亩、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10.2万亩、绿色有机产
品基地1.6万亩、工厂化育苗温室500多
亩，其中樱桃番茄生产园区智能温室的
品质和效益全国领先；完成供港蔬菜
基地备案 1 个，创建省级蔬菜标准园 2
个、州级以上“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 7
个、粤港澳大湾区生产基地3个；建成占
地 139 亩的滇西蔬菜交易市场，年交易
量达70万吨以上，成为滇西最大交易集
散地。全县累计认证“两品一标”54个，
其中，绿色食品 41 个，有机食品 13 个。
弥渡大青菜、大芋头、酸腌菜、大蒜获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春沐源樱桃番茄、
宏斌牌蔬菜加工产品获云南“10 大名
品”称号，春沐源、耘飞、老土罐等企业
入选云南省绿色云品品牌目录。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世和） 巍山县
永建镇以强宣传、强巡查、强督促、强整
改措施，开展违法图斑整改，坚决打击违
建行为，切实保护耕地。

强宣传，使土地政策家喻户晓。永建
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保护耕地宣传，利
用街天开展宣传，发放耕地保护宣传资
料；在各村的中心位置粘贴、悬挂耕地保
护宣传标语；利用“村村响”广播播放耕
地保护政策法规，引导教育群众、企业、
社会团体珍惜土地资源，合法利用土地；
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农户重点走访，使违
法人员知道违法占地的后果。

强巡查，及时制止土地违法行为。
该镇组织自然资源管理所与农业农村综
合组等部门组成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查，
各村设有土地巡查员，每天进行巡查，做
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以“零容忍”
的态度坚决守护耕地保护红线，从源头
上进行制止，减少损失。对土地卫片图
斑整改的地块做到底子清、情况明，重点
进行落实整改。

强整改，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
为。永建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照图

斑任务清单逐一核查对比，精准施策，对
卫片图斑整改进行分析研判，列出整改
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进度、整改要求，剖
析困难原因，研究整改对策，层层压实责
任，各村严格按照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图
斑具体责任人，把每一宗地块落到实处，
做足做细群众思想工作，通过讲解违法
占地的危害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动员违
建当事人自行拆除违建，为土地卫片整
改行动营造良好氛围；针对未在限期内
整改或不配合整改的，集中力量依法强
制拆除并落实复耕复绿工作，确保每一
宗图斑都做到整改精准、达标、到位。

强督促，检查违法图斑整改落实。
该镇成立督查组，常态化实地检查督促
各村土地卫片整改情况，对卫片图斑点
位进行深入检查核对，严格落实整改，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卫片图斑工作各项任
务，全力守住耕地红线。

截至目前，永建镇土地违法图斑 86
个已完成整改，并进行复耕复绿，下一
步，永建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力推
进卫片图斑整改工作，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小丑炮弹
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身体颜色非
常丰富，生活在珊瑚
礁地区，寻找贝类及
无脊椎动物取食，属
皮剥鲀科，肉有毒，非
食用鱼。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弥渡县现代设施种植业扬优成势

巍山县永建镇开展
违法图斑整改切实保护耕地

鸳鸯炮弹
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礁岩海域。体
长 20—25 厘米，呈椭
圆形，头大嘴尖，体色
蓝绿，身体上的斜向
彩色花纹非常美丽，
如 同 鸳 鸯 身 上 的 图
案，更像抽象画一般
错乱无序，故得名“毕
加索鱼”。皮剥鲀科，
杂食性，主食海胆。

巍山县庙街镇润泽村的红花
种植基地里，无人机在喷洒农药。
（摄于2月23日）

眼下，巍山县 3.5 万亩红花进
入现蕾期，是加强田间管理、开展
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利用植保
无人机“飞防”作业，精准施药，能
将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相结合，让
田间管理既轻松高效又节能环保，
助力红花增产增收。据了解，在红
花地里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
业效率是人工喷药的20倍以上，能
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宾川县小河底万亩柑橘示范
园内金黄的柑橘挂满枝头。（摄于
2月23日）

近年来，宾川县通过出台产
业发展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加强
技术培训、培植龙头企业、打造地
方品牌等措施，大力发展高原特
色水果产业，全县以葡萄、柑橘为
重点的特色优质水果种植面积达
36.92 万亩，实现了“人均 1 亩水
果，人均水果产值2.5万元”目标。

［通讯员 张义红 摄］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张洲 熊志明） 2 月
25 日，州人大常委会与州政府、州级有
关部门就做好民宿管理立法、民宿管理

“回头看”、旅居大理“三问一评”工作监
督等2025年重点工作进行了工作对接。

工作对接会上，州人大教科文卫委、
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分别就2025年“旅
居大理”建设情况“三问一评”工作监督
方案、《大理白族自治州民宿管理条例》
立法工作方案做了介绍和说明，参会的
州级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

据悉，旅居业是文旅产业的新业
态、群众增收的新渠道和乡村振兴的
新途径，州人大常委会将会同州政府、
州级有关部门围绕云南省对旅居建设

的安排部署，把握好我州旅居产业发
展的良好态势，紧盯“旅居大理”建设
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安排部
署，严把标准和程序关，严格遵守工作
时间表，完成好各项工作，突出监督质
效，推动大理州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今年州人大常委会还将开展全州
文化旅游民宿管理“回头看”，督促有关
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持续抓好旅游民宿
管理，并高质量推动《大理白族自治州
民宿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切实将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州党委的工作要求体现
在条例的制定上，形成有辨识度的法
律条文。

州人大常委会将“旅居大理”建设
列为2025“三问一评”工作监督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