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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庆芳 洪恺 张玲

早春时节，在鹤庆县金墩乡小白
龙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万亩蔬菜育苗基
地内，西蓝花育苗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走进大棚内，一盘盘绿油油的秧
苗洋溢着春天的希望，工人们浇水、施
肥、填苗……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金墩乡邑头村松树曲自然村村民
李润荣说：“来基地干活很方便，我不
会骑车，走路过来也就几分钟。而且
我年纪大了，去建筑工地打零工身体
吃不消，在基地干活时间灵活，家里、
村里的事都能顾及到。”

万亩蔬菜育苗基地是中创弘楚农
产品有限公司为金墩乡2500亩西蓝花

种植培育秧苗的“产房”，基地于 2024
年11月建成使用，面积约30亩，土地全
部在邑头村流转，租金为每亩每年1250
元，每年递增50元，惠及63户农户。

“我们的育苗基地目前全部用来培
育西蓝花秧苗，整个基地育有约 1000
万株，可供 1300多亩地栽种。”看着茁
壮成长的秧苗，基地负责人杨晓鹏说，
目前，基地培育的西蓝花有翡翠11号、
雅翠226号、美奥68号三个品种，除了
少部分向周边出售外，主要供该公司在
金墩的西蓝花种植基地栽种，未来将考
虑培育其他种类，如玉米、辣椒等。

在育苗技术方面，中创弘楚农产
品有限公司展现出不同之处。杨晓鹏
介绍道：“我们育苗基地自动化程度较

高，从播种到浇水都已经实现了机械
化操作。播种时使用播种育苗机，工
人只需放盘、添土、加种到机器对应位
置便可实现自由点播，整个过程流畅、
高效。而浇水则采用喷灌，很大程度
上节约了人工成本。此外，采用苗床
育苗，相较于传统的漂浮盘育苗，大大
降低了秧苗患病及病菌传播的风险。”

据了解，中创弘楚农产品有限公
司万亩蔬菜育苗基地项目总投资 635
万元，采用“政府&企业合作建设+企
业经营”的联合开发模式，其中，政府
衔接资金 300 万元、企业投资 335 万
元，建设集排水系统、吊挂微喷系统、
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苗床栽培系统
为一体的生产温室。截至目前，第一

批秧苗已全部投入使用，从西蓝花育
苗、栽种到采收，已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2.6万余人次，实现务工性收入 230万
余元。

近年来，金墩乡依托良好的区位
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不断加强政府
的引导和扶持，立足本地实际，通过盘
活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引进优质
企业等一系列举措，成功推动农业种
植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转型升级。中
创弘楚农产品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
康亿农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农业龙头企
业相继入驻，不仅为金墩乡带来了先
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扶持发
展了特色农业，有效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鹤庆县金墩乡：育苗基地尽显“科技范儿”

□ 通讯员 赵春荣 施新弟
番田生 罗灿新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洱源
县各地抢抓农时节令，全力组织春耕生
产，积极开展各种农事活动，田间地头
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走进位于洱源县牛街乡大松坪村
的昆明澄江恒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大荚豌豆种植基地，工人们有的在开
沟起垄、有的在铺施农家肥、有的在忙
着播种大荚豌豆的种子，还有的在忙
着铺设滴灌管……

大松坪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
土壤等自然资源条件，于 2017年引进
昆明澄江恒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广

种植大荚豌豆。据昆明澄江恒阳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大松坪村大荚豌豆种植
基地管理人员李文华介绍，2024年，公
司在大松坪村流转了80多亩土地种植
大荚豌豆，由于种植规范、管理科学，
再加上用优质的农家肥作为底肥，产
出的大荚豌豆产量高、品质好，很受市
场欢迎，产品远销澳大利亚、日本和我
国台湾等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今年，公司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以 780元每亩的价格继续在大松坪村
流转了300多亩土地种植大荚豌豆，仅
支付土地流转资金一项就给村民带来
直接经济收入23万多元。

随着大荚豌豆产业的不断发展壮
大，为大松坪村富余劳动力拓展了就

业空间，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
打工赚钱和照顾家中老小。“从2017年
到公司务工一直到现在，年收入在2万
元左右，又可以照顾到家里，很方便。”
长期在种植基地务工的大松坪村村民
杨执亮高兴地说。

李文华介绍，公司种植大荚豌豆
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去年在大
松坪村种植了 80多亩，全年共投入约
4500个工，为村民带来直接劳务收入
40多万元。今年，随着种植规模的扩
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会更多，这几天
每天的用工量都达到了30多个。在大
家的辛勤劳作下，截至目前，第一批种
植的 100多亩大荚豌豆已全部完成播
种任务。

近年来，大松坪村充分发挥党组
织引领作用，立足地域资源禀赋以及
原有的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引入企业
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业，同时积极协调
土地流转、用工等问题，为企业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推动了全村特色农业种
植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切实提高了土
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拓宽了群
众的增收致富路。

下一步，大松坪村将在深化与现有
企业合作的基础上，考察引入一些高附
加值的特色农作物，比如中药材种植
等，打造多元化产业格局。同时，还将
发展乡村采摘业，推动一三产业融合发
展，通过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农
民增收。

洱源县大松坪村：大荚豌豆种植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高文）2024年，剑川
县以创优提质为抓手，全力打好“九大
攻坚战”，全县经济总量达75.42亿元，经
济社会呈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产业发展步伐加快。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粮食产量达
9.23万吨，完成烟叶收购 10.05万担，实
现烟农收入1.94亿元。成功申报为全国
休闲农业重点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30.19亿元。工业发展积势蓄能，成功
申报云南剑川省级特色产业园区，规上
工业增加值实现 5亿元，市场主体净增
964户，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97
亿元，完成外贸出口金额3805万元。

发展基础愈加牢固。凝心聚力打
好项目投资攻坚战，完成报批土地 113
亩、林地 1260 亩，争取中央（省）预算
内、增发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项目
66 个，资金 3.63 亿元。新入库项目 67
个，完成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30.68
亿元。3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南
城门恢复重建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
用，老君山马登中型灌区、玉华水库等
7 个增发国债项目全面完工，全县新签
约项目 16 个，引进州外到位资金 6.76
亿元。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县城空气质量
优良率连续 4 年达 100%。剑湖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洱海补水生
态 河 道 治 理 工 程 等 项 目 建 成 投 运 ，
剑湖湿地被纳入全国候鸟迁飞通道关
键栖息地。河湖长制、林长制持续深
化，剑湖、黑潓江沙溪镇段被评定为
2023 年度云南省绿美河湖标杆典型。
新建勤学园等口袋公园 6个、拆墙透绿
8家单位，成功创建省级绿美校园 1个、
绿美村庄 1个。

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精准开展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新识别纳入
140 户 500 人，消除风险 602 户 2401 人，

转移脱贫劳动力1.42万人。争取浦东新
区、中国电建集团帮扶资金 6095 万元，
实施项目 45 个。完成棚户区改造 150
套，先后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27个，获评
2024 年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升级优
秀典型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完成自然村垃圾处理设施 110个，覆盖
率达 94.68%；集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达85.71%；累计完成官宅村等49个行政
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55.06%。

文旅引领出圈出彩。《东山放羊调》
等一批文艺作品屡获大奖，新增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人、州级 32人和省
级非遗工坊 2个。《大理州剑川县：立足
优势资源，做强木雕产业，促进乡村振
兴（案例）》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优秀案
例，沙溪古镇被命名为 2024 年全国“最
美小镇”，石龙村入选第一批云南省金
牌旅游村，董月畅黑陶入选2024年省级
文旅新业态企业认定名单。全年共接
待海内外游客 456.99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花费65.88亿元。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始终把让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头等大事，84.59%
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建成省级青年
创业社区1个，开展专场招聘15场次，转
移农村劳动力7.25万人次、就业培训1.4
万人次，发放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341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5394万元。争取教育
薄弱环节提升建设项目 9个，全县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3.93%，适龄儿童、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入学率均
为100%。县医院推出午间、夜间门诊和
县域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便民利民
措施，县中医医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
医院”评审验收。持续关爱“一老一
小”，建成“幸福小院”51 个。发放各类
救助资金 5840 万余元。剑川县被列为
大理州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县试点，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
好局面持续巩固。

剑 川 县 着 力 推 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展经济，项目极端重要。重要
就重要在，它既是工作抓手，又是发
展载体；它既能拉动有效投资，又能
激发有效需求；它既能带动上游，又
能带动下游；它既是今日之引擎，又
是明日之动能。可谓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当前，大理
正处于奋勇争先、竞进赶超的关键
期，要在全省日趋激烈的竞争之势中
破困突围、赢得主动，狠抓项目攻坚
至关重要。

狠抓项目攻坚需要锚定目标。
目标是方向、是指引，有目标才有动
力、才有干劲、才有行动，目标清晰，
才能行有所指、干有所向。狠抓项目
攻坚既要“量体裁衣”制定符合实际、
能够“跳起摸高”的目标，也要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奋进姿态，锚定目标不断前行，以
最大力度抓项目、最快速度建项目、
最优服务推项目，掀起项目投资领域
的攻坚热潮。

狠抓项目攻坚需要谋好项目。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狠抓项目攻坚
需下好“先手棋”，在谋“深”上下功夫，
在谋“准”上做文章，从实际出发、从政
策出发、从操作出发，储备一批打基

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
狠抓项目攻坚需要用足政策。

吃透政策是用好政策的前提。今年
以来，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释
放，广大党员干部应争当抓经济工作
的行家里手，自觉更新知识体系，主
动学习，勤于向上争取，用足用好项
目资金增量政策，推动各方面积极因
素落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确保
项目储备实现预定目标。

狠抓项目攻坚需要强化落实。蓝
图再美，不落实只是空中楼阁；目标再
高，不实干终成镜花水月。全州上下
既要加速推动存量问题项目清零，也
要不断谋求增量重大项目开工。同
时，项目建设如同一场“接力赛”，环环
相扣，需要全链条推进、全要素保障、
全周期服务，要建立台账式管理、全流
程跟踪协调、正向激励等机制。要克
服瞻前顾后的畏难心态，防止“干与不
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杜绝“一
开了之”“开工即停”，全力推动项目接
续落地，加速形成新增长点。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打赢经济
发展翻身仗，要树立“项目为王”的理
念，全力围绕项目转、盯着项目干，以
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通讯员 环建平 吴圯）今年
1至2月，大理海关共属地查检出口核桃
4872.3吨，同比增长388.1%，我州核桃出
口迎来“开门红”。

我州核桃生产加工点多、量大、规
模广，但由于早年开发外贸市场力度不
够，出口比重占市场份额较小。对此，
大理海关成立“产地堡垒攻坚队”，通过

“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措施，深入核桃种
植基地开展调研，面对面向企业讲解国
际市场对核桃的检验检疫要求，对企业
开展海关业务流程和监管要求培训，有

效帮助企业打破出口瓶颈，开拓海外市
场。同时，大理海关积极为企业提供绿
色通道、节假日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服
务，与检测机构搭建快速反馈体系，优
化抽样、检验、放行各环节流程，切实压
缩通关时长，全力推动大理核桃加速出

“海”，出口量逐年攀升。
目前，大理州核桃出口企业达 72

家，核桃出口至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
区。2024年，大理海关共属地查检出口
核桃 1.42 万吨，同比增长 47.97%，创历
史新高。

我州核桃出口迎来“开门红”

□ 记者 朱蕾 谢凡

3月 13日，走进云南省滇西中心医
院，综合楼大厅正中央设置着“一站式”
导医台，将医疗服务化繁为简，解决患
者“来回跑”问题；医院大楼内，清晰明
确的导诊标识、醒目的功能电子屏随处
可见，方便患者快速就诊，缩短就诊时
间；无障碍通道覆盖全区域，病区内门
窗干净、布置温馨，提升了患者的就医
体验……

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位于大理经
开区凤仪片区，规划用地 1072亩，总建
筑面积87万平方米。目前，医院一期项
目主体工程、内部装修及室外附属工程
已完成，即将开诊。

“三中心三专科”构筑医疗矩阵

“医院按‘大专科、强综合’布局，建
设‘三中心、三专科’，即骨科、心血管专
科、肿瘤专科 3个专科医院和滇西急救

中心、医技中心、检验检测中心3个共享
中心，全力打造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
心、高层次的医疗人才培养基地及高水
平的医学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大理
州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炳灿介绍说，集中
力量建设高水平的重点专科，做强医疗
服务增量，将进一步提升医院对疑难重
症的诊治能力，让患者在区域内就能得
到有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跨区
域就医，为实现“大病不出省”的目标作
出有力支持。

据悉，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项目投
入运营初期，将开放1100张床位，骨科、心
血管专科、肿瘤专科 3个专科的起步床
位数分别为650床、150床、300床。通过
盘活用足医疗资源，积极引进先进诊疗
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大病诊断和治
疗能力，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

张炳灿说：“在高水平、高起点建设
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的同时，我们还将
整合区域内医疗资源，建立协同合作机
制，让患者在当地就能获得更全面准确

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加强与基层医疗
机构合作，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开展远程
医疗服务，让偏远地区患者也能享受专
家远程会诊等服务，为群众提供更多优
质医疗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医疗能力

“州人民医院凤仪骨科分院、心内
科两个病区、心外科和肿瘤科三个病区
及放疗中心将整体搬迁到云南省滇西
中心医院。在直接组建州人民医院原
有成熟医疗技术团队的基础上，我们还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与优质医疗团队
深化合作，进一步打造优质医疗人才队
伍，不断推动区域医疗技术创新和学科
发展。”张炳灿说。

目前，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已与国
内三所知名医院达成合作，不断在技术
提升、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技术推广、
科研成果转化、学科共建、运营管理等
方面促进自身发展和进步。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派出专业技术团队、管理
团队以及执行院长帮扶肿瘤专科医院，
帮助构建“防、筛、诊、治、康”肿瘤防治
体系，提升肿瘤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
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第四医学中心负责帮扶骨科专科医院，
并依托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为平台，建设“国家骨科与运
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南亚国际培
训中心”。上海市胸科医院在心血管疾
病防治、诊断、治疗、康复等方面，对心
血管专科医院进行帮扶，进一步推动学
科的建设发展。

据了解，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还配
备有手术机器人、PET/CT、直线加速
器、滑轨手术室、复合手术室等滇西一
流的高精尖医疗设施设备，能为患者提
供更全面精准的诊疗服务。未来，医院
将用滇西一流的医疗人才队伍，更温馨
舒适的医疗环境、更精良先进的医疗设
备、更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为滇西人
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

大专科强综合 打造滇西医疗服务新高地

巍山县城老年文艺队在古树
公园健身排练，该公园的建成，不
但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健
身场所，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原有
的60多株古树。（摄于3月9日）

近年来，巍山县以“绿美城市”
创建为载体，提出“历史文化名城+
公园城市”的创建思路，通过建设
口袋公园、绿美庭院、小园林微景
观、园林式居住小区（单位）等，着
力打造特色鲜明、景观优美、幸福
宜居的“绿美城市”。
［通讯员 陆向荣 赵雷梦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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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县宝华镇着力打造县域旅居新样本

凝心聚力 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我国科学家开发出预测肝癌复发的评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