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2025年 4月 8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王正鸿 终校／何俊倬

□ 通讯员 杨丽芳 文／图

人勤春来早，种药正当时。3 月 25
日，在祥云县禾甸镇上赤村大公山林下
中草药种植基地，覆盖着松针的苗床冒
出一抹抹新绿，把黄土地上的希望一点
点向上举起。

在祥云县祥邦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负责人熊士华的带领下，来自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祥云县农
业农村局和县茶桑工作站的中药材专
业技术人员来到苗床旁察看情况。

“现在可以炼苗了，松针适量减少
一些。”看着温暖而厚实的松针如棉被
般盖在青翠欲滴的当归幼苗上，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王馨一边检查苗情，一边指导基地工
作人员。“春寒可以让苗长得更结实，但
植物对温度很敏感，如果管控不好，苗
太壮，抽薹率就有可能提高，会影响后
期的生长。”当基地工作人员问及如何
控苗时，王馨耐心地说，“后期的氮肥要
根据苗情来决定，如果苗本身就很大很
肥，那么氮肥要少施一点。苗太大也会
影响成活率，所以，苗长到 10 厘米左右
就要及时移栽。”

中药材专业技术人员察看完当归
苗长势，又陆续察看了白术、续断、黄芩
等中药材的生产情况。每到一处，技术

人员都认真解答公司工作人员提出的
技术问题。

为贯彻落实人才下沉、科技下乡要
求，祥云县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达成合作，以祥云县祥邦中
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为依托，将人才打
包、技术打包、资源共享，在大公山建
设云南大理祥云千亩中药材种植基
地。据介绍，2025 年，基地计划投资
1500 万元，种植白术 500 亩、黄芪 400
亩、当归 300 亩、续断 200 亩、重楼 150
亩，辛夷花7000株、黄柏树3500株、油茶
果 5000 株，并将同步开展中药材晾晒、
烘干、分拣等生产线建设，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布局。

据祥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联仙
介绍，祥云县发展中药材种植生产，不
仅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一定的种植
基础，全县共有中药资源300多个品种。
2024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15652亩，
实现产值2.55亿元。

近年来，随着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
发展，祥云县在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山林+中药材”的
发展路子，依托中药材龙头企业，以公
司化运作、产业化发展，“公司+基地+农
户”等形式，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
推进中药材加工生产，推动产业发展，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祥云县探索“山林+中药材”发展路子——

引药进林促振兴

技术人员察看当归幼苗长势情况。（摄于3月25日）

行至监测点，双方用深水取样器沉入指定水
深区域采集水样，混匀、静置、过筛后，再将水样
均分，带回各自实验室分析。“这样的两省联合监
测，每月定期开展两次。截至目前，新安江街口
断面水质全部达标。”王兴华说。

发源于黄山市休宁县六股尖，新安江一路蜿
蜒向东，奔流300多公里，经过浙江省淳安县千岛
湖，最终汇入钱塘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
屏障。

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2012
年，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
护谁受偿”原则，建立补偿标准体系。年度水质
达标，浙江向安徽拨付补偿资金，反之安徽向
浙江拨付。

历经 3轮试点，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稳定向
好。2023年，“新安江模式”进入“4.0阶段”，向更
广范围、更深内涵、更丰富的形式拓展。

2023 年，补偿资金总盘增至 10 亿元，并从
2024 年开始，在 10 亿元基础上参照两省年度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建立逐年增长机制。新安
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范围扩
大至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全域和浙江省杭州
市全域。

“让下游地区主动帮助上游地区谋划绿色发
展之路，让上游地区摆脱单纯依靠资金补偿的局
面，真正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并重，实现生态保护
者与受益者互利共赢，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互促共进。”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生态补偿处
处长王家胜说。

从“试点”到“样板”，从资金补偿到产业协
作，从协同治理到共同发展，皖浙两省不断创新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从“一水共护”
迈向“一域共富”。
【链接·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

天蓝地绿水清，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
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
29.3微克/立方米，连续5年稳定达标；我国是全
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
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首
次超过90%。

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经初步
测算，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
2024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3.8%。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
业链，截至2024年底，我国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
装机规模首超14亿千瓦，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底色。

从中欧班列看开放“密码”

3 月 21 日上午，随着满载电子产品、机械配
件、化工产品等货物的X8489次中欧班列从西安
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中欧班列（西安）2025年开行
量超过1000列，较去年提前8天。

千年前，络绎不绝的驼铃商队串起古丝绸之
路盛景；如今，呼啸穿梭的中欧班列铺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图景。

德国的汽车、波兰的苹果、荷兰的奶酪、哈萨
克斯坦的面粉……越来越多的中欧班列沿线国
家共享中国市场红利。

荷兰物流企业新丝绸之路物流公司医疗保
健运输销售主管杰夫·莫莱纳尔斯说，中欧班列
能同时满足企业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的需求，为

荷兰医药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中欧班列让更多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中国

制造”以更快速度、更优价格到达中亚、欧洲。
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钊介

绍，中欧班列（西安）的运输时间只需 15天左右，
比海陆联运节省了近一个月时间。

中欧班列彰显开放魅力。
在国内，依托中欧班列，西安、成都、郑州等

内陆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虽然不沿边，不靠海，但是在这里能看到全

世界。”西安国际港站值班站长李沛说，目前，
西安国际港站稳定开行国际干线18条、“+西欧”
集结线路 26 条，国内 20 多个省份的货物在西安
集散。

在境外，中欧班列催生了许多新的物流、工
业、商贸中心和产业园区。波兰马拉舍维奇口岸
站，因中欧班列的开行，业务量成倍增长，极大促
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中欧班列目前累计开行超 10.5 万列（含回
程）。在境内，93 条时速 120 公里图定中欧班列
运行线联通 125 个城市，在境外，通达欧洲 25 个
国家227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

跨越山海，追风赶月。中欧班列一路前行，
不断跑出对外开放“加速度”。
【链接·高质量发展，是开放成为必由之路的发展】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负面清
单“做减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历经8次缩减，不
断放宽准入，从最早190项缩减到现在的全国版
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去年11月新版全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施行，制造业领域限制性
措施“清零”。营商环境做“加法”：前不久，《2025
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出台，明确扩大电信、医疗等

领域开放试点，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示范，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

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
未来。在全球保护主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
始终以开放姿态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

从花牛苹果看发展初心

春耕时节，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南山
花牛苹果基地，果农忙着修剪枝条、施肥浇水，二
十里铺村果农武正全信心满满，“管护好果树，争
取多结果，盼着今年再获丰收。”

红苹果映红了老乡的日子。武正全算起账，
“置办防霜机，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苹果亩产
7000 斤，优质果率达 90%以上，好果子卖上了好
价钱。”武正全成立的苹果合作社，带动 170多户
农户增收致富。

麦积区土壤肥沃，昼夜温差大，种出的苹果
色、味、形俱佳，如何把气候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

靠技术种果树，农民挑上“金扁担”。武正全
介绍，自家果园果树的高低和疏密都严格控制，
为每棵果树留足生长空间。

完善基础设施，为丰收增添底气。“过去，山
上不通车、不通水，难种也难收。”二十里铺村村
民董桂红说。前些年，麦积区整合项目资金 1.7
亿元，建成南山花牛苹果基地 15万亩，配套建设
产业路 360 公里、提灌工程 6 处。董桂红在基地
当起了产业工人，一年能赚3万多元。

多措并举，苹果产业茁壮成长。麦积区支持
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不断优化苹果种植结构，实
现苹果“早、中、晚”“红、黄、绿”合理搭配；开发苹

果脆片、苹果花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达到 65%，真正做到靠品种取胜、靠品质
争先、靠品牌出彩。

苹果产业如何带动更多农民增收？麦积区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积极探索，形
成了“公司+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吸纳务工、入股分红、销售果品等多种方
式，建立起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实现了农民稳
定增收。去年麦积区销售花牛苹果64万吨、实现
产值 25.6 亿元，“天水花牛苹果”品牌价值达
62.77亿元。
【链接·高质量发展，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
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
生活水平继续提升，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3119元，比上年增长6.6%；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值为2.34，比上年缩小0.05。社会保
障网织密织牢，2024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7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3 亿人；全国共
有625万人、3362万人、439万人分别享受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

路子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习近平经济
思想科学指引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迈出新
步伐。

（人民日报记者 吴秋余 贺林平 邓剑洋
秦瑞杰 董丝雨 李俊杰 李心萍 葛孟超 王锦涛
王浩 喻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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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周盛朝 马玲妮

永平县紧紧围绕“消除数字鸿沟、
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紧跟时代步伐，
克服困难，积极实施 4G 和 5G 基站建
设，扎实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全力打造
数字化发展的新基建，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坚实网络支撑保障。

“十四五”以来，永平县各级各有关
部门聚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
城乡信息网络建设和服务均等化，不断
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通信供给差异，将
其作为推动全县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民
生福祉的关键来抓，统筹协调移动、电
信、联通、广电网络、铁塔等企业，加快
推进新型基建，加强补盲提速、扩网提
质，夯实信息产业基础，为新型工业化、
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截至 2025年 2月，全县累计投入建
设资金 1.2 亿元，新建 5G 基站 170 个、
4G 基站 50 个，改造基站 35 座，5G 网络
覆盖率达 51%，实现县城规划区域、园
区、铁路、旅游景区、重要应急保障场
所、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及1235个自
然村的网络全覆盖，其中31个最偏远的
少数民族村寨基站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4G 网 络 覆 盖 率 达 99.8% ；新 建 光 缆
271.93公里，新增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804 个，村民小组宽带覆盖率达 100%，
自然村百兆宽带通达率、互联网平台

IPv6 支持率均达 100%，县城用户百兆
以上宽带使用率、千兆宽带接入能力均
达 100%。城乡通信质量和速度的提
升，打通了乡村振兴的信息“大动脉”，
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乡村旅
游、电商发展等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经
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显著效益。

电信普遍服务项目的实施让全县
群众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便捷，不断加快
推进了特色产业数字赋能，为特色农产
品生产、销售助力数字乡村建设，插上

“数治新翅膀”。
水泄乡狮子窝村大河沟村民小组、

龙街镇贵口村和安吉村、北斗乡上寨村
等地属于全县 31 个最偏远的少数民族
村寨基站，也是这31个最偏远基站的建
成，让永平县在全省率先实现 5户以上
自然村“村村通”。如今，大河沟村民小
组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数字乡村”示范
点，村民们通过手机，便捷地学习先进
的农业技术，还将自家农产品通过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曾经藏在深山无人
知的百年古树茶叶，如今畅销省内外。
依托通信发展带来的商机，村里探索出
一条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现
在组建起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古
树茶生产、加工、销售、旅游观光等为一
体的现代化龙头企业，每年吸纳近百名
群众就业、吸引上千名游客到村中游
玩，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生产生活方

式改变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在，我们这里已经将网络直播

变为‘新农活’，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农业转变，不仅我们的古树茶、野生菌
等农产品可以通过直播顺畅卖出去
增加收入，平时生产生活也更方便了，
这个 5G 通信铁塔比彩虹桥还金贵！”
大河沟村民小组组长罗正良指着山巅
的基站塔感慨地说。

在贵口村，建成全州首个“5G+智
慧农业”示范点，2023 年开始村民通过
电商卖出野生菌，村民每年户均收入达
1000 多元；在上寨村，村民们在大山深
处放牧，可以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查看
牛羊所在位置、活动轨迹，实现智能化
放牧；在位于大理、保山交界处的龙街
镇安吉村苍塘村民小组，曾因“一鸡鸣
三州四县”的地理位置成为通信盲区，
4G 基站的开通，村民李老伯颤抖着拨
通人生第一个视频电话，画面那端是在
广东打工三年未归的儿子……

通信基站建设不仅架起了信息的
桥梁，更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
纽带，让这里的村村寨寨在新时代焕发
出勃勃生机。

而在永平博南工业（物流）园区，企
业计划上线新系统，通过网络收集数
据，实现更加高效和精确的控制和监
测，使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
在永平县人民医院，医生与上海、昆明

的专家远程会诊，患者在本地就能享受
到大城市专家的优质诊疗服务；在永平
云南核桃（坚果）交易中心，商家正在用
手机直播，把永平特色产品源源不断销
售往全国各地，助力永平核桃等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

随着电信普遍服务项目的深入推
进实施，通信基站的不断完善，永平县
山区群众累计享受教育资源覆盖2.3万
人次，远程医疗服务惠及1.8万群众，新
增农民合作社47个，永平的数字乡村建
设前景广阔，为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插上“数治新翅膀”，畅通的信息流
通“大动脉”和乡村“毛细血管”，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数字乡村’
建设，在5G网络覆盖、智慧农业等领域
持续发力，让通信‘生命线’真正成为乡
村振兴‘加速带’，进一步提升网络覆盖
质量和服务水平，计划在2025年实现自
然村 5G 网络全覆盖，推动通信网络与
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让更多的群众享受
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永平县
工信局局长龙光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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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2025年“三月街”民族节将于 4月 12日至 4月 18日
（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市举办。

2025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将围绕赛马、唱歌、做买卖、品小吃，深化民族
文化展示与交流，举行全州精品文艺展演、“大理三月嘉年华”大型夜间群众性广
场互动联欢、全州民族服饰展演、传统民俗文化表演等系列文化活动；举办赛马
大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群众体育活动；开展12县市名优特产品展销、
特色餐饮美食、文创集市、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彩云集市”系列促消费活动。

风花雪月，自在大理。我们热忱欢迎中外客商、各界人士、广大游客，在苍山
洱海畔共度民族佳节、共享文化盛宴、共创发展商机。

特此通告

2025年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工作专班

让通信“生命线”成为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带”

永平县推进电信普遍服务为乡村振兴插上“数治新翅膀”

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
“三月街”民族节通告

大 理“ 三 月 街 ”

绿美大理

洱源县凤羽河畔花红柳绿，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摄于4月1日）
近年来，洱源县着力推进城乡绿化美化，随处可及的公园、河道景观带成为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通讯员 施新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