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山县庙街镇北桥村委会大厂村农民在田间管护水稻秧苗。（摄于5月5日）
立夏节令，巍山县广大农民群众抢抓农时节令，抓紧平整土地、管护秧苗等农事劳作，全力投入春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派农忙景象。

［通讯员 张树禄 刘怡 摄影报道］

巍山县：立夏至 农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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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3%

宾川县萂村幼儿园：一场超“有料”的民族文化之旅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近年
来，南涧县用好无量山、澜沧江“大山大
水”等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优势，在推动
乡村旅游、全域旅游中走好文化融合发
展之路，建成“南涧跳菜 2008”产业创业
园、云水姑娘凤凰山茶庄园、云上小湾
产业园等一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
产业阵地，通过聚焦彝族特色、聚焦旅
居路线、聚焦业态融合，着力做强乡村
文化“软实力”。

聚焦彝族特色，做强“跳菜文化”。
随着旅游业发展和人们对地方特色文
化的关注增多，越来越多的餐厅、农家
乐加入彝族特色的跳菜表演。目前，南
涧县一共活跃着 300 多支民间跳菜文
艺队，2000余人从事跳菜表演。通过与
餐饮、婚庆、旅游等行业的融合，“跳菜
文化”实现了实体化运营。“南涧跳菜
2008”创业园以“南涧融媒+国有文化传
媒+社会资本+村集体经济+村民”模式
联动运营，结合“南涧跳菜宴”“全民微
度假”“周末经济”“网红打卡地”的市场
需求，通过盘活民居、老宅基地、农村闲
置土地等闲置资源，在品乡村美食、看
跳菜艺术、听古老故事、赏田园风光、体
验农耕中传承乡愁记忆、感受喜乐，让
游客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涧
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田园乡愁，并同步植
入南涧无量山茶艺、乡村稻田咖啡体验
品鉴和助农直播带货孵化。

聚焦旅居路线，做强“茶文化”。
南涧县以茶为媒，充分挖掘山、水、茶

等资源禀赋优势发展资源经济，以深
度开发茶系列产品为基础，通过举办

“茶+人文+观鸟”的活动赛事，延伸乡
村旅游旅居产业相关服务链，实现茶文
化与鸟类研究、康养旅居的深度融合发
展。围绕生态、秘境、野奢发展方向，坚
持招大引强与培优扶强相结合，积极引
进实力强、有情怀的旅居企业，开展规
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目前，已建
成无量山藏茶谷片区的北纬 25°茶庄园
无量玉璧半山酒店和罗伯克“欢喜·小
院”，樱花谷片区的无量山野奢帐篷营
地，无量药谷片区的百花村、云小筑，以
及云水姑娘凤凰山有机茶庄园等一批
旅居地，实现了“茶文化”实体化运营。

“大理无量山——一园两谷之旅”被第
五届中国茶旅大会公布为 2024 年新茶
饮茶文旅线路。

聚焦业态融合，做强“渔文化”。
南涧县秉持“共抓大保护，共育大产
业”理念，着力发展沿江新业态，做活
野钓产业，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澜沧江
孔雀渡野钓基地和云上小湾休闲园。
碧溪孔雀渡休闲垂钓公司和云上小湾
休闲垂钓公司按照“村集体+企业+合
作经济”的模式，创新“渔旅”融合发展
新路径，打造各具特色的观光体验、垂
钓休闲、民宿等旅游精品项目，每年上
缴税金 50 多万元，上缴集体经济提留
40 余万元，带动就业 180 多人，季节性
用工 2000 多个，实现了“渔文化”实体
化运营。

南涧县着力做强
乡村文化“软实力”

本报讯（通讯员 白乘仲） 近年来，
宾川县高度重视外贸出口工作，通过优
化企业服务、推行领导挂钩联系重点外
贸企业机制、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合力攻坚企业发展难题等一系列措施，
积极推动全县外贸发展。今年一季度，
宾川县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出
口总额达 2.23亿元，出口总额连续 5年
居大理州第一位。

宾川县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这里产出的柑
橘、葡萄等水果以及脱水蔬菜等农产品
品质优良，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宾川县
依托“中国水果之乡”资源优势，积极落
实政策红利，推动绿色食品加工与外贸
深度融合，构建“产贸一体”新格局。为
保障农产品顺利出口，相关部门统筹协
调，大理海关针对高原水果出口特性，深
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实施“一园一策”
精准帮扶。依托大理州鲜活农产品出口

“一站式”服务中心，创新集中查验监管
模式，对查验车辆随到随检，实施预约
通关、优先检测等便利措施，极大提高

了通关效率，助力农产品抢“鲜”出口。
同时，宾川县积极争取外贸资金

补贴助力企业发展，并通过发放物流
补贴等方式，有效减轻企业成本压
力。一方面，强化项目建设，积极为多
家外贸企业申报 2024 年推进外贸稳进
提质政策——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项目（1—12月）250.15万元，有效减轻企
业成本压力，提升经营质量。另一方
面，依托宾川县农产品出口试点工作，
联合大理海关、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围
绕规范备案基地和规范农产品出口涉
税管理等方面强化监管服务。截至目
前，全县累计有备案企业 96户、备案面
积 43.64万亩（其中，水果 30.22万亩，蔬
菜 13.42 万亩）、包装厂备案 43 个。此
外，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开展外贸企业

“白名单”认定机制，联合税务、海关等
部门联审公示，鼓励合法合规外贸企业
发展壮大，引导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守
法、文明经营，积极营造良好的外贸市
场环境。截至目前，共发布“白名单”认
定通告4批次、14户外贸企业。

宾川县一季度外贸
出口总额达2.23亿元

□ 通讯员 董 超 杨印品
杨培育 沈 菲

谷雨时节，在漾濞县 107万亩连绵
的核桃林间，翠绿的枝头上已悄然萌出
新果。郁郁葱葱的核桃林下，经济作
物、中药材、野生菌与散养家禽相映成
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漾濞县依托核桃林下复合
系统，创新“林下种植、林禽养殖、文旅
共兴”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
产业发展协同、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融
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生态复合种养
激活林下“绿色银行”

漾濞县凭借核桃林资源优势，推广
“核桃树+经济作物+中药材+食用菌+
生态养殖”的立体种植养殖模式。在核
桃树下因地制宜种植小麦、玉米等经济
作物，重点培育黄精、重楼等中药材，利
用林下空间栽培红松茸、灵芝等食用
菌，同时发展生态散养乌骨鸡、黑山羊、

蜜蜂等，形成“上有坚果、中有作物、下
有畜禽”的生态循环系统。目前，全县
林下种植业面积达 16.85 万亩，林下经
济产值达10.26亿元。

“我们在核桃林里种植小麦、蚕豆
等，还养了十多头牛，家里的粮食、家禽
的糠都有了。收完作物后树上的核桃
果又成熟了，一块林地的效益翻了几
番！”苍山西镇光明村鸡茨坪村民小组
村民杨云深有感触地说。

深挖文化底蕴
打造特色文旅IP

以核桃林下复合系统为基底，漾濞
县深度挖掘农耕文化与民俗风情，推
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依托古核桃树群
与传统村落，把光明村打造成“核桃
林里的慢生活”文旅 IP，把阿尼么村塑
造成“艺术家第二居所”，开发出“林
间民宿”“帐篷露营”等特色住宿项
目。此外，通过举办“核桃节”“剥核桃
大赛”等活动，将核桃林下生态食材融
入地方特色餐饮，推出核桃炖土鸡、炒

核桃花、凉拌核桃仁等美食，不断拓展
文旅消费新场景。全县森林景观利用
实 现 年 接 待 81.42 万 人 次 ，总 收 入
5594.47万元。

“光明村的古树核桃比较多，生态
比较好，我们就利用这个优势发展农文
旅相结合的生态旅游，村里建起了 21
家农家乐，村集体经济得到有效提升，
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光明村村委
会副主任魏定奎高兴地说。

完善产业链条
构建融合发展格局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漾濞县积极
探索核桃的多元化利用，推动核桃产业
转型升级。通过引进先进加工技术，建
设核桃精深加工产业园，开发核桃油、

核桃蛋白粉、核桃工艺品等系列产品，
提升产品附加值；借助电商平台，打造

“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培育本土电商
直播团队，拓宽核桃产品销售渠道，推
动核桃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体验的
全链条价值提升。

“漾濞核桃是全国重点农业文化遗
产，全县拥有百年以上核桃古树 18 万
株、500 年以上的有 3000 多株，我们深
入挖掘其价值，推动核桃产业融合发
展，持续放大核桃林下经济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金山银山。”漾濞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杨权信心满满地说。

如今，漾濞县正全力打造林下复合
系统生态保护的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
注入“绿色引擎”，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
绿、成色更足。

漾濞县：核桃林下产业兴

□ 通讯员 李若珠

近日，走进剑川县弥沙乡联农带农
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只见村民们正忙着
搭架牵线，一排排编织好的豆架如同屏
风般为荷兰豆遮风挡雨……

近年来，弥沙乡着力破解传统产
业种植分散、市场对接能力弱、管理模
式落后等问题，探索推行“村集体+专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创新实施
联农带农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让集体家底“厚起来”、群众“腰包”
鼓起来。

破局：基础设施强根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弥沙乡联
农带农蔬菜种植示范基地，田间道路、

滴灌管网纵横交织。这片集中连片、水
利设施完善的种植基地，之前由于水源
较少，存在工程性缺水，农户主要靠抽
水泵从河沟抽水浇灌农作物，成本较
高、效益较低。2024年，在乡党委、政府
的努力下，灌溉沟渠和管道、机耕道路
等产业配套设施不断优化，集中连片、
节水高效、稳产高产让这片土地焕发出
新活力。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合
作社也流转 300亩土地发展产业，不仅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也让村级集体经济
每年增收 3万元以上，促进了乡村产业
振兴。

革新：土地流转拓新径

为提高土地效益，弥沙乡农民专业
合作社因地制宜提出“以专业合作社为

依托、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
现代化种植”的产业发展思路。流转后
的土地由合作社负责统筹，对没有精力
耕种的老人，可以只拿租金而不用参与
耕作；对劳动力富足但自家耕地有限的
农户，在有土地租金收入的同时，可通
过春种荷兰豆、夏种白芸豆的套种模式
使土地利用率提高 50%，有效激发农户
的内生动力。

2024 年，合作社向农户流转土地
300 亩，每亩支付租金 700 元，农户在
基地上种植荷兰豆和白芸豆每亩可收
入 1万元左右，亩产值较之前提高 6000
元左右。

赋能：产销一体增效益

聚力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销量，

合作社采取“生产订单+技术服务+销
售”的联农带农机制，为农户提供籽
种、农药、肥料，同时安排技术人员对
播种、搭架引蔓、集中施肥、病虫害防
治、采收等环节进行全程指导，为广大
群众提供技术有指导、收购有保底、销
售有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同时，合
作社还配套建设冷库、分拣车间等，形
成集种植、加工、包装、运输等为一体
的农产品产业链，让农户在一块土地
上收获土地流转、农产品销售和就近
务工带来的三份收入。

据统计，2024 年度基地荷兰豆和
白芸豆产值达 330 多万元。此外，合
作社还通过种植羊肚菌、朝天椒等产
业稳定提供临时或长期就业岗位 30
余个，2024 年累计发放劳务报酬 20 余
万元。

剑川县弥沙乡实施联农带农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集体家底“厚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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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平县博南镇胜泉村番茄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打包成熟的番茄。（摄于 4 月
15日）

据了解，胜泉村大棚基地本季首次种植番茄11亩，采摘期可从4月中旬持续到
7月初，预计可采摘番茄110吨，收入约35万元，在种植和采收期间带动用工600余人
次，使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通讯员 刘娅 摄］

奋勇争先 创优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