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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施贵兴

今年一季度，全州经济实现了平稳
开局，且积极因素、有利条件不断蓄积。

成绩体现在数据里，也体现在数
据外。

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全州经济工
作呈现出向“新”、向“绿”、向“高”的特点。

向“新”而行

1 月 9 日，龙之吟（大理）智算产业
园项目一期工程在云南弥渡产业园区
开工。龙之吟（大理）智算产业园是
大理州首个纯商业化智算产业园，项目
计 划 总 投 资 50 亿 元 ，建 成 后 具 备
20000P算力和500PB存储能力，能为AI
智能产业、智能驾驶、影视渲染、游戏开
发、大模型等提供服务。

今年 3月，洱源县海菜花产业协会
成立。其背景是，洱源海菜花种植面积
达3000亩、年产量5400吨，2025年综合
产值有望超过6000万元。

今 年 一 季 度 ，全 州 鲜 切 花 产 量
2090.7万枝，增长107.1%。

……
一个个新产业于今年春季在白州

大地上活跃，这是我州努力拓展经济发
展新领域的新进展。

自 2021年以来，我州向“新”而行，
努力拓展经济发展新领域，重点形成了
新能源电池、硅光伏、绿色铝“新三样”，
并逐步发力显效，增势强劲。今年一季
度，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绿色铝产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116.6%、92.3%、20.0%，合
计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6.6个百分点；单

晶硅产量增长286.2%、光伏电池产量增
长 76.9%、电解铝产量增长 28.3%；累计
产值72.2亿元，增长45.3%。

不仅如此，我州还紧盯未来和前
沿，与时代和科技同频共振，超前布局
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特
三样”，推进低空经济、数字产业等加
速起势。

龙之吟（大理）智算产业园项目落
地、海菜花产业初具雏形、鲜切花产业
异军突起……这些都是我州向“新”而
行结出的硕果。

新领域、新赛道就是新引擎、新动
能。只有引擎强劲、动能充足，经济才
能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向“绿”而变

一个多月前，走进漾濞县大理大钢
钢铁有限公司，曾经锈迹斑斑的旧电炉
已被智能中控室和绿色生产线取代，公
司上下都在为年产 45万吨合金钢产能
置换技改项目投产做着最后的冲刺和
准备。

该公司以“产能置换+绿色技改”为
引擎，淘汰了 2台 40吨落后电炉、新建
了1座70吨电弧炉及配套绿色工艺，构
建起“废钢回收—清洁冶炼—资源循
环”绿色闭环，污染物排放实现全面达
标。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内可生产 10
万至 15万吨合金钢，工业产值约 3.5亿
至5亿元，带动批发业营业额约3亿元；
达产满产后，年营收可达 20亿元以上、
缴纳各项税金约1亿元。

经过绿色转型，一个停产 4年多的
钢铁公司将重获新生。

……
多年来，我州在坚持生态环境和生

活方式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发
展向“绿”而变，积极发展“含绿量”极高
的“新三样”和“特三样”。特别是在能
源产业发展方面，依托丰富的“水风光”
资源，大力实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
可再生能源项目，积极推进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

今年初，永平县贵口村、羊街村、居
居麻、安吉村、栗树坪、阿未席 6个集中
式太阳能光伏电站相继全面建成投产，
总装机容量为 34.7 万千瓦。3 月 1 日，
省发改委和省能源局印发《云南省2025
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
大理州纳入全省 2025年第一批新能源
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实施的项目共 23
个，居全省第二；总装机容量达 154.715
万千瓦，居全省第三。当前，绿色能源
产业已成为全州工业经济第一支柱。

向“绿”而变，蹄疾步稳。绿色成了
一季度全州经济发展的一抹亮色。

向“绿”而变，事关长远。绿色必将
是全州经济长期发展的鲜明底色。

向“高”而攀

今年春节假期，全州文旅市场迎来
“开门红”，共接待旅游者 696.3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7.33%；旅游总花费 83.89
亿元，同比增长19.82%。

文旅产业数据屡创新高，是今年一
季度我州经济发展向更高目标迈进的
生动体现。

今年一季度，我州文旅产业继续破
老旧模式，立新业态新场景，进一步深

化旅游模式从“跟团游”到“自在游”的
转型蜕变；继续破观光旅游，立新生活
新内涵，进一步深化文旅名片从“好风
景”到“慢生活”的内涵蜕变；继续破市
场乱象，立新理念新服务，进一步深化
文旅口碑从“抓整治”到“服务优”的革新
蜕变；继续破传统宣推，立新 IP新营销，
进一步深化文旅市场从“一时红”到“长
久红”的蝶变升级；继续破产业困局，立
新品类新赛道，进一步深化产业规模从

“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升级。
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同时，今年一季

度，我州积极引育新质生产力，努力提
高科技含量，向更高标准迈进。

今年以来，弥渡县积极引进蔬菜大
棚自动喷药降温系统，推动当地蔬菜产
业向高效、绿色、智能化方向发展。自动
喷药降温系统后，弥城镇新城社区长茂
邑村已种植大棚蔬菜9年的尤俊恩赞不
绝口：“过去，占地50亩的6个大棚，需要
两名工人花费5天时间才能完成一次打
药。现在，两个半小时即可完成。使用
这套系统，每月能节省用工成本3000多
元，一年下来能节约3万多元。”

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漾濞县平坡
镇平坡村栗子园蓝莓种植基地，通过数
字化技术，大幅提升了蓝莓种植水平。
基地负责人罗元宣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基地从水肥系统到滴灌系统都能
用手机一键操控，方便又高效。”

向“高”而攀，攀的是高目标、高标
准、高水平，进而提升经济的活力、创新
力和竞争力，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这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也是大理州破困突围、打赢经
济发展翻身仗的内在要求。

一季度全州经济工作观察——

向“新”向“绿”向“高”

漾濞县漾江镇脉地村椿树坝
小组村民正忙着蓄水、耙田、施
肥、栽秧。（摄于5月9日）

今年，漾江镇预计种植水稻
2800 亩、玉米 24200 亩、马铃薯
1200亩、大豆1000亩、杂粮200亩。
［通讯员 李灿美 施文杰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阿世刚 左希义 杨会存

晨雾初散，水面上，摩托艇列队待
发；露营地，游客在帐篷外细品鸟语花
香……走进位于巍山县大仓镇幸福村
委会的苍鹭谷景区，一幅在山水间探索
户外运动乐趣的生动画卷徐徐展现在
眼前。

户外运动唤醒沉睡资源

苍鹭谷周边群山环绕、植被茂盛、
气候宜人，山、林、湖、草、田等多样地形
地貌一应俱全，优质水域为水上运动提
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巍山县发展户外
运动产业的绝佳之地。

近年来，在村级党组织的带领下，
幸福村委会注册成立了巍山县幸福文
旅开发专业合作社，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运营主体+农户”的管理运营模式，
积极争取各类资金 1414.5万元，不仅完
成了苍鹭谷河道治理、整体风貌提升，
还打造了水上运动中心、森林教室等特
色场景。

站在苍鹭谷耕读堂前的观景平台
上，幸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自章指着正在提升改建的游道说：

“这条 3.5公里的景观道原是坑洼土路，
如今已成为骑行爱好者的网红打卡点。”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今，
苍鹭谷已具备户外运动、非遗体验、乡
村旅游等复合功能，正逐步成为融合户
外运动、生态旅居、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旅居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还被评为“综合田园农耕基地”

“云南十佳户外营地”等。

多元业态吸引游客纷至

“苍鹭谷的定位是一个休闲户外
运动旅居之地，我们现在开设了摩托
艇、冲浪板、皮划艇等各种水上运动项
目，未来会增设徒步、越野等项目。居
住方面，今年将新增两个精品酒店，同
时通过盘活村民闲置院落，打造 3 家
户外运动主题旅居小院。依托良好水
域的资源优势，还将建设水上船坞酒
店、房车营地等特色旅居产品。”巍山
自在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罗谆说。

苍鹭谷的水边露营地，来自黑龙江
的游客韩建军对这里的宁静安谧赞不
绝口。他说：“这里环境安静，空气清
新，晚上可以观赏星星，早上起来拍摄
日出，还有几十种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

喳地欢唱，非常美好。”
“户外+”发展模式让前来苍鹭谷的

游客充分体验到徒步、骑行、水上运动
等户外活动的乐趣，巍山小吃节、巍山
火把节等各类节庆更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

“2024年，苍鹭谷共接待游客7万余
人，实现消费 300万元左右。”罗谆自豪
地说。

共投共建实现多方共赢

将苍鹭谷打造为户外运动新场景
的过程中，“政企共投共建”模式发挥了
重要作用。政府投入聚焦于道路提升、
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企业投入则主要用于室内软硬装
修、硬件购置以及运营管理等。

“政府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我们企业则专注于运营管理
和提升服务，通过专业人员培训、市场
营销推广等措施，确保景区能够高效、
有序地运营。”罗谆说。

同时，幸福村委会充分发挥村级党
组织的引导作用，动员村民通过多种方
式入股巍山县幸福文旅开发专业合作
社。运营主体每年按照协议支付合作
社收益，合作社按照协议提取集体收
益、发放农户分红，最终实现村集体增
收、运营主体盈利、村民致富三方互利
共赢。

联农带农促进村民增收

村民将闲置院落和土地入股合作
社，出租给企业用于旅居小院等项目打
造，采用“保底+分红”的分配模式提高
了收入。随着旅居客流量的不断攀升，
村民还为游客们提供餐饮等服务，不断
实现自主创业增收。

幸福村委会三合村村民小组长
王相国本人和父母都在苍鹭谷从事安
保和卫生保洁工作，加上家中土地和闲
置房屋的入股，每年固定收入达十多万
元。他说：“过去我们村的路都是土路，
现在改建成了柏油路，路灯、污水处理
系统也很完善，剩余劳动力都在苍鹭谷
找到了就业机会。”

“苍鹭谷模式用山水生态吸引游
客，靠户外运动留住游客，通过机制创
新让村民成为产业链的参与者而非旁
观者。”大仓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向梦露
说，“2024年，苍鹭谷项目的建设带动了
周边30余名群众参与务工，每人年平均
增收5000元左右。”

巍山县——

“户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 通讯员 杨建梅

眼下正是蓝莓采摘的旺季，云龙县
的“蓝莓采摘工”正在全省各蓝莓基地
里忙碌着，他们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成熟
的蓝莓，分拣、包装、装车……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喜悦。

近年来，云龙县全面落实省、州关
于就地就近就业的安排部署，着力在开
拓“短、平、快”务工增收渠道上下功夫，
持续推动季节性劳务输转，让群众实现

“挣钱、顾家两不误”。
2025年，在云龙县人社局、县零工

市场、县人力资源公司的组织下，全县

已有 1000 多名采摘工奔赴保山、丽江、
德宏、西双版纳等蓝莓基地务工。近 4
个月，人均务工收入达2.4万余元，切实
改善了广大群众家庭经济状况，助力
群众增收致富。

功果桥镇核桃坪村的赵丽芬是
云龙县“蓝莓采摘工”队伍中的一员，目
前在保山的蓝莓基地务工，每天的工资
收入约 260 元，月收入 7000 多元，预计
整个采摘期结束后，她能收入 5 万多
元。赵丽芬说：“摘蓝莓都是手上活，比
较轻松，多劳多得，而且半个月就发一
次工资，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不能出远门
打工的人群，家里临时有事或农忙时候

能够及时回家。”
“我今年 58岁，在西双版纳蓝莓基

地采摘蓝莓已经4年了。每年从2月初
工作到 6 月中下旬，5 个月能挣 3 万多
元。这个年龄，能有这么高的收入，比
在家务农好多了。每个月县人力资源
公司还会为当月过生日的人员组织集
体生日会，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工作
等情况。在这里，大家相处很融洽，非
常开心。”漕涧镇漕涧村的李荣华高兴
地说。

据统计，2024年至今，云龙县先后
向省内外输送“蓝莓采摘工”20 余批
（次），达1.2万人（次），实现务工群众创

收 3000余万元。采摘蓝莓不仅为群众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让他们在劳动中
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云龙县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发挥零工市场、人力资源公司
等就业服务平台的“供需桥梁”作用，
全力打造“云龙采摘工”劳务品牌，通
过一头对接企业，动态掌握企业用工
需求，一头对接乡镇，及时掌握群众务
工信息，进一步精准匹配供需关系，开
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转服务，形
成“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务工模式，
为云龙县广大群众持续增收注入强劲
动力。

云龙县擦亮特色劳务品牌
“蓝莓采摘工”创收3000余万元

立夏刚过，弥渡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采收水果青瓜。（摄于5月8日）
2024年以来，弥渡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弥渡县新街镇建造288亩

大棚，建成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有机蔬菜年产
量达4600吨、年产值达5000万元。 ［通讯员 杨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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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杂交玉米制种产业产值上亿元

诺邓古村：梦里的诗意栖居地

传艺同“染”致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