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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尹涵

近年来，云龙县委、县政府立足资
源禀赋，将白芸豆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创
新“种植端、科技端、联结端、品牌端”协
同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小豆子撬动大
产业”的特色路径。2024年，全县白芸
豆种植面积达 3万亩，年产量 5300吨、
产值超 9000 万元，约占全省总产量的
12%，带动 1.7万余户农户增收，户均增
收 1.15万元，“云龙白芸豆”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成为大理高原特色
农业的亮丽名片。

破局种植端
赋能特色农业发展

云龙县紧扣高寒山区海拔高、耕
地零散的特点，科学选定耐寒耐旱、
附加值高的白芸豆为主导产业，制定

《白芸豆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整合海
拔 2200 米以上的零散耕地，构建“政

府专班+科研院所+经营主体”协同机
制，创新“白芸豆+菜豌豆”“白芸豆+
中药材”等套种模式，多元化赋能白
芸豆产业发展。全县建成保种繁育、
高产示范等 5 类基地，推广绿色高产
技术 6000 余亩，亩产值突破 1.2 万元；
累计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223.5 万元，打
造 7 个“绿 色 高 产 栽 培 技 术 示 范 基
地”，推动全县白芸豆种植面积达 3 万
亩，年产量 5300吨。

深耕科技端
驱动产业“量质效”全面提升

云龙县联合省农科院、大理大学组
建“高海拔、高产量、高效益”技术攻关
组，研发推广起垄覆膜、株行距定植等
标准化技术，培育出“云白 3 号”新品
种；通过农资补贴、技术培训等，推动
云龙白芸豆平均亩产从 120 公斤跃升
至 250公斤，每公斤单价为 16至 20元；
培养 52 名乡土技术骨干，打造出一支

“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以科技赋能产

业，实现白芸豆产业发展从产量到品
质，再到效益的“三级跳”。

创新联结端
精准对接“大市场”

通过推行“党支部+科研院所+基
地+合作社+农户”联动模式，全县先后
培育 46 家合作社、2 家龙头企业，建立

“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经
营主体与农户深度联结；通过建立“双
绑”机制，依托订单农业、集散中心等，
新开发的“白芸豆免煮米”等产品成功
远销北上广市场，云龙白芸豆系列产品
通过全网电商平台（京东、天猫、抖音
等）销售额突破 5000万元，辐射周边县
形成跨区域代加工网络。

提升品牌端
抢占健康产业“新赛道”

以“云龙白芸豆”地理标志品牌为核
心，云龙县建成日加工40吨的高原农特
产品集散中心，年产值达 2000万元；引
入龙头企业云南天保桦生物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推进精深加工及保健食品生产
线建设，投产后可年处理原料100吨，生
产控糖减脂胶囊1200万粒，预计实现年
销售收入1320万元；围绕“α -白芸豆淀
粉酶抑制蛋白”技术，加快开发功能性
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白芸豆
全产业链效益；布局“大健康 IP”战略，
推动云龙白芸豆产业向科技化、高端化
迈进，抢占健康产业的消费市场。

“四端”协同发力

云龙县推动白芸豆全产业链发展

□ 记者 蔡亮

4月开始，大理市洱海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恢复项目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大理
市洱海月湿地公园附近水域种植海菜
花，按计划该区域将种植海菜花近 5万
平方米，种植工作将持续至 5 月中下
旬。“海菜花能吸附洱海水中的杂质。
从种植开始，它就能发挥出净化水质的
作用，9 月份开花后，也能一直净化水
质。”现场工作负责人杨丽科介绍，海菜
花能有效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增强湿地
内水体交换能力，为湿地生态修复持续
发挥作用。

洱海月湿地总面积近1000亩，涵盖
生态涵养区、生态体验区及缓冲带。近
年来，通过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和科学管
理，洱海月湿地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亲

近自然的重要窗口，也是紫水鸡、池鹭
等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每天都有市民和
游客在这嬉戏玩耍，亲近大自然。大理市
市民魏兰庆告诉记者：“我每天都带孩
子到这里玩耍，让孩子在这里亲近大自
然、接触大自然，非常快乐。”

近年来，大理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以洱海保护治理统领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不断加大湿地保护管理力
度，通过健全湿地保护网络、创新湿地
修复模式等措施，推进湿地保护高质量
发展，推动洱海湿地生态和水环境持续
向好、生物多样性逐步增加，绘就了一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

通过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等，大理市不断夯实湿地保护的法律基
础，并通过生态保护修复，进一步提高

湿地保护质量，有力促进湿地保护工
作，推进湿地与城市和谐发展。近年
来，大理市建立起以洱海国家重要湿
地、罗时江省级重要湿地和大理市人民
政府颁布认定的 9 个一般湿地为主体
的湿地分级保护管理体系，通过实施水
污染防治、退耕还湖、退塘还湖、退耕还
林、湿地恢复、水源地保护等一系列项
目，全市湿地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湿地对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以洱海为核
心，全市河流、湖泊、草甸、沼泽、坑塘等
构成的湿地总面积达26782.15公顷，湿
地率达15.40%，形成了“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水源保护地区”为
一体的湿地保护体系。每年到洱海越冬
的鸟类种群数量超过 5万只，且数量呈
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
办公室正式公布的第三批国际湿地城市
名单中，大理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也是云南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大理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孙家荣介绍
说：“大理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是对大理市在湿地保护方面，特别是以
洱海保护统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充分肯定。更是大理市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推动湿地保护与城市发
展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大理
市将以此为契机，着力做好‘国际湿地城
市’认证后续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大湿地
保护力度，加大对湿地保护的宣传力度，
加强湿地保护和城市建设和谐发展，发
动更多群众充分参与到湿地保护过程
中，充分参与到湿地城市的建设中，共享
湿地城市带来的生态福祉。”

大理市——

生态屏障“湿”意盎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讯（记者 吴开睿） 5月14日上

午，州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
举行工作洽谈，双方围绕金融助力地方
发展、重点项目储备等内容，就深化政
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中国
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中仑出席洽谈会并讲话。

陈真永表示，大理州与中国建设银行
云南省分行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
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中国建设银行云南
省分行积极支持大理州重点项目建设、
服务实体经济，助推大理州产业、民生及
实体经济发展。希望中国建设银行云南
省分行在交通、新能源及产业项目等方

面继续深化与大理州的合作，大理州将立
足工作实际，主动对接梳理融资项目，以
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双方合作创造更好平
台，携手推动政银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杨中仑表示，大理州委、州政府高
度重视金融工作，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生
态环境。当前，大理州的发展态势良
好，银政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将一如既往
地关注和支持大理州发展，全力做好金
融服务工作，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助推大理州高质量发展。

州政府秘书长周武军、中国建设银
行云南省分行党委委员王志斌，州级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洽谈。

州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
举行工作洽谈

巍山县青华乡箐民村茶农在吉立茶园采摘高山生态茶。（5月10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当前，巍山县1.42万亩高山生态茶叶进入采摘季，翠绿的茶叶、忙碌的茶农与群山绿树构成一

幅夏日高山茶园的动人画卷。
［通讯员 张树禄 杨继稳 杜波霞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今年以
来，永平县招商引资工作热度不减、脚
步不止，坚持在实干、实绩、实效上拼
作风、抢机遇、抓项目，促进签约项目
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
达效，全县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明显。
1 至 4 月，全县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引进州外产业招商到位资金 1.0466
亿元。

坚持“一把手”带头，高位推动招商
工作。在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中，永平
县结合“缺什么招什么、什么弱补什么”
的原则，坚持“一把手”带头外出招商，
高位推动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同时立
足自身产业基础，抢抓产业发展风口，
强化链式思维，积极招、大力引、全力
抢、奋力争。1至4月，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赴各地开展招商活动 4次，促成核
桃乳项目、C9饮料厂项目等一批重大优
质项目来永平县洽谈投资。

完善招商工作机制，推动招引项目
加快落地。明确重点领域开展产业招
商攻坚行动，要求每个招商专班年内至
少落地1家企业，确保完成5个以上新签
约项目的工作目标；依托全县 7个重点
产业招商专班，围绕七大产业链条，充

分梳理、挖掘全县现有优势产业，进一
步摸清产业上下游情况，绘制产业招商
图谱，做好要素保障，全力招引一批
带动性、示范性强的好项目、大项目在
永平落地。

强化招引企业服务，推进重点项目
开工。落实责任单位重点跟进，协调资
金、土地、环境容量等要素保障，重点推
进核桃乳、高岭土等一批重大在谈项目
尽快签约落地转化；对未开工的项目逐
一分析原因，按照产业链落实责任单
位、项目载体单位逐一跟进项目进展的
原则，解决好土地、用房、审批等制约项
目落地的问题，重点推进高品质酒店建
设、小浆果现代设施农业种植、秸秆利
用加工等项目开工落地。

狠抓进度促转化，推动项目建设
提速。今年以来，全县坚持重大项目
协调推进机制，定期召开项目推进协
调会议，解决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反映
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从项目
对接、签约、开工、投产到后期跟踪服
务的“招、落、服”一体化工作机制，对
招商引资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服务，
切实提高签约项目的履约率、开工率、
入库率。

永平县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明显

□ 通讯员 杨国华

近年来，南涧县乐秋乡围绕“两点
一环”农文旅融合、“粮畜经”并举的发
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深化拓展以文
破圈、以文兴乡、以文赋能的农文旅融
合，着力打好文化资源牌，实现以文促
旅、以旅富民。

以文破圈 深化融合发展

坚持以农促旅、以旅彰文，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兴农，乐秋乡不断推动旅
游与乡村自然资源、文化价值、生态环
境、传统村落的深度融合，探索出“农
业+文化+旅游”特色发展道路，实现了
旅游业从无到有。建成的切格（无量山）
野奢营地成为引领“美食美景亲子休闲
游”的新爆点；米家禄村被打造成乡村
振兴精品示范村、法治示范村；推进麻
栗上箐农文旅融合科普示范园建设，进
一步盘活闲置资源，发展培育以科普研
学、精品民宿、风味美食、茶叶果蔬采摘
为主的分享经济、体验经济。

以文兴乡 引领群众参与

厚植文化底蕴，乐秋乡注重农耕文
明、田园风光、村落建筑、乡村生活等乡
土元素的应用，引入庆秋庄、麻栗千喜、

福农、丰恒业等公司，打造了一批田园综
合体、民宿、旅居地，进一步带动周边村
民就业，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业需求。同时，坚持“龙头企业+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模式，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将村民、集体、企业、合作社等不同主体
链接起来，成功助推农特产品变旅游商
品，促进文创产品、餐饮业、经济作物等
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以文赋能 打造乡村IP

立足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
乐秋乡结合苗、彝等本土少数民族文化
特色，保护传承苗族射弩、苗族刺绣技
艺，组建苗族打歌队、红兴跳菜队，进一
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利用“旅
游+”“生态+”模式，加快推进农文旅融
合开发项目，2024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8447万元，建设了“两点一环”农文
游示范带。强化乡村旅游宣传推介，以

“梅花节”引流，邀请州、县 30余位艺术
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邀请知名网
络红人打卡宣传，以“梅”寻美，用“艺”
创作，以文助推“美丽经济”，不断扩大
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南涧县乐秋乡——

文化“出彩”旅游“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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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多面出彩”

宾川县拉乌乡：33.6万亩林海深处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