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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白如月 文／图

弥渡县密祉镇是世界名曲《小河淌
水》创作发源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弥渡民歌和花灯文化的摇篮，是

“中国花灯艺术之乡”。
为推动乡村旅游由量到质蝶变，让

乡村旅游成为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密祉
镇推动生态环境整治，引导辖区群众树

牢生态环保意识，织密织牢生态“保护
网”，助力密祉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多维整治扮靓生态底色
密祉镇建立党员定区定岗、包户连

片等工作机制，村干部、无职党员在主
动搞好自家周边卫生的同时，积极组织
村民利用节庆活动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对亚溪河等河

道进行整治。
“说实话，当时心里多多少少有些

怨言，毕竟涉及个人利益，但是，我是
党员就要冲在前面，只有把生态保护
好了，后人才有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
我很支持密祉水美乡村项目的实施。”
回想起当年开展亚溪河整治的心情，
党员李正申说。

自实施水美乡村项目以来，密祉镇
广泛召开院坝会，对辖区居民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通过党员的先行示范，干
部的以身作则，逐渐形成了党员干部带
头干、普通群众跟着干的全民动员、全员
参与支持项目实施的浓厚氛围。

2024年，密祉镇水美乡村项目全面
完工。通过以流域为整体，分段施策，
以水源涵养能力为重点，切实将亚溪河
打造成了“河畅、水清、景美、岸绿、宜
居、兴民”的幸福河，打造出了农文旅融
合的水美乡村样板。

志愿服务激活生态动能
密祉镇积极探索“党建+志愿服务”

新模式，围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精神
文明等重点任务，建立了“党建+卫生服

务”“党建+文化服务”“党建+文明服
务”等志愿服务体系，广大党员成为志
愿服务的主力军，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

每周五，党员干部带头常态化开展
人居环境提升志愿服务活动；春暖花
开，党员群众联合开展植树绿化环境志
愿服务……

同时，不断优化为民服务工作机
制，立足群众实际需要，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政策咨询、
认证服务等便民事项 200 余件，让群众
少跑腿，多办事，缩短了便民服务空间
距离，拉近了同人民群众的距离，让便
民服务真正便民。建设了文化休闲广
场，配置了健身器材，极大丰富了村民
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休闲、度假，2024年接待游客量
突破3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650万元。

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森林成为了旅
游的亮点，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等旅
游服务业的兴起，目前，全镇共有农家乐
10余家、民宿 5家，增加当地居民收入，
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弥渡县密祉镇：以“生态绿”打造水美乡村样板

密祉小河淌水意境。（摄于2025年2月20日）

初夏时节，巍山县城文献街上
段的蓝花楹进入盛花期。（摄于5月
15日）

近年来，巍山县积极整合美丽
县城建设、省级特色小镇创建等项
目，不断加大园林绿化建设力度，实
施了一系列公共绿地、特色公园、精
品园林项目，改善了城镇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讯员 顾正林 摄］

祥云县城玉波湿地公园一景。（5
月11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近年来，祥云县立足自身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城镇旅居经济，通过对
洱海卫城、清华洞、云南驿茶马古道
等旅游景点提质升级，在城市更新改
造中增加公园景点，提升旅居接待能
力，促进旅居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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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根 梅红玉 段莎莎 赵燕飞 罗银素

炎热的午后，漾濞县太平乡箐口村箐口村民小
组组长李文君正在蚕房里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蚕
茧。“公司从种桑树开始就提供一条龙服务，特别是
有技术员在养殖管理技术方面持续提供指导。”
李文君介绍说，他从 2023 年底开始种桑养蚕，由企
业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包括桑树种植、养蚕管理等，
养蚕周期短、见效快，从蚕苗投放到出售仅需 20 余
天，一年可养殖五批次。去年他家共养殖三批蚕，
收入约 1 万元。今年若行情稳定，预计收入可达 3
万余元。目前，箐口村民小组已有 5 户农户参与养
殖，规模还将逐步扩大。

近年来，太平乡积极探索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路

径，通过推广种桑养蚕，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在太平乡平地村周家湾村民小组，村民种桑养
蚕已有 4 年时间了，从最初的两三户扩展到如今的
50多户，还辐射到周边的村民小组。“养蚕周期短利
润可观，养殖两批蚕的收入可达 1.2 万元至 1.5 万
元，年增收可达六至七万元。”周家湾村民小组组长
茶新场介绍，公司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并回收蚕茧，
解决了农户销售难题，收入比外出打工还划算，所
以越来越多农户愿意种桑养蚕。

太平乡种桑养蚕产业依托“企业+农户”模式，
形成稳定的产销链条，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增收渠道，走出一条特色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 通讯员 李永康 段学兵

初夏时节，澜沧江畔的云龙县功果桥镇核
桃坪村，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
着沁人心脾的果香，油桃成熟了，果农穿梭林
间忙着采收。

“全村油桃种植户达40余户，总面积360余
亩，年产值超 120万元。”三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种植大户龙琪介绍说，该村的油桃品质优良，
味美多汁，深受青睐。合作社通过基地辐射带
动农户扩大规模，桃子产业初具规模。目前，合
作社在小浪江基地试种新品种“国庆桃”20亩。

2003年，核桃坪村大房子村民龙琪率先尝
试种植油桃，经过几年发展，种植面积扩大至

60余亩。通过修枝塑型、施用有机肥等精细化
管护措施，桃园年产量达 6 万多斤，年收入突
破20万元，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油桃大王”。

核桃坪村党总支抓住这个成功案例，组织
党员干部带头抓产业，引导村民种植油桃、
胭脂桃等优质品种。2015年6月，大房子村民
小组成立云龙县三龙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

“大基地带小农户”模式，村民们抱团发展桃子
产业，合作社示范种植 200多亩，目前，已挂果
的有2000多棵。

基地工人李宗梅边摘油桃边说：“核桃坪
村的黄心油桃颜色鲜红、表面光滑、果肉绵软，
吃起来甜蜜蜜的，主要销往昆明、瑞丽等周边
城市。”

核桃坪村的油桃丰收与畅销，不仅是产业
转型的成功典范，更是功果桥镇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功果桥镇综合保障和技术
服务中心主任字品文表示：“近年来，我们坚持

‘党建+产业’，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在核桃坪
村大房子片区修建道路、完善灌溉系统、开展
技术培训和指导，促进了桃子种植的提质增
效。下一步，将持续在种植技术、销售渠道等
方面强化服务，不断壮大乡村振兴富民产业。”

漫山遍野的红果果压弯了枝头，满载油桃
的货车将这份甜蜜送往千家万户。核桃坪村
的油桃产业诠释了一村一品实现乡村振兴的
实践，描绘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
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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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龙县功果桥镇——

枝头桃红映沧江 产业转型富农家
漾濞县太平乡——

种桑养蚕促增收 特色农业助振兴

“我们秉持一个原则，就是要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大理大学艺术
学院副院长孙聪表示，为了互惠互利、携
手并进，学院积极倡导将艺术创作与村
落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同为
大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的田威曾告诉媒
体记者：“我们学院开设了城乡公共艺术
专业。我在教学中提出，我们在大理，就
要立足于大理，并以中和村为代表，打造
一个样板出来。”

随着“中和国际艺术村”打造工作
的持续深入，中和村形成了“大学师生+
艺术家+荣誉村民+艺术创业与从业”的

艺术人才驻留群体，并常态化举办“遇
上大理国际艺术展”“西南丝绸之路艺
术集市”“大理钢琴艺术节”“二十四节气
火塘诗歌会”等大型品牌化艺术活动。

如今，中和村引入知名艺术家 100
余人，引入客栈 35家、餐饮企业 5家、旅
拍企业 5家、培训学校 1家、文化发展公
司 1 家，吸引了超过 1000名“新大理人”
长期旅居，成为了集美术馆、国际艺术
家园区、国际采风写生基地、艺术游学
研学基地、创意产业孵化基地为一体的
文旅综合体。2024年，原住村民经济收
入超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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