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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谢坚 曹钰 郭丽娟

6 月，永平县厂街乡杨柳树绿野枇
杷基地里一片繁忙，装载着药箱的植保
无人机在操作员熟练遥控下腾空而起，
按照预设航线在枇杷地上空平稳飞行，
均匀喷洒出细密的药雾，为枇杷树开展
病虫害防治作业。整个作业过程高效有
序，引来不少村民驻足围观。

“我家种了 68 亩枇杷树，以前给果
树打药，全靠人工背着喷雾器一点点喷
洒，不仅效率低，人还特别累。现在有了
植保无人机，半天的时间就能完成几十
亩地的打药任务。算下来，用药成本节
省了 1500元左右，省时、省力、省钱，效
果还特别好。”杨柳树绿野枇杷基地负责
人王正明高兴地说。

据了解，此次参与病虫害防治的植
保无人机由永平县古道片区综合服务型
烟农专业合作社提供，具备高效、精准、
环保等诸多优势。与传统的人工喷洒农
药方式相比，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大幅
提升，一架植保无人机一天可作业数百
亩农田，是人工效率的数十倍，不仅大大
节省了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时间，还能确

保在病虫害高发期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同时，植保无人机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
和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实现精准施药，避
免了农药的浪费和过度使用，有效降低
了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

植保无人机技术员段智兵介绍：“植
保无人机的应用，是永平县提升农业病
虫害防控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精准施
药，为农作物增产、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
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植保无
人机等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
让更多农户受益。”

杨柳树村村民张智华对植保无人机
飞防效果赞不绝口：“看起来，无人机飞
防又省工又省力，我们家种着十多亩枇
杷树，下一步我也想请他们来帮我打农
药，人工打药太费力了。”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植保无
人机等智能化农业装备在永平县的农业
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
永平县古道片区综合服务型烟农专业合
作社计划在全县开展以烟叶为主的农作
物飞防 3000 余亩，作业完成后，相关部
门将对防治效果进行跟踪监测，确保病
虫害得到有效防控。

永平县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

“飞防”织就丰收防护网

□ 通讯员 沈洪斌

“对于我们中年妇女来说，包装葡萄
是手上活计，不忙也不累，轻轻松松就能
每天收入近 200 元，还是很值得高兴
的。”5月，宾川的夏黑、火焰无核、尼娜
皇后等葡萄陆续上市，金牛镇菜甸村村
民范泽娟利用农闲时间到宏源合作社装
果，增加了家里的收入。

2009年，菜甸村几户农户联合成立
了宾川县宏源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
社。16年来，合作社从15户农户发展成
为 1444 户，并有了 79 个“社员之家”、2
个农业企业、15个“合作农场”。在党支
部引领下，由党员带头，社员和村集体以

“土地+资金”的方式入股“合作农场”，
以“去埂连片”、规模化经营的方式种植
了葡萄4500亩，合作社的“楼铁源”葡萄
每公斤市场溢价16元，远销国内一线城
市。2024年，合作社经营收入 2.7亿元、
净收益 1.3 亿元，位列全国农民合作社
500强第8位。

随着宾川县葡萄产业的转型升级，
合作社社员、固定员工、农场种植户、临
时用工人员的收益也有了保障。“合作农
场”实行场长负责制，优先吸纳入股农户
从事田间管理，收入由固定工资和葡萄
销售收入提成两部分组成，未参与管理

的农户也能就地就近务工。2024年，种
植户实现“底薪+提成”收入 1314万元，
户均收入 18.5万元；“合作农场”场长人
均管理收入达 18.4 万元。“我来宏源合
作社已经 9年了，每年的纯收入都超过
了 8 万元，收入比在家种庄稼、养牲畜
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合作农场”的种
植户罗浩成说。

葡萄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种植户
增收，也给产业链上的务工群众增加了
收益。在葡萄采收高峰期，宏源合作社
每天用工需求达到600多人次，2024年，
合作社给84名固定员工发放工资386万
元，人均工资达4.6万元；近5年，合作社
共聘用临时工 22.1万人次，发放临时工
工资3978万元。

近年来，宏源合作社坚守“合伙种
地，共同富裕”初衷，在留足来年成本、核
定当年利润后，收益全部按股份分红返
利。2024 年，社员农资返利达 1990 万
元，户均达 1.4万元，亩均节约成本 5000
元；15个“合作农场”分红 2266万元，其
中，8个村集体分红232.8万元，251户入
股社员户均分红8.1万元。

宾川县金牛镇——

合作社拓宽“就业路”
葡萄园结出“致富果”

漾濞县苍山西镇白羊村，田间地头插秧忙。（摄于5月21日）
苍山西镇组织党员服务先锋队、农技指导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强化保障服务

和技术指导，确保大春生产满栽满种。2025年，该镇计划种植水稻7700亩，占全县的
44.25%。 ［通讯员 熊贵才 赵徐立 摄影报道］

□ 记者 赵雪梅

在剑川县沙溪古镇的莲生甲马版
画工作室里，白族甲马版画被赋予了
更丰富的色彩，简单拓印变成了填色
体验；“花舍里”客栈从老式客栈，变身
为容纳 4 万余册书籍的“图书馆式”民
宿……

近年来，剑川县秉持“烟火不息，乡
愁不散”的核心理念，深度挖掘剑川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人文底蕴，
充分盘活“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宜人气
候、人文荟萃”的资源优势，系统实施

“文旅+”战略，促进文旅产业乘势腾
飞。今年 1至 4月，剑川县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163.82万人次、同比增长10.89%，
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 21.55 亿元，文旅
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文旅融合 成就“品牌剑川”

千狮山（满贤林）景区和木雕艺术
小镇成功创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沙溪古镇被命名为 2024 年全国“最美
小镇”；石龙村入选云南省金牌旅游
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剑川
县资源禀赋独特、文旅优势明显，全县
共有 71 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3 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40 个中国传统村落，
以云南文明之源、南诏石窟胜地、中国
木雕之乡、白族文化宝库、滇西革命摇
篮、生态旅游乐土“六张名片”著称。

近年来，剑川县加快推进“旅游革
命”，主动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
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发
力，品牌创建硕果累累，业态培育成效
明显。

据了解，剑川县注重规划引领，颁
布实施《剑川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剑川县古城保护规划》等，获得云南省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旅游革命先进
县的荣誉。以木雕艺术小镇建设为载
体，剑川县举办了“大理·剑川木雕艺术
博览会暨剑川木雕文化节”，开展“云南
名匠（滇西片区）”和“剑川名匠”评选活
动。先后成功引进兰林阁、万城集团、
先锋书局、喜林苑等一批知名旅游企业
和实体项目，有效整合全县文化旅游资
源。依托剑川“木、土、石、布”等非遗项
目，组织实施“一村一品”建设，培育壮
大特色文化产业，辐射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成功将“指尖绝技”转化为“指尖经
济”，构建起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和乡村

振兴的多赢格局。

文博辉映 触摸“历史剑川”

漫步剑川古城，感受明清建筑的历
史韵味；在石钟山石窟，邂逅唐风遗韵
的精美石刻；在海门口遗址，探秘滇西
青铜文明的辉煌发展……文物作为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文旅融合注入不
竭的发展动能。近年来，剑川县积极推
动文旅产品创新，丰富文旅资源供给，
扎实推进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
工作，不断擦亮文旅融合“金字招牌”，
让历史可触、文化可感。

“我们始终坚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作为重中之重，实施古建筑活化利用
工程，推出赵藩陈列馆等一批优秀的历
史文化保护精品项目，让剑川留得住记
忆，记得住乡愁。”剑川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王德昌介绍。

据了解，为推动全县文物保护工作
顺利开展，剑川县明确了全县25个古旧
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在文博项目
中投入资金7200多万元，完成历史文化
博物馆建设、民族博物馆和张伯简纪念
馆陈列布展等，文物保护基础不断加

强。此外，剑川县还在沙溪兴教寺设置
匠心手作馆，集中陈列展示剑川非遗手
工艺品；完成了沙溪欧阳大院、杨家大
院修缮工作，并同步推进文物活化利
用；完成李瑞棻宅院的修复及陈列布展
工作，并将其打造成剑川木雕展示和销
售的“双创”平台。

重温红色故事，厚植红色基因，剑川县
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旅游资源开发，推
出了“探寻剑川历史游”“探访剑川名人
游”“剑川非遗之旅”三条旅游线路；还以
张伯简纪念馆为重点，打造“重走革命道
路、重温红色经典”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
线，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深挖内涵 打造“旅居剑川”

保存了历史韵味的剑川古城成为
旅居热点新选择。栖侠轩客栈藏在
剑川古城的深巷里，几个来自河北的
好朋友一起买下这个老院子，改造成
一个古色古香的客栈，今年“五一”正式
对外营业。他们不仅在剑川旅居，还实
现了创业。“相比大城市的喧嚣，我更
喜欢这里的安静。”栖侠轩客栈主理
人韩夕瑶说。

剑川县深挖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
和潜力，通过不断创新和丰富旅游产
品，打造旅游品牌，形成以感悟历史文
化、领略民俗风情、体验人文烟火等旅
居模式为主的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和
文化爱好者前来旅居、研学和创作，进
一步提升文化附加值，擦亮具有剑川特
色的旅居品牌。

据介绍，剑川县严格按照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科学整合全县旅居资
源，精心制定“旅居剑川”试点项目三年
计划。以“旅居+艺术、旅居+非遗体
验、旅居+博物馆群、旅居+户外运动”
为主线，依托沙溪古镇、石宝山、千狮山
和剑川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培育优质
的生活体验型旅居目的地，打造“名城
剑川·旅居福地”的旅居样板。

“我们以创新宣传为载体，掀起了
‘旅居剑川’新热度”。据剑川县文旅局
副局长杨清泉介绍，剑川县充分发挥新
媒体优势，全力打造“旅居剑川”品牌，

“剑川文旅”陆续发布“旅居剑川·做人间
温暖的二房东”等系列故事，生动展现
了旅居客在剑川的美好生活，吸引了众
多网友关注，文旅 IP传播指数保持全省
前列。

剑川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平稳势头——

资源禀赋孕育新业态 文旅产业乘势再高飞

剑川县沙溪古镇入口。（资料图片）

在当今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很
多同志因工作多而不得不加班。然
而，现实中也不乏为赢得领导好感而
虚假加班的不良现象。这不仅会损
害干部的身心健康，还会助长作秀表
演的歪风邪气。笔者认为，爱加班的
干部不一定是好干部，真正的好干
部，应当是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高效
完成任务，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的实干者。

勤扫思想灰尘，让作秀式加班
“偃旗息鼓”。作秀式加班者大多为
加班而加班，工作没有目标、思路极
其混乱，在他们的眼里，工作不是为
了更好服务广大群众、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而是做给领导看、消磨时间

干。作秀式加班者，白天上班时间磨
洋工、瞎闲聊，晚上加班却精神百倍、
忙忙碌碌，三更半夜往往还要晒出一
条“终于忙完了！”之类“有图、有真
相”的朋友圈。一个单位，作秀式加
班的人一旦多了，真正干活的人就越
来越少了，如若还被领导表扬，劣币
驱良币的效应就会逐步放大，实干作
风就会被带偏、奋斗精神就会被亵
渎。只有旗帜鲜明地抵制作秀式加
班，奋斗的意义才能充分彰显，工作
的效率才能越来越高。

坚持目标导向，让陪绑式加班“烟
消云散”。有些干部担心按时上下班
会被贴上不敬业的标签，为了显得积
极、敬业，选择陪领导或同事加班。这

种陪绑式加班，表面上看是团队凝聚
力和战斗力的体现，实则是典型的形
式主义作风。要敢于破除“领导不走
我不走”的形式主义思想，切实加强和
改进工作作风，做到真加班、加真班、
非必要不加班，努力在工作时间内高
效完成本职工作，用实干实效推动事
业发展。

紧盯效率提升，让摸鱼式加班
“灰飞烟灭”。少数领导简单地以是
否加班和加班多少来判定一个干部
是否优秀、是否敬业，这不仅会带坏
工作作风、阻碍干部成长、降低工作
效率，长此以往还会严重损害党和政
府在广大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单位
和组织要牢固树立不以工作时长论

英雄，唯以实际成效看干部的正确导
向；个人要始终把提高工作效率、提
升服务质量作为持之以恒的努力方
向与奋斗目标，更严、更快、更实、更
好、更优地完成工作，并腾出时间陪
伴家人、积极锻炼身体，让工作与生
活互促共进、相得益彰。

加不加班不应成为衡量干部敬业
与否的标准，我们应该坚持目标导向，
紧盯效率提升，以实际行动推动事业
发展，努力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爱加班的干部不一定是好干部
□ 李世祖 茶启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开） 近日，
南涧县成功入选国家生态综合补偿重点
区域。一同入选的还有保山市隆阳区、
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多年来，南涧县始终将生态保护视
为发展的生命线，先后引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领域“和美与共”人才33名，并积极

探索绿色发展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生态
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努力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此次成功入选国家生态综合补
偿重点区域，意味着南涧县能够申报
重点地区转型发展专项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这将为南涧县的生态保护和

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南涧县发改
局局长张江艳介绍，南涧县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并积极
推动特色产业绿色发展，不断提升优质
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实现全县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县发改局副局长黄华表示，南涧县

将按照“文旅引领、三产融合、多业叠
加、绿色发展、健康生活”的产业发展思
路，结合南涧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实际，
进行生态综合补偿重点项目储备。目
前，全县从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生态产
品加工、生态旅游业三个方面谋划重点
项目3个，总投资达26186万元。

南涧县成功入选国家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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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移风易俗促文明 时代新风润人心

青年村医字敏：苔花虽小，亦能盛开

牛桂丹的“致富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