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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 记者 高正达 赵镇中 文／图

“我这两亩山地，如果种普通玉米
只能收3000斤的玉米籽，按目前的市场
价格，产值 3000 多元。但是，种文玩玉
米，卖得好的话能在 3 万元左右，收入
是普通玉米的 10 倍。我觉得种文玩玉
米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最好的出路。”6月
12日，正在对玉米进行中耕施肥的漾濞
县瓦厂乡黑马村村民杨赛华对记者说，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玉米可不是普通玉
米，而是近年兴起的文玩玉米。听了
杨赛华对普通玉米和文玩玉米收益的
对比，让记者大为惊讶。

据了解，文玩玉米是指经过特殊处
理和挑选，用于收藏、把玩和欣赏的玉
米，它与普通食用玉米不同，通常具有
更加鲜艳的颜色、独特的纹理和精致的
形态。不同种类的文玩玉米，满足了不同
爱好者的审美需求，让人们在欣赏和把玩
的过程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

最先引进文玩玉米的是该村新农
人、大理漾濞玉漱坊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长李亚辉，他是在一个偶然
的机会发现文玩玉米的商机。

2020年，在大理市开民宿的李亚辉
发现住店客人玩七彩斑斓、籽粒像玛瑙
一样晶莹剔透的文玩玉米，十分好奇。

“我就问他们文玩玉米从哪里买来
的，跟他们加了微信，然后向他们买一
些产品，我就想在本地试种一点，肯定
会比传统农业经济效益好得多。”李亚辉
介绍说。

李亚辉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文玩玉
米要在海拔1700米、气温适中的山区种
植，才能种出好的品相，家乡的自然条
件正好与之相吻合。2021年，李亚辉试
种了一小块面积文玩玉米，卖了7000多
元。随后，李亚辉决定回家种植文玩玉
米。他从上海、吉林引进各种文玩玉米
种子，进行综合杂交，培育出新的品种，
新培育的文玩玉米品相好，深得玩家的
青睐，一下子就卖出了大价钱。

几年来，李亚辉通过种植文玩玉米
收入 60 多万元，今年，李亚辉成立了
大理漾濞玉漱坊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动周边 30 户农户种植文玩玉
米 75 亩。而且，合作社开展反季节种
植，通过精准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
方法，将让文玩玉米在市场供应相对较
少的时期成熟上市，避开竞争高峰期，

以高价格赢得市场。
“为了让我的家乡摆脱贫困，所以，

我为合作社社员和村民提供技术、种
源，带动更多的人增收致富。”李亚辉说他
一直忘不了网络直播中听过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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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讯员 徐炜燚

近日，云龙县检槽乡精准发力，抢
抓“三夏”生产关键节点，以“零距离服
务”推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红利直达农
户，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力。

“杨大哥，微耕机的发动机编号要
和发票一一对应……”农机技术员蹲在
田埂上，利用农机购置补贴 App 现场核
验农户新购农机具，同步拍摄铭牌、机
身编号及作业场景照片存档。

为确保农机购置政策精准落地，工
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集中上门核
验服务，让农户“足不出田”完成全流程
手续。

据了解，用于山区小块耕地土壤耕
整的微耕机，单台每日可耕作 15 亩，较

传统牛耕效率提升 8 倍；覆膜机每亩作
业仅需 8分钟，可减少人工成本 60%，切
实解决山区地块零散、劳力短缺的农耕
难题。

核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执行
“三对照”审核机制，对照《补贴机具目
录》核验微耕机型号合规性，对照购机
发票核查价格与补贴标准匹配度，对照
农户身份证、户口本防止冒领套补。同
时，在机具醒目位置喷涂补贴专属识别
码，建立包含机具参数、核验影像、农户
签字的“一机一档”电子台账，从源头杜
绝骗补风险。工作人员同步向群众宣
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提升政策
知晓率和覆盖面。

此次共核验新购农机具6台，今年上
半年，该乡累计核补新购农机具23台。

□ 通讯员 赵建科

位于永平县银江河西岸的厂街乡
瓦畔村，光照充足、气温宜人，具有典型
的低热河谷气候特征，为水果种植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该村
积极发展沃柑、椪柑、香橼等特色水果
产业，凭借毗邻县城、交通便利的区位
优势，每年丰收时节都吸引大量消费者
前来采摘购买，有效带动了全村产业兴
旺和农民增收。

目前，银江河河谷瓦畔村段的沃
柑、椪柑种植面积达240多亩，其中挂果
面积近100亩。果农陈绍祁在银江河边
种植沃柑已有 6 年，经营着一片规模较
大的沃柑园，因为果实成熟较晚，有上
市时间差，所以销售价格较好。陈绍祁
说：“成熟的沃柑大部分已经销往外地，
目前，卖出约50吨，平均价格每公斤5元
左右，今年收入大概在25万元。”

“经过不断摸索，形成了一套适应
本地条件的栽培技术，修枝打叉、除病

虫害、施肥管理各阶段技术都比较成
熟。”陈绍祁介绍说，所产沃柑果形适
中、色泽橙黄、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

“高品质的沃柑带来的好收益，让
农户对发展特色水果产业更有信心
了。”瓦畔村党总支书记茶晓东说，沃柑
种植在瓦畔村发展前景好，越来越多的
村民加入种植行列，今年，新增3户农户
种植沃柑近80亩。

挂钩包村组长杨雅茜表示，县、乡
两级也将积极助推农户发展经济林果，
帮助群众不断探索致富新路径，鼓足

“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厂街乡紧扣“党
建红色引领、经济绿色发展”目标，致力
于打造全县“特色农业示范区”，在产业
布局上，坚持“近抓粮烟、中抓畜牧、远
抓林果”的发展思路，在银江河河谷带
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沃柑、椪柑等特色
水果产业规模化长足发展，铺就富民强
村之路。

漾濞县黑马村——

种植文玩玉米 追求幸福生活

李亚辉查看文玩玉米成色。（摄于6月12日）

云龙县检槽乡——

“零距离服务”推动农机补贴落地

永平县瓦畔村——

晚熟沃柑开启增收新“橘”势

弥渡县花灯剧团在密祉镇民歌文化园进行文化惠民演出。（摄于6月11日）
近年来，弥渡县采取“文艺+宣讲”的方式，把党的政策编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花灯说唱，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通讯员 白如月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洲 赵磊） 6 月 16
日晚，由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大理
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大理州白剧团）创
作演出的大型原创现实题材白剧《苍洱
云归处》在大理州群众艺术馆剧场首次
公演。

该剧时长110分钟，共分九场，剧情
跌宕，舞台呈现艺术感染力强，讲述了主
角袁高翔带领村民创立农产文旅联盟，让
白族村落董家台在保留原生肌理的同时

绽放出现代光彩的曲折经历，勾画出一
幅横跨二十余年的乡土精神寻根图景。

据悉，该剧目获 2023年度云南艺术
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剧本
曾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戏剧文学讲
师团改稿会，获得过“金孔雀·中国民族
戏剧”2024 年度优秀作品评选戏曲类

“优佳”剧本作品荣誉。
州领导杨瑜、杨波，州级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到现场观看演出。

现代白剧《苍洱云归处》举行首演

大西洋海刺
分布于大西洋、

印度洋、太平洋的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与
大 多 数 水 母 不 同 ，
大西洋海刺可以在低
盐度的水中生存，可
以 栖 息 于 微 咸 水 河
口、低盐度海湾以及
高盐度开阔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