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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创新农文旅商融合路径，助力乡村
振兴。结合洱海流域生态、人文等资源
优势，系统梳理流域历史文化、生态文
化、农耕文化、美食文化、民族文化等现
状，编制乡愁小院规划设计方案，策划稻
米文化节、稻米美食节、丰收节集市、油
菜花文化旅游节等创意活动，孵化“苍洱
留香”“巍山柠檬”等生态农产品品牌，开
发“种植基地+科技小院+生态廊道”游
览路线，研发“古生农家宴”白族特色美
食菜谱，搭建“云品出滇”数商兴农应用
平台，全面推动乡村资源配置优化升级，
创造出集观光游览、文化沉浸、农事活动
参与、农产品购买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
新体验。

拓展延伸 丰富载体
构建科技小院集群实践“增值链”

立足科技小院扎根农村的实际，创
新“科技小院集群+”联结载体，持续放
大“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三大
功能。

增维度，打造人才培养“孵化营”。
推广“研究生常驻+专家定期指导”培养
模式，每年常驻科技小院的专家和学生
达 140 余名，研究生驻村超过 300 天，实
现从科研者到“协同创新者”、从学生到

“新农科人才”的转变，古生村科技小院
被列为教育部“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
式”试点单位。推行“数字商业+新农人
培养”模式，通过开展新农人培训、科学
论坛等方式，培养既懂前端科研、技术推
广，又能使用互联网等技术进行后端销
售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探索“科技小
院+本土人才”培养模式，聘请“土专家”

或“田秀才”担任科技小院技术顾问，构
建高校科研团队与地方实践经验互补的
智力支持体系。

增能级，打造科技创新“新场景”。
组建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产业联盟，
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汇聚云天化
集团、云南农坤集团、云南省烟草公司、
上海兰桂骐、拼多多等14家企业的产业
优势与技术储备，为科技小院集群提供
贯通研发、孵化、转化等关键链条的科研
场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构建全
国科技小院协作网，探索将“商”融入科
技小院发展后端，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农
产品生产、销售与市场反馈，通过筛选全
国各地科技小院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
电商平台，推动农产品产销衔接与品牌
升级，数商兴农科技小院协助全国20余
个科技小院的优质农产品“触网”，成为

“全国科技小院协作网”的活动基地和大
本营。

增节点，打造社会服务“枢纽站”。
健全科技小院党建体系，采取“高校教
师+村民+学生”模式共建党支部、妇女
联合会，组织开展“田野思政课堂”、科技
培训、科普宣传、志愿服务等活动，覆盖
政策法规、绿色种植技术、民宿经营管
理、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传承等方
面，洱海人文科技小院被评为全国大中
专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示范性团
队。建立“科技小院+村集体+企业+农
户”四方协同机制，小院师生主动深入田
间地头、工厂企业，零距离、零门槛、零时
差、零费用开展服务实践，将企业和农户
的生产问题直接转换为科研问题，推动

“技术开发—试验示范—商业转化”闭环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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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李丽合 赵俊
通讯员 沈嘉彦

近年来，南涧县小湾东镇围绕“云
端之上野钓胜地”的旅游发展定位，做
优山水文章，做活“户外运动+文旅”产
业，努力打造“农、文、旅、体、康”融合发
展的示范标杆镇。

在小湾东镇“云上小湾”垂钓基地，
来自北京的网红博主“哈里路亚”已经
在此旅居近2个月了。作为一位粉丝量
近百万的钓鱼博主，哈里热衷于挑战各
种复杂的野钓环境，因此他对小湾库区
十分向往。今年 4月份，哈里第一次来
到小湾库区，就感觉找到了自己理想的

“梦幻钓场”，舍不得走了。他告诉记
者，为了方便来小湾库区，他在大理买
了一套商品房。

自媒体博主“哈里路亚”说：“这里

有美景，又有好吃的，还有凶猛的鱼和
复杂的野钓环境可以提升野钓技法，当
地人特别热情，这种舒适的环境，让人
感觉生活别无所求。如果要找一个能
欢度余生的地方，我肯定是选择小湾。”

同样来自北京的野钓爱好者刘斌，
自从 2017 年第一次来到小湾库区后，
每年都要来这里野钓旅居一段时间。
近年来，随着小湾东动车站的通车运
营，以及“云上小湾”垂钓基地配套设
施的日益完善，刘斌往来小湾库区的
次数更加频繁。刘斌表示：“小湾库区
的自然景观特别美，我去过很多自然
水域，以及一些人工管理的钓场，感觉
小湾目前是国内最好的钓场。云南民
风也特别淳朴，大家都特别热情，气候
也特别好。”

“云上小湾”垂钓基地地处澜沧江、
黑惠江交汇口，水域宽广、渔业资源丰

富，配套设施齐全。充满科技感的太空
舱江景房、“水上漂房”的钓棚民宿、刺
激的野钓体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和钓鱼爱好者。

据云上小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查国文介绍，来此的游客和钓鱼
爱好者以省外的居多，一年的客流量在
3万左右。休闲垂钓爱好者选择长期旅
居，驴友、观光游客则选择短期住宿。

据了解，小湾东镇按照文化+旅
游+体育融合发展的思路，实施了云上
小湾休闲园、最美公路、观景台等一批

旅游设施建设，开发小湾水电站工业旅
游和千年彝寨民俗体验项目，打造“野
钓+摄影+康养”全产业链，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南涧县小湾东镇宣传干事赵世艳
说道：“小湾东镇充分抓住动车站开通
的机遇，融入大祥巍一小时经济圈，汲
取千年彝寨特色文化内涵，依托澜沧江
黑惠江高峡平湖自然风光，采取‘野钓+’
模式，丰富旅游业态，实现从单一的

‘垂钓游’向‘民俗观光游’‘休闲度假游’
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杨艳） 6 月 18 日，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到巍山县进
行综合调研。

程鹏先后到徐氏兄妹革命事迹陈列
馆、耘熹进士第文化精品酒店、南诏博物
馆、文华书院等地调研巍山古城保护与
文物古建筑活化利用情况，并到县政协
机关调研政协工作。程鹏强调，要坚持

“保护优先、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
重、融合发展”的城乡建设思路，不断加
大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力度，形成保护、
传承、利用、发展协调统一的工作格局，
让古城古建得到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
县政协要继续发挥广泛联系、协调各方的
优势，不断开创巍山县政协工作新局面。

程鹏在巍山家香猪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详细了解“黑猪代养”产业模式，他强
调，要进一步推动巍山县黑猪产业发展，
以产业帮扶为抓手，进一步搭建联农带
农机制，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稳定增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程鹏在巍山聚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调研柠檬全产业链发展情况时强调，要
以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优质香水柠檬
产区”为目标，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提升
产业发展质效，让柠檬产业真正成为富
民强村、助企兴县的产业。

程鹏还调研了云南滇西粮油物流产
业园、云南巍山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和入
园企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洲 谢凡） 6 月 19
日上午，第 9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9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第 9 届南博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我州精选各县（市）特色产
业资源组团参展。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本届南博会上，
我州参展企业达 50 余家，涉及旅居、
医疗康养、现代农业、中药材、制造业等
多个领域，全方位、多层级展示我州中药
材全产业链建设和“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宜医、宜学”的大理国际文旅康养示
范区打造取得的成果，以及大理厚重的
历史、多彩的文化、秀丽的风光等方面
情况。

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旅居云南”
馆，全方位呈现云南“始于山水，归于烟

火”的美好。大理联合文山、德宏在馆内
共建了240平方米的文旅展区，以“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主线，打造出“一区
一韵、三地共辉”的沉浸式空间，其中白
族区域的设计以沙溪古镇建筑风格为蓝
本，融入茶马古道历史元素，将苍山洱海
的自然灵韵与白族文化的烟火气息巧妙
融合，生动传递出“在大理爱上生活”的
理念。此外，我州还把漾濞县阿尼么村

“搬”进了“旅居云南”馆。展会期间，
大理文旅牵头组织开展非遗展示、项目
推介、企业签约、白族歌舞展演等系列活
动，为游客提供“全景式”旅居宣介。

当天，州领导和州级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还到我州分布于各展馆的展区巡
展，对做好南博会期间的相关工作提出
了要求。

南涧县小湾东镇——

多元融合打造户外旅居新场景
程鹏到巍山县调研

第9届南博会昨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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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漾濞县漾江镇紫阳村药
材种植基地木香地里除草、补苗。
（摄于6月12日）

漾江镇紫阳村采取党总支部+
公司+农户的模式，积极探索林下
经济新模式，今年引进公司租用村
里土地200亩种植木香，带动20户
农户种植木香 100 亩，公司负责技
术指导并保价回收木香，促进林下
产业多样化发展。
［通讯员 李惠赟 罗云婷 摄影报道］

巍山县永建镇禾谷村村民叶起亮
在秧田中施肥。（摄于6月11日）

永建镇今年粮食目标任务是播
种面积稳定在4.97万亩，其中，水稻栽
插面积1.77万亩。目前，广大农户积
极开展水稻中耕管理，为全年粮食丰
收打下基础。

［通讯员 杨世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