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常仕梅 杨印品
杨建平 张 洁

近年来，漾濞县瓦厂乡依托丰富
的林业资源，通过小黄蜂林下生态养
殖、林下野生菌种植等项目，着力做好

“林”文章，打造多元化高原特色产业
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走进漾濞小黄蜂（黄脚）林下生态
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只见林中
树木上挂满了蜂窝，成千上万只小黄
蜂在林间飞舞。合作社负责人杨春文
介绍，2024年共培育了 1200多窝小黄
蜂，通过向农户租赁挂养场地和直接
向农户销售蜂窝，获得了120余万元的
收入。今年继续发展壮大养蜂产业，
目前共培育小黄蜂 5500多窝，现已出

售小蜂群1800多窝。
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通过提供小黄蜂养殖
与销售的一体化服务，在为村民提供
就近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带动村民发
展养蜂增收，目前合作社社员已发展
到 43户。

“我来基地务工，每天有 200元的
收入，每个月平均有四五千元的收
入。”瓦厂乡黑马村村民杨洪军说：

“从杨春文开始养蜂子我就来基地跟
他做活，养蜂技术也学到手了。去
年，我跟他拿了 20 窝小黄蜂，每窝有
1000多元的利润，今年打算再跟他拿
50窝来养。”

瓦厂乡林业资源十分丰富，在发
展小黄蜂养殖的同时，还引进大理

阿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林
下野生菌种植，以人工种植鸡枞菌为
主。目前基地内已试种了 3个批次鸡
枞菌，第一批试种的鸡枞菌预计明
年 7 月会陆续出菇。此外，还试种了
虎掌菌、赤松茸、榆黄菇等十多个菌
菇品种。

“目前还在试种阶段，前期主要
是先做一些种植示范，等示范种植成
功以后，接下来就会大面积地推广。”
大理阿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姚倚岚介绍道。

据悉，该公司与基地农户采取
“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收购、统
一销售”的发展模式，由公司提供技
术指导，当地群众到基地务工。“我在
基地做活已经 2 年多了，每个月有

2500 元的收入。学会了种植技术以
后，打算回去自己家里种，出去打工
不如自己干。”瓦厂乡黑马村村民
茶新好高兴地说。

瓦厂乡通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因地制宜制定小而精、小而特
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思路，鼓励群众
大力发展多元化高原特色产业，走
出 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目前，全
乡养殖小黄蜂近 10000 窝，种植文玩
玉米 60多亩，种植薄壳山核桃 2万多
亩（其中挂果面积近 1 万亩），种植红
花 8000 多亩，同时还发展了野生菌
种植产业，目前均已形成一定的规
模，年总产值达 4100 余万元，户均增
收达 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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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亮 通讯员 吴圯）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州农产品出
口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6月10日，全
州共出口农产品 11.04万吨，货值 12.6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7.94%、97.51%。
出口品类有水果、蔬菜、核桃、鸡蛋等，其
中，出口水果9.50万吨，货值7.6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83.58%、159.39%。

近年来，我州强化“政、关、企”三
方联动，整合属地政府、海关、出口贸
易服务企业专业技术力量，于 2024年 8
月率先建立全省首个鲜活农产品出口

“一站式”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投入使
用以来，大理海关创新集中查验监管
模式，为企业提供查验、证书签发、资
质办理等“一站式”出口服务，监管模

式由“分散式”转变为“集中式”。并通
过实施预约通关、优先检测等便利化
措施，推动企业出口通关效率较传统
模式提升了 200%，大幅降低了企业物
流和运营成本。6月以来，“一站式”服
务中心日均查验约 20车次，货运量 400
吨以上，助力全州高原特色农产品抢

“鲜”出口。

同时，大理海关还与农业、商务等
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建立县、乡、
村三级果蔬种植基地备案台账，实施
动态管理；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提升产品品质，建立完善农业化学投
入品使用和包装加工环节质量安全体
系，确保出口农产品符合目的地国家
的标准。

我州农产品出口创新高
截至6月10日，全州共出口农产品11.04万吨，货值12.68亿元

□ 通讯员 徐亚园 陈治学 施雁莎

近日，祥云县鹿鸣乡上海援建肉
牛养殖基地传来喜讯，9头膘肥体壮的
肉牛成功销往贵州，平均售价超13000
元。这份喜悦不仅是“光伏+养殖”农
光互补模式结出的硕果，更是鹿鸣乡探
索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走进鹿鸣乡上海援建肉牛养殖基
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科技与生态交
融的独特画面：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
列，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光
伏板下，西门塔尔牛正悠闲地吃着草
料，丝毫不受烈日的侵扰。光伏板不

仅有效降低了高温对肉牛生长的不利
影响，更与养殖场形成了完美的生态
闭环。而肉牛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
制作成优质有机肥，滋养着基地种植
的牧草，真正实现了“板上发电、板间
种草、板下养殖”的循环发展。

这份生态智慧的背后，离不开
王正兰夫妻这样的创业者。自2024年
3月租用上海援建肉牛养殖基地以来，
夫妻俩全身心投入肉牛养殖中，精心照
料每一头牛。如今，基地肉牛存栏已达
120头。夫妻俩不仅自己发展，还积极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肉牛养殖，成为鹿鸣
乡肉牛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为促进肉牛养殖高质量发展，提
升肉牛品种整体核心竞争能力，2024
年，鹿鸣乡与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深度合作，成立华西牛胚胎移植基地
和专家工作站，成为全县唯一开展华西
牛胚胎移植的乡镇。通过先进的同期
发情与冷冻胚胎移植技术，今年，上海
援建肉牛养殖基地的 29 头胚胎移植
牛中有21头成功受孕，待小牛长到200
斤，学院将以50元一斤的价格回收，为
鹿鸣乡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据鹿鸣乡副乡长李晓江介绍，在
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下，鹿鸣乡构建起

“一互通一降低两提升”联农带农机

制，整合146万元资金，推动形成“养殖
基地+养殖大户+分散养殖”的产业布
局。而“光伏+养殖”模式更是实现了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光伏肉牛养殖
场租金与光伏发电收益的30％用于搭
建联农带农网络、扶持低收入群众发
展产业及给予其他帮扶，其他 70%的
收益则统筹用于全乡 7个村的小型公
益事业建设。

从生态循环到科技赋能，从产业
升级到共同富裕，鹿鸣乡的“光伏+
养殖”农光互补模式既是对绿色发展
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乡村振兴的创
新样板。

祥云县鹿鸣乡——

农光互补激活乡村“生态财富”

漾濞县瓦厂乡——

蜂飞菌长产业旺 林下经济促增收

□ 记者 杨铁军 刘泉

近年来，我州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做好宣讲，进一步增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引向深入。

6月20日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大理州宣讲报告会举行，邀请中共云南省委党
校（云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鲁彩荣作宣讲。宣讲
紧扣云南省情实际，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基本要求三个方面作了系
统全面、深入透彻的宣讲解读。通过聆听宣讲，大家备受
振奋鼓舞，深感责任在肩。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
大理发展新局面。

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张建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对云南发
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
为我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要学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紧扣“3815”战略目标和

“三大经济”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为统领，发挥好大理的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实施好新一轮产业振兴三年行动，奋
力谱写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裂变、未来产业领跑的大理
产业振兴新篇章。

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毅峰表示，生态环境系统将认真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努力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方面做出表率。同时，
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因地制宜落实好
省委、省政府“三治一改善”的治湖部署，不断推动洱海高
水平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州民族宗教委副主任陈泽表示，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建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州”作为创新实践目标，不断深
化拓展环洱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圈的内涵外
延，充分挖掘南诏德化碑、苍山会盟等蕴含“四个与共”的历
史典故，融合推进“三项计划”和体育促“三交”计划，积极探
索全方位嵌入实践路径，持续擦亮大理州“苍洱处处石榴
红”民族工作品牌。

州委党校副教授杨颖表示，在宣讲中要讲清楚习近平
总书记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明的前进方向、赋予的重大使
命、明确的实践路径、教授的思想方法；要结合省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州委九届八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各
族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各级领导
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
大理发展新局面。

据介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我州在 6月至 8月，将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大理州示范宣讲活动，切实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进机关、进企事
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两新”组织、进军营、进网
络。由州白研院、州委党校、大理大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大理护理职业学院有关专家学者
组成的宣讲队伍，将前往全州各个县市开展示范宣讲，组织
一场面向党员领导干部的宣讲报告会和一场面向基层群众
的宣讲交流会；9家州直属党工委组织开展不少于 1场面向
本领域、本系统的宣讲活动。同时，结合大理州实际，将开
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习
习春风、理润苍洱”品牌栏目网络微宣讲、苍洱系列宣讲
团示范宣讲、大理特色百姓宣讲活动，并开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推动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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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剑熔） 近年来，
剑川县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
度，通过创新保护方式、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文旅融合等措施，守护文化根脉、
传承文明薪火。

重保护、守安全，共建文博辉映的
名城剑川。颁布了《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

《沙溪古镇整体保护规划》等，结合剑川
古城保护需要，实施了古城城市管网
入地、智慧消防等工程。结合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全面摸清了不可移动
文物保存状况，完成了剑川古城城址
变迁的考古调查。沙溪复兴工程自
2002 年启动实施以来，国际化合作带
来的先进理念让沙溪镇在 2003 年就已
推广生态卫生厕所、2011 年开始试点
乡村低碳社区建设。如今，寺登街古
朴、闲适的“慢生活”气息吸引了无数游
客纷至沓来，历史文化遗产在人间烟火
的浸润中更有深度和温度。

抓传承、促发展，共享多彩非遗的
幸福剑川。构建“政府主导+传习所支
撑+社会培育”的传承体系，建成了一批
非遗工坊、非遗传习所、名匠工作室，组
建了各类非遗人才合作社，打造了木
雕、石雕等生产加工销售链。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举办丰富多彩的

非遗技艺展示、体验、传承活动，让群众
“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全身心”参与
非遗全民保护。结合市场需求，充分发
挥各类非遗体验场所功能，打造非遗研
学游基地，文创产品开发推陈出新，非
遗产业成为剑川县就业创业的重要支
撑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强基础、树品牌，共创和谐宜居的
文明剑川。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质
效，将国保单位打造成匠心手作馆、剑川
木雕馆、白曲技艺传承展示馆。做好民
间博物馆的发展引导工作，在剑川古
城、沙溪古镇形成连片的博物馆集群。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
利用，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沙溪欧阳大
院、杨家大院打造成沉浸式马帮生活和
甲马世家体验空间，成为剑川县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的文化旅游品牌。目前，
剑川县已建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民
族文化博物馆 22 家。2020 年 12 月，国
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落户剑川，
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国家分馆。围绕博
物馆群和方志馆建设，先后推出“探寻
剑川历史”“探访剑川名人”“剑川非遗
之旅”三条线路，将廉洁文化、非遗研
学、干部教育、文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
形成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文明助力社会
发展的良好局面。

剑川县创新方式加大力度推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出新出彩

在永平县龙门乡的种植基地，村
民在采收姬松茸。（摄于6月11日）

据悉，龙门乡共流转土地近
140亩，建设95个种植大棚，不仅壮
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还为村民提供
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通讯员 秦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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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鹤庆县黄坪镇：把阳光炼成“绿金子”

云龙县首次发现2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共赴这场“东方之约”！南博会多元交融有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