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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通讯员 杨锐祥 李庆龄 文／图

“这片地坡度大，种不成庄稼，现在
铺设光伏板能发电，我们还有租金。”
鹤庆县黄坪镇的村民洪玉林指着漫山
遍野的蓝色光伏太阳能板发出感慨。

初夏的黄坪坝子阳光炽烈，30万千
瓦的光伏板在山脊上绵延起伏——
大栗坪光伏发电项目三期、大理州单体
最大的光伏项目，于今年 5月 29日全容
量并网发电，为黄坪镇冲刺百万千瓦

“光伏小镇”目标再添重码。
据了解，黄坪镇的“光伏基因”藏在

气候里，年均 2200 小时日照，每平方米
5500兆焦耳的太阳总辐射量，让这里成
为鹤庆县“十四五”绿色能源产业布局
的“黄金地带”。海拔1500米的山梁上，
云层像被阳光“熨平”，连片的光伏板每
天能捕捉更多光能。

数据是最鲜活的见证，每一个数字
都在诉说着发展的脉络与实效。2021
年 10 月，大栗坪光伏发电项目破土动
工，到 8 个集中式光伏项目实现全容量

并网，只用了 3 年多的时间。截至 2025
年5月底，黄坪镇境内装机总规模达989
兆瓦，每年可输送清洁电力 16 亿千瓦
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燃烧61.5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162万吨。到今年年底
在建项目并网发电后，黄坪镇境内光伏
装机规模可达1100兆瓦。

山风掠过光伏板阵列，发出沙沙的
轻响，夕阳西下，光伏板将最后一缕阳
光转化为电流，顺着电缆汇入电网。

这片曾经沉寂的干热河谷，如今每
平方公里土地每年能产出 4500 万元绿
色产值。截至 2025 年 5 月底，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流转用地达 2 万余亩，为黄坪
镇11个行政村带来土地流转租金约2亿
元，进一步助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力。

从光热资源到绿电奔流的能量转
化，从荒坡秃岭到民生红利的场景焕
新，鹤庆县黄坪镇正用绿色清洁能源在
群山间铺就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的鎏
金之路，让阳光在滇西高原上绽放出最
耀眼的“绿金子”光芒。

□ 记者 张洲 谢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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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设立了以“滇南本
草 世界共享”为主题的中药材产业
馆。州农业农村局牵头精心组织我州
优质中草药加工企业参展，充分展示
大理中药材产业链发展成效。

在中药材产业馆大理展区，九制黄
精、红花籽油、双黄连和板蓝根系列中
药注射液等中药材深加工产品；决明
子、金银花、薏苡仁系列代用茶；各类中
药材原料、种苗、饮片及药食同源产品
琳琅满目。大理万福思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参展产品红花籽油，吸引了观展
者纷纷驻足。

大理万福思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推介员沈应仙说：“我们是一家以红花
种植、加工、销售为主的企业，近年来我
们根据药食同源的理念开发了红花籽
油，它是一款健康的食用油，具有调节
血脂和抗衰老的作用。”

2024 年，云南省发布了《云南省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工作方
案（2025—2027）》，提出要把中药材产业
发展成集生态农业、设施农业、高效农
业、共享农业为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示范样板的目标。本届南博会单独
设置中药材产业馆，目的在于搭建平
台，向全世界讲好云南“好山好水好药
材”的故事。

近年来，大理州中药材产业规模持
续扩大，已有弥渡、巍山、永平、云龙、
宾川、剑川、南涧、漾濞 8个“云药之乡”
县，种植中药材品种70余个，红花、滇重

楼、红豆杉、续断、木香、附子、当归、白
芨等 8 个品种种植面积超过万亩，从事
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 130 多户，中药材
家庭农场 289 个，从业药农 6.18 万人。
2024 年，全州中药材种植面积 37.72 万
亩，产量 4.95 万吨，农业产值 35.45 亿
元，加工产值 41.32 亿元，综合总产值
108.56 亿元。本次南博会，为扩大大理
中药材知名度提供了契机，参展企业也
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力促企业发展。

永平县鸿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在滇黄精种植、加工、销售方面实力
雄厚，本次南博会上，公司展示了系列
滇黄精产品。永平县鸿瑞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辉说：“我们始终
立足黄精产品的开发与运用，生产优质
的道地药材。同时，积极创新开发药食
同源产品，延伸滇黄精精深加工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大理金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是
云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功开
发出国家三类新兽药，实现了中药材的
创造性运用。大理金明动物药业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尹蕾说：“依托云南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我们将继续加大科研投
入，深入开展中药材创新运用研究，研
发更多的产品。”

大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彩勋
表示，下一步，我州将以力促特色品种
发展为重点，以 8 个“云药之乡”县为主
要布局区，不断推进中药材种质资源保
护与利用、良种选繁及种子种苗基地和
规模化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加工水平
提升、市场交易体系和产业发展技术服
务体系、品牌建设，增强“云药之乡”品
牌影响力。

游客在巍山县巍山古城南诏古街游览观光。（6月12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巍山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保存完整的巍山古城，已成

为各地游客旅居打卡目的地。2022年，巍山古城南街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非遗旅游街
区；2023年，巍山古城南诏古街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通讯员 张树禄 茶晓东 摄影报道］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从光热“黄金带”到百万千瓦“光伏镇”，鹤庆县黄坪镇——

把阳光炼成“绿金子”

光伏板在鹤庆县黄坪镇大栗坪山脊上绵延起伏。（6月15日无人机航拍图片）

我州道地药材
从“三月街”走进南博会

本报讯（通讯员 赵敬洪） 宾川县
日前开展长江“十年禁渔”专项检查，禁
止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维护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安全。

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餐饮场
所、渔具售卖店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
渔获物来源是否合法、正规，严防非法
捕捞野生鱼等水产品进入市场；针对餐
饮店，重点检查菜单、食材库和后厨加
工是否存在以野生鱼类为原料的菜品
及野生鱼产品违法广告，店内是否张贴
禁渔标识，菜单、店招、门楣、店堂等是
否标有“长江野生鱼”“野生江鲜”等字
样，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
禁采购、加工制作、销售无溯源凭证、来
源不明的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及
其制品；针对渔具售卖店，重点检查是
否存在国家禁用的电鱼、毒鱼、炸鱼工
具、绝户网等违规渔具网具，检查商家
进货单据及销售台账。同时，向经营者
积极宣传“长江禁渔”的重要意义与政

策法规、并签订长江“十年禁渔”承诺
书，引导其守法经营，自觉抵制非法渔
获物交易。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67 人
次，检查经营主体 203 户，发现问题 3
个，均已现场责令整改。

近年来，宾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
真落实“长江禁渔”工作要求，采取“抓
两头促中间”监管方式：抓源头（渔具销
售、水产品销售）监管，抓末端（餐馆）监
管，促中间（严格审查登记注册事项、严
格网络销售监管，不得使用“金沙江野
生鱼”等字样），切实做到“三管住”（管
加工、管交易、管消费）、“四清零”（市场
零交易、餐饮零供应、网上零销售、广告
零发布）、“四不”（不捕、不卖、不做、不
吃）、“五个禁止”（禁止生产企业收购加
工、禁止各类市场进货销售、禁止餐饮场
所经营食用、禁止电商平台网上售卖、禁
止一切媒介发布广告），切实抓好市场监
管领域长江禁渔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宾川县开展长江禁渔专项检查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海苹果
身体呈卵圆形，

脚呈管状，滤食性动
物，每天都会吃浮游
生物，捕食时，用触
手把猎物抓住送入
嘴中。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我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三年
上台阶”实现之年。为全方位生动展
示“十四五”期间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良好局面，《大理日报》开设“我身边的

‘十四五’变化”专栏，从即日起至2025
年12月31日公开征稿，欢迎各界人士
踊跃投稿。

1.征集记叙文、散文、随笔等。作

品内容以个人角度，用具体故事、亲身
感受，畅谈个人体会或所见、所闻，展
示“十四五”期间大理州在生态文明建
设、绿色发展、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社会和谐、民生改善等方面发
生的可喜变化和大理州稳步迈向现代
化的发展历程。作品必须真实原创，
未曾发表。内容要有故事性、可读性、
有细节和真情实感。每篇字数1200字

以内，可搭配与内容相关的图片 1—2
幅。文字使用Word或WPS文档排版；
图片使用 JPG格式，并在文档里附详细
说明（时间、地点、作者、图片内容）。

2.征集对比图片（成组）。作品必
须真实原创。内容需要对比拍摄对象
五年前和五年后的变化。每组对比图
需提供 2—4 幅。图片使用 JPG 格式，
并用文档附详细说明（时间、地点、作

者、图片内容）。
投稿时，请将作品电子版发送至

《大 理 日 报》投 稿 邮 箱（dlrbtg@163.
com），并在邮件主题和文档开头注明

“我身边的‘十四五’变化”字样，并在
文末附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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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十四五’变化”专栏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