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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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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柴艳 赵磊） 7月3日
上午，州人大常委会到洱源县炼铁乡
宣讲《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大理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剑萍出席宣

讲活动。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郁华在宣

讲中指出，《决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新时代大理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提出了七大
重点任务，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
社会、法治等多个领域。《决定》紧密
结合大理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
观优势，提出打造“苍洱处处石榴红”

品牌，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实践
创新。

州人大常委会强调，要通过讲好民
族团结进步的大理故事，引导全州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
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
认同；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
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宣传教
育；要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系列工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
水平。

州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及机
关干部职工、洱源县部分干部群众参加
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彩云） 2025 年
全国科技小院研究生学前教育实践培
训会日前在云南大理、河北曲周、北京
平谷同步启动，开幕式主会场设在洱海
之畔的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

开幕式同步联动河北曲周和北京
平谷，通过线上直播面向全国高校与小
院集群开放。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
农业大学、云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五所高校的300余名研究
生线下参训，线上参与人数突破2000人。

此次培训紧扣中央关于强化乡村
人才振兴的部署要求，致力于在研究生
入学前阶段构建一套系统化、实战化、

递进式的育人体系，全面提升学生情怀
认同、实践能力与服务意识，培养一批
有理想、有本领、肯扎根、能吃苦的新时
代强农兴农新农人。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45天，采用“驻
村感悟—知识拓展—小院实战—综合
提升”四阶递进式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紧扣科技小院定位，涵盖情怀教育、通
识学习、能力训练与成果产出等多个环
节。学员将在培训过程中与农户同吃
同住同劳动，在真实场景中积累一线经
验，通过撰写调研报告、编撰小院故事
集、制作影像作品和展板科普成果，系统
掌握服务“三农”的方法、路径与语言。

□ 通讯员 范泽剑 茶腾飞

“把这个装在喷雾器上，能提高雾化
程度，省药又省人工，成本一下子就降下
来了！”技术人员向农户发放低容量连杆
多喷头喷雾组件，现场演示安装使用方
法，农户们围在一旁，认真看、仔细听。

为保障 2025 年大春粮食作物稳产
增收，帮助农民科学防治病虫害，6月25
日，大理市农业农村局在大理市上关镇
青索村开展病虫害防治专题培训。由
大理州植保植检站副站长杨庆文、大理
市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俐、高级农艺
师杨学东等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送

技下乡，把培训点设到了农民家门口。
培训中，专家围绕螟虫、稻水象甲、

稻瘟病、红火蚁等水稻常见病虫害，结合
图文案例、视频演示，详细讲解这些病虫
害的发生规律、识别技巧和防控技术。
同时，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发放了《稻
水象甲的识别、危害与防控》《红火蚁预
防和控制》等资料。

近年来，大理市农业农村局以“科技
赋能农业”为核心，成立农技先锋队，定
期开展送技下乡活动，不仅提升了农户
农业技术水平，推动了农业绿色转型发
展的步伐，更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
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 通讯员 张珍 罗瑞莲
宋浩荣 文／图

盛夏时节，鹤庆县草海镇西山迎来
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节——洋芋花竞
相盛放。

当踏入草海镇西山这片海拔 3000
米的高原村落，仿佛闯入了花的海洋。
成片的洋芋花竞相绽放，白色、紫色、白
中泛紫的花朵交织在一起，如海浪般层
层起伏。微风拂过，花枝轻摇，花朵们
相互簇拥、摇曳生姿，与蓝天白云、远处
的青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

穿行花海之间，馥郁花香沁人心
脾，其中还夹杂着淡淡的中草药清
香——这是田间穿插种植的附子、当

归散发出的独特气息。
洋芋花不仅带来视觉的享受，更是

当地重要的经济作物。西山片区海拔、
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适合洋芋生
长。这里种植的洋芋个头大、口感好，
深受市场欢迎。

近年来，草海镇西山马厂、新峰、安乐
三个村积极探索“农业+旅游”模式，以
洋芋花开为契机，在七月洋芋花盛放期
开展“洋芋花·松茸”季宣传活动，发展
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夏天，不妨走进草海镇西山，
赴一场与洋芋花海的浪漫之约，在洋芋
花海的怀抱里，邂逅一场治愈心灵的田
园诗画之旅。

□ 通讯员 邓永凤 马晓燕
张冬鹏 文／图

夏日的阳光洒满宾川县大营镇
排营村委会甸头村的桃园，沉甸甸的水
蜜桃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
果香。果农们穿梭在桃林中，采摘、搬
运、分拣、装箱，沉甸甸的果实让他们喜
上眉梢。

走进村民顾秀云家的果园，红润饱
满的水蜜桃在绿叶掩映下格外诱人，摘
下一颗，轻轻一咬，汁水四溢，甜透心
田。“今年我家有40亩桃树挂果，品种主
要是水蜜桃和花桃，还有60亩正在更新
品种，明年就能迎来丰收！”顾秀云一边
忙着采摘，一边笑着介绍。

甸头村坐落于群山怀抱之中，村民
种植桃树的历史已有30余年，依托半山
坡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
这里的桃子以糖分高、口感好、个头大
而闻名。“以前村里几乎家家都种桃树，
整个村面积最多时能达到一千亩。”
甸头村党支部书记时映泉介绍。

近年来，甸头村通过品种改良、技
术推广，逐步形成以水蜜桃、花桃、雪
桃、蟠桃等为主的多元化种植格局，成
熟期从每年4月延续至11月，实现了四

季有果、错峰上市。
村民李金祥家的 60 亩桃园里，20

亩水蜜桃已进入盛果期，个个重量超过
半斤，色泽红艳，供不应求。“我家桃子
品质好，端午节刚成熟就有水果商来
收购，还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园子里采
摘，周末一天能接待好几十人。”李金祥
笑着说道。

为拓宽销路，甸头村积极探索“订
单农业+采摘体验”模式。线下与水果
商签订合作协议，商家直接到田间采
摘；线上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推
广，桃子远销省内外。同时，村里依托
桃园景观和便捷的交通，大力发展采摘
经济，吸引周边游客走进果园，体验田
园乐趣，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促进农
旅融合激活乡村经济。

“排营村以桃为媒，结合乡村旅游，
推出‘草甸露营—桃园观光—农耕体
验—农家宴’一体化服务，逐步形成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带动全村产业
转型发展。”大营镇排营村党总支副书
记李丽晴介绍。

近年来，大营镇立足优势资源，按
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特”发展思路，培
育壮大水蜜桃、阳光玫瑰葡萄、沃柑、西
梅、释迦果等精品水果种植，推动“甜蜜

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同时，结
合生态旅游开发，打造集采摘、休闲、科
普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为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

从传统种植到农文旅融合，甸头村
的“桃经济”越做越红火。盛夏时节，不
妨走进甸头村的漫山桃林，感受果香四
溢的丰收喜悦，赴一场浪漫的甜蜜之约！

州人大常委会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活动

2025年全国科技小院
研究生学前教育实践培训启动

大理市农业农村局——

送技下乡助农促增收

鹤庆县草海镇——

浪漫之约 西山洋芋花儿正在开

◀ 紫色洋芋花与群山中的村庄构成一幅绝美田园画卷。（摄于6月29日）

宾川县甸头村——

“桃”醉一夏 枝头果子等你来采

电商主播在果园里体验采摘乐趣并进行直播带货。（摄于6月24日）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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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炼铁乡果农在采摘青梅。（摄于6月22日）
日前，“中国梅子之乡”洱源县所种植“食药同源”“食药两用”的10万亩梅子成

熟，进入采摘和加工旺季，县内外的客商纷纷前来采购，有效促进该县高原绿色产
业之一的梅果业稳步发展，拓宽了农户增收途径。

［通讯员 杨世明 摄］

游客在弥渡县寅街镇弥渡马帮玫瑰园体验采摘玫瑰花。（摄于6月29日）
近年来，寅街镇立足山水林田湖资源优势，优化布局特色产业，建设现代数字

农业公园，打造毗雌河休闲带、马帮玫瑰园、大庄乡愁馆、三合星空露营地等旅游
景点，推动农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通讯员 雷艳萍 杨玉琴 摄影报道］

手指皮革珊瑚
俗名指形软珊

瑚，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海域。

繁殖方式是卵
生，体形特征一般为
奶黄色。这种珊瑚
看起来像折叠的皮
革，在吃东西的时候
和晚上，会露出花梗
状的触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