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杨艳玲

夏禾低垂，瓜果飘香。从绿油油
的稻田到黄澄澄的果园，松软肥厚的
土壤积攒了春天的养分，孕育着又一
个丰收年。

“三农”稳，天下安。今年上半年，全
州上下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谋深抓
实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把做好

“三农”工作的政治担当深深烙印在良
田沃土之上，走出了一条智慧高效、三
产融合、绿色生态安全的高水平现代化
农业强州之路，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

算好农民增收账

2013年，当张林保接过弥渡县新街
镇董和村委会大荒地村村民小组长的
担子时，也拿到一本村集体账户赤字
4000多元的“负债簿”。如何盘好“一亩
三分地”，逆风翻盘，张林保日思夜想，
寝食难安。

2020年，大荒地村党支部引入大理
耘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弥渡
博润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组
建现代设施蔬菜生产经营联合体，建立
起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
农户的“双绑”联农带农模式。2024年，
大荒地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3万元，全
村 73.8%的农户参与“双绑”模式，户均
分红27.37万元。

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农
业生产方式的革新，凸显了大理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成色与底色。

想金山，盼银山，守住耕地是靠
山。全州农业系统守牢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底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持续整治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和“大棚房”，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产量保持稳定，持续增强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

上半年，我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系统完善低收入人口长效帮扶
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底线。全州派出 543支工作队、1785名
工作队员下沉一线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今年以来新识别监测对象 390 户 1330
人，监测对象户均落实4.6项帮扶措施，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州共有“三类”监
测对象 14070 户 46294 人，消除风险
11166 户 38256 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大病集中救治率达 100%；发放脱贫
人口小额信贷 16.19 亿元，脱贫劳动力
（含监测对象）转移就业 19.24 万人，开
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22504人。今年
一季度，全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699元，增幅为5.7%。

盘活乡村振兴长远账

“公司每天销售水果 1200多件，今
年的销售额预估可达 4500 多万元。”
宾川“二逗先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苏武说。近年来，宾川县通过线上
电商平台、线下“农超对接”、展销联动
等创新路径，让宾川水果走向了全国。

2024年，宾川县建成 9个乡镇商贸
中心、2个乡镇电商运营中心、1个县级
电商中心、1 个县级冷链物流中心和
1 个县级快递物流配送中心，今年一季
度完成农产品上行交易额1.64亿元。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我州
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奶业、水果、蔬
菜等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培育了一批市
场规模大、产业链条长、综合竞争力强
的行业关键性企业，并建立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让更多收益留在
农村、留给农民。截至 2024年底，全州
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实有 466户，
实现营业收入 273 亿元。日前，我州 7
家企业入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总数排名全省第3位。
乡村振兴还要算好长远账。我州

坚持把高原特色农业作为云南的“芯
片产业”来打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让更多大理农业
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让群众稳稳端上

“致富碗”、舒心吃上“产业饭”。全州
按照“六个一”工作机制，聚焦推进核
桃、蔬菜（含食用菌）、水果、中药材、乳
业、肉牛、生猪、烟草等重点产业。今
年上半年，预计全州蔬菜产量 102.4 万
吨、增长 5.61%；水果产量 74.49 万吨、
增长 15.6%；茶（毛茶）产量 6275 吨、增
长 3.05%；中药材产量 2.65 万吨、增长
13.25%；鲜切花产量 2700 万支、增长
11.01%；生猪存栏 233.82 万头、出栏
168.71万头，分别增长 3.27%、3.36%；牛
存栏 78.11 万头、出栏 20.08 万头，分别
增长 3.84%、4.77%；羊存栏 155.04万只、
出 栏 74.92 万 只 ，分 别 增 长 4.97% 、
3.11% ；禽 存 栏 1671.22 万 羽 、出 栏
948.33 万羽，分别增长 3.08%、4.42%。

全州农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走上了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品牌化
发展的新路子。

来大理旅居三个月后，上海退休职
工陈启发感慨地说：“我们在大理住得
很舒服，生活方便，很喜欢大理。”当旅
居客在大理的乡村看得到未来时，大理
的乡村就成了农民的乐园和旅居客的
诗意栖息地。

今年上半年，州农业农村局全面落
实“千万工程”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大力
发展乡村旅居，持续打响“旅居大理·品
味乡愁”金字招牌。通过抓实农村厕所
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整
治提升、绿美乡村建设，提高乡村外在
风貌。全州农村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
提高至 96.97%，完成公厕建设 41座、户
厕 12890 座，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达
81.63%；年内计划完成 17360座卫生户
厕改造和 178座公厕建设任务，完成 88
个乡村振兴村建设、整治提升2440个自
然村，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正一步
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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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丁秀梅 杨世民

“党员干部家风不正最终衍化为家
庭悲剧的教训极其深刻，党员干部要将
坚持律己严、教子严、持家严作为必修
课和常修课。”“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强化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
同根同源的思想认识，涵养勤勉敬业、
清 廉 自 守 的 良 好 品 格 ，共 育 新 风 正
气。”……近日，宾川县开展“一把手”

“沉浸式”廉政警示教育结束后，党员干
部们纷纷发出感慨。

近年来，宾川县始终将常态化纪律
教育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的关键抓手，坚持分层分类、靶向施教，
针对“一把手”、新提拔任用干部、年轻
干部等不同群体的特点，通过资源库建
设、“沉浸式”课堂、多元化教育、面对面
宣讲等多种方式，让廉政教育和警示教
育实现“精准滴灌”，及时校准方向、纠
正偏差。

在开展廉政教育的过程中，宾川县
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思维，从全县纪检监
察干部中优选业务骨干，组建“纪法讲
师人才库”，“室组地”紧密联动，结合日
常监督、以案促改、“党纪辅导课”等工
作，广泛开展廉政教育和纪法宣讲。一
系列举措，有效拧紧了党员干部抵御歪
风邪气的思想链条，增强了大家涵养勤
勉敬业、清廉自守的自律意识。2024年
以来，全县累计开展“送法下基层”及

“党纪辅导课”200 余场次，县乡联动组

织警示教育 350余场（次），1.4万余名党
员干部从“剧中人”的违纪违法案例中
汲取深刻教训。

为充分发挥案件查办的治本功
效，宾川县纪委监委在运用好省、州警
示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紧扣监督、办案、
教育、治理工作闭环，制定工作指引，绘
制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线路图，通过同步
启动、点题会商等方式，深入开展个案
剖析和类案分析，挖掘出一批富有感染
力和穿透力的教育素材。通过将本土
案例搬上荧幕、汇编《警示录》，以“案
例+剖析+点评”的形式，再现 30 多个
典型案例中违纪违法人员思想滑坡、
纪法失守、最终“跑偏跌倒”的真实历
程。同时，深入分析这些违纪违法问
题形成的机理、存在的制度漏洞和风
险隐患，推动监督执纪与深层次治理
同频共振。

此外，宾川县还注重发挥文化浸
润滋养作用，充分释放红色文化与廉
洁文化的叠加效应。在民俗文化中深
入挖掘清廉元素，通过开展现场实践
教学、摄制短视频、打造新媒体平台等
方式，不断增加廉洁文化产品和服务
的供给，推动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深
入人心。

端稳“致富碗”走活“振兴路”
——大理州上半年“三农”工作纪实

短评

“三农”向好，底盘夯实，全局主
动。我州始终把农民增收摆在首要
位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主要任务，守住了红线底线，稳住了
生产供给，扮靓了美丽乡村，擦亮了
治理品牌，为我州农业系统主动想、
扎实干、看效果，增强了底气、赢得了
主动。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我们要

“干”字当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定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魄力，聚
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破解乡村
振兴“人、地、钱”等瓶颈制约，打造

“有奔头的产业”，完善“有吸引力的
职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
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千
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奋力开创全州“三
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以“实干”之笔 答好“三农”答卷
□ 杨艳玲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丽芳）祥云县栽
桑养蚕历史悠久，先后被列为省级财政
蚕桑专项重点扶持县、现代农业国家蚕
桑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十四五”以来，
该县通过“省+州+县+乡+村”五级联
动，作好蚕桑产业发展“新篇章”，织密人
才、产业、乡村振兴“新丝路”。

筑牢根基，稳步发展。“十四五”期
间，祥云县以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
契机，不断巩固蚕桑产业。选择宜桑土
地多、竞争作物较少、劳动力资源较充
裕、群众有一定积极性的地区，坚持走区
域化、规模化、良种化、规范化发展道路，
按照“发展一亩、成效一亩、高产一亩”的
原则，高标准、高质量培植蚕桑专业村、
重点村和蚕桑种养大户，推进蚕桑产业
稳步发展。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展桑
园面积 90877亩，其中，桑园面积在 1万
亩至 2万亩的有 4个乡镇，全县有 97个
村种桑养蚕。

组团服务，科技护航。结合“万名人
才兴万村”工作的开展，组织科技人员到

蚕桑基地、“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开展蚕
桑生产技术指导及培训。以“省科技特派
员+州蚕桑专家+县蚕桑专家”组成的云南
省农科院祥云县农科服务团，共开展现场
服务48天（次），举办培训班3期，培训171
人次，发放化肥、蚕药等物资折合人民币
120.2万元。通过开展技术服务，为祥云
县蚕桑产业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打通了
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龙头带动，产业振兴。培植集蚕桑
生产技术推广、蚕种生产经营、蚕茧收
烘、缫丝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省级农业产
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1家。以云南皇
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托，积极探索

“公司+协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产业发展模式，建设智能化人工饲料小
蚕共育工厂 1 个，年可提供优质小蚕
24000张以上，可覆盖全县养蚕区农户，
为广大蚕农实现全年养蚕提供保障，实
现桑园效益最大化。目前，祥云县每年
养蚕14万—15万张，蚕茧产量在5000—
6000吨，实现产值超3亿元。

祥云县“五级联动”作好
产业振兴“桑”文章

宾川县分层分类、靶向施教——

“精准滴灌”筑牢廉洁防线

清廉大理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字正张）近年来，
永平县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总体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
力培育壮大烤烟、黄焖鸡、生猪、白鹅 4
大优势产业，推动全县农业农村经济保
持高质量发展。

烟叶产业发展方面，永平县在“增
烟农、扩烟区、优烟田”及育苗、预整地
及移栽、大田、烘烤、收购管理和烟农增
收等方面发力，确保产业提档升级。今
年，全县已按时按质完成了4.07万亩烟
叶种植任务，高质量完成杉阳烟区千亩

连片工作，为实现“收购烟叶11万担，实
现烟农收入2亿元以上、税收4000万元
以上”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焖鸡产业发展方面，围绕“建设
年出栏 100 万羽以上原料鸡选育扩繁
基地 1个，建设发展永平黄焖鸡屠宰加
工、冷链物流、食品加工、附属产品开发
利用等关联企业 100户以上，培育发展

‘永平黄焖鸡’品牌餐饮经营店 1000户
以上，成立 7个以上养殖合作社，带动 1
万户以上农户养殖原料鸡 100 万羽以
上，实现综合产值 5亿元以上”的目标，

不断健全完善“党支部+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以及
黄焖鸡品牌标准体系、原料鸡选育扩繁
体系、加工体系、产品销售网络体系、供
应链金融体系、品牌宣传体系，加快黄
焖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推动黄焖鸡布
局合理化、养殖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
营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产品品牌化。
计划年内完成年产 1000 吨“永平黄焖
鸡”系列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养殖原料
鸡98万羽以上。

生猪产业发展方面，依托永平东方

希望100万头生猪养殖循环产业链项目
和初一铺东方希望生猪养殖场项目，持
续培育壮大生猪产业。年内预计实现
生猪存栏48.4万头以上目标，力争进入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行列。
白鹅产业发展方面，把白鹅养殖作

为名优农特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启动实
施永平白鹅全产业链综合开发等项目，
种鹅场建设项目已完工，带动1200多户
农户参与养殖。2024年，永平白鹅经济
总收入达2200多万元。目前，正向今年
底出栏白鹅4.5万羽以上的目标发力。

永平县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引领新发展

决战决胜“十四五”·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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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县：“一河七脉”串起和美生活

我国外贸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

用青春守护洱海蓝生态绿

巍山县永建镇鲁古村群众正在
采摘梅子。时下正是梅果丰收季
节，当地农民抢抓节令抓紧采摘、外
销成熟的梅子，乡村一派繁忙景
象。（摄于7月9日）

近年来，巍山县大力扶持引导
农民因地制宜发展梅子、红雪梨等
高原特色产业，让群众通过发展特
色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通讯员 陆向荣 杨炼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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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丽合 王光保）7月
14 日下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主
持召开全州“8+1”万头奶牛示范牧场
建设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业振兴的指示批
示及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奶业振兴部署，全力推进项
目收官，打造绿色优质奶源基地，推动
大理乳业高质量发展。

陈真永指出，大理生态优势得天
独厚，好山好水出好牛奶。近年来，
全州践行新发展理念，在“8+1”万头奶
牛示范牧场建设上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9 个规划牧场中 7 个已基本建
成，5 个正式运营；基础能繁母牛存栏
14291 头，生鲜乳日产量稳定在 205 吨
左右，日产值约 84.3 万元。项目运营
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还提升了生态与
社会效益，为全州特色农业现代化树
立了典范。

陈真永强调，“8+1”万头奶牛示范

牧场建设，是巩固大理乳业全省领先
地位、强化南方区域优势的关键举措，
也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补齐高端
优质奶源短板、保障重点乳企有机原料
稳定供应的民生与战略工程。全州各
级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握
机遇，紧扣时间节点，加快牧场建设运
营，为龙头乳企提供优质充足奶源。要
坚定信心，高标准、实举措推进项目，擦
亮大理乳业招牌，让“大理好牛奶”成为
云南绿色食品名片。

陈真永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施策，强化资源要素统筹，深化政企
协同，细化任务清单，加强组织协调，确
保 2025 年内所有牧场如期建成投运，
为打造“中国好牛奶、大理好品质”区域
品牌筑牢基础，推动大理乳业迈向价值
链高端。

杨泽亮出席会议。州级有关部门
和相关国企主要负责人、各相关县政府
分管领导、有关乳企负责人参加会议。

陈真永主持召开全州“8+1”
万头奶牛示范牧场建设专题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