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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普洱迎来了旅游热
潮，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奔赴普
洱，领略普洱的美丽风光，感受独
特的民族文化。尤其是今年“五
一”，普洱各景区人头攒动，游客
络绎不绝。

市文旅局数据显示，“五一”
假期，全市接待游客 207.32 万人
次，增长 33.04%，净增 51.49 万人
次，实现旅游花费 20.5 亿元，增长
36.03%，净增5.43亿元。这些数据
表明，假日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地
方经济蓬勃发展。

然而，旅游热的背后还存在
一些问题。旅游基础设施薄弱依
然是制约普洱假日经济发展的因

素之一。从茶马古城旅游小镇
“人从众”、出行难等现象不难发
现，景区游客拥堵、交通不便等问
题依然时有发生，影响了游客的
体验。因此，加大对旅游基础设
施的投入，改善交通条件，提升景
区接待能力，是当务之急。在旅
游服务质量方面，一些居民、小商
贩存在随意摆摊设点、故意抬高
商品售价等情况。这些短板和弱
项不仅影响了游客的体验，也损
害了普洱旅游的形象。

为了让假日经济在普洱更加
红火，需要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进
一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推出更

多更具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持
续加强文旅宣传推广，提高普洱
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更多
游客在普洱感受“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

发力点之一，是加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对交通、
景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旅
游环境，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旅游
开发，提高旅游设施的档次和水
平。发力点之二，是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要加强对旅游企业和从
业者的监管力度，规范经营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发
力 点 之 三 ，应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优

势，打造一批民族文化体验游、
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更具特色
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的多样化
需求。

此外，旅游与文化、体育、农
业等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推
动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延
伸 旅 游 产 业 链 ，增 加 旅 游 附 加
值。

眼下端午节将至，又一波假
日经济热潮已经在路上。相信在
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普洱
一定能把握时机、乘势而上，想新
招、出实招、加把劲，推出“新意”、
厚植“心意”，让普洱旅游从假期

“火”升级为全年“热”。

让假日旅游经济在普洱更红火
▱董晓斓

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通讯员 
李婷）  日前，位于思茅区南屏镇曼
连社区天干箐村民小组的“梦幻普
洱 欢乐世界”游乐园正式营业，不
仅为游客提供了多样选择，也为乡
村旅游注入了新活力。游乐园营业
期间，曼连社区积极动员当地村民
经营餐饮，让他们享受到“欢乐经
济”带来的客流红利。

“梦幻普洱 欢乐世界”游乐园
作为普洱市首个大型游乐项目，园
区规划了水上乐园、无动力乐园、动
植物园与生物多样性展厅、游乐园、
科普研学基地五大核心板块，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假日期间，

园外开设美食街区，游客在游玩之
余可就近品尝烧烤、饮品、小吃等丰
富多样的美食。

据了解，美食街区的租金收益归
属于曼连社区集体企业所有，参与美
食经营的村民享受到了摊位费优惠，
让游客在玩得开心、吃得尽兴的同
时，当地村民也能在家门口增收。

曼连社区党委副书记林志仙介
绍，“五一”假期期间，美食街 100多
家摊位实现营业额 200多万元。接
下来，曼连社区将持续优化活动内
容，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举措，不断开
发新业态，实现游客尽兴、村民增
收、乡村发展的多方共赢。

思茅曼连：发展“欢乐经济”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杨舒涵）  当
前，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永平镇芒
东村红提种植园的葡萄进入了成熟
期，一串串硕大饱满、晶莹剔透的葡
萄，吸引着游人前来体验采摘。

种植园主人余定武介绍：“我家
种植红提四五年了，每年能售卖两
三吨，每公斤 20 元左右，游客采摘
也能有 5 万余元的收入。”在永平
镇，像这样的自助采摘园还有不少，
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往体验亲
近自然的乐趣。

据介绍，近年来，永平镇通过合
作社、龙头企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等带动，大力发展鲜食玉米、芒果、
番茄等特色产业，探索拓展乡村种
养、加工物流、休闲旅游、娱乐服务

等多元化富民产业项目，着力打造
“育、产、供、加、销、游”全产业链条，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永平
镇充分发挥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乡
村文化的资源特质，打造多元化的

“文旅路线”，不断开发“特色游”“研
学游”“采风游”等新玩法，充分挖掘
乡村美景资源，走出一条集观光、休
闲、体验于一体的新路子。

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永平镇
借助“拿鱼节”“火把节”“三月三”等
节庆活动，把节庆与景点、美丽乡
村等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乡村旅游
精品景点线路，推动观光游向休闲
娱乐、户外运动、采摘体验等方向发
展。

景谷永平：挖掘资源促农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绍容  文/
图）  5 月，漫步在孟连傣族拉祜
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啊村陇
海村民小组，一步一景，不仅可
以欣赏独具民族特色的民居，还
可以品尝炸牛皮、竹筒粑粑等傣
族美食，体验传统傣医疗法，探
索边境之美，领略边境风情。

村民叶呐介绍，随着游客的
增多，她的傣族服装店生意越来
越好，最多时一天能够卖出 12
套服装。记者了解到，随着边境
乡村旅游的升温，陇海村民小组
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旅游饭”。

“近年来，上级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村民
增收致富。”勐啊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相安嫩介绍，陇海村

民小组边境线长 3.5 公里，与缅
甸掸邦第二特区山水相连、人文
相亲，是距离孟连口岸勐阿通道
最近的村寨，打造边境乡村旅游
优势明显。

据介绍，陇海村民小组共有
98户人家，是以傣族为主的少数
民族村寨，现已建成幸福街、团
结街、风情街、戍边街、睦邻街、
民族街 6条特色街道，为发展边
境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陇海村民小组还探索出“边贸+
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大力推
广炸牛皮、跳跳肉、傣族凉粉、传
统手工艺品、傣医药浴等以特色
餐饮、百货为主的第三产业，为
村里的 70 余名青壮年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村民收入。

孟连陇海：
“边贸+文旅”铺就致富路

近日，记者走进普洱茶马古城
旅游小镇，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
致，街边的商铺琳琅满目，游客们
穿梭其中，感受着这座小镇独特
的魅力。转角处，新植的繁花和
古朴的砖墙相映成趣，仿佛在诉说
着这里古老而又崭新的故事。这
是思茅区委书记区长 2025 年重点
领建项目——茶马古城旅游休闲
街区形象提升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写照。

自今年 4 月以来，普洱茶马古
城旅游小镇已完成多项提升内容。
以马帮互市场景和老普洱府元素
融合打造的壁画正式亮相，壁画通
过细腻笔触与艺术化表达，生动再
现了茶马古道上马帮贸易的繁荣
场景，古朴厚重的历史韵味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成为街区标志
性文化景观。这里还展示着普洱
茶马古城旅游小镇的多项荣誉：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云南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云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等荣
誉赫然在列，荣誉墙与壁画相互映
衬，彰显小镇深厚底蕴，又凸显其
在文旅领域的卓越成就。

与此同时，植得市集门头完成
布景更新，整条街区的花箱进行重
新搭配种植，花团锦簇的街道，从
色彩搭配到细节设计均彰显地方
特色，使市集在保留商业功能的基
础上，成为传播茶马文化的重要窗
口。北街莲花舞台改造工程则正
在有序推进。该舞台以茶马文化
为核心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建成后

将实现演出规模扩容，从单人表演
升级为多人沉浸式演艺。下一步，
这里将通过马帮故事实景剧、民族
歌舞展演等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
为游客带来丰富的夜间文化体验，
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据了解，茶马古城旅游休闲街
区形象提升项目，不仅对硬件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还注重文化内涵
的挖掘与展示，随着普洱茶马古
城项目的形象提升，2025 年将有
更多普洱民族文化和茶马文化在

此呈现，碰撞出更多文化的火花。
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也将以更
具普洱文化特色的面貌迎接各地
游客，助力推动当地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成为展示地方文化的亮丽
名片。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记
者  古一平）  记者 20日从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小麦
陆续开镰、油菜籽零星上市，各地
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就绪，旺季收
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初步预计，今年新季夏粮收
购量将达到 2000 亿斤左右，其中
小麦 1700亿斤，早籼稻 250亿斤。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首
战，做好夏粮收购事关种粮农民
利益和粮食市场平稳运行。相关
部门的调度显示，今年以来，全国
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部
分夏粮主产区出现一定程度旱
情，但夏粮长势总体正常。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湖
北、四川等地小麦已陆续上市，质

量总体较好。油菜籽开秤价格同
比持平略涨。早籼稻收购预计仍
将以市场化为主，启动托市收购
的可能性不大。调度显示，河南、
安徽等 6个小麦主产区已累计准
备仓容 1600 亿斤，能够满足夏粮
收购需要。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收储调
控措施共同作用下，国内粮食市
场价格整体稳中有升。下一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围绕

“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
有车运粮”，认真做好收储调控工
作，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小
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激发市场
购销活力，创新优化收购服务，推
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牢牢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今年夏粮收购开秤在即！
各地工作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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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记
者  冯家顺  罗沙）  民营经济促进
法自 5 月 20 日起施行。记者 20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
法有关部门将在审判执行工作中
持续落实好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发
展的决策部署，结合司法审判工
作实际，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
具体实施。

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要坚
持严格公正司法，确保法律正确
实施。持续更新司法理念，在深
刻领会条文的基础上找准着力点
和切入点，切实把法律的基本原
则、价值取向等落实到具体案件
审判执行工作中。完善细化裁判

规则，加强与现行其他法律法规
的协调与衔接，完善法律实施路
径，确保法律适用统一。扎实开
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民
营企业安心发展、放心经营。

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
法治保障合力。用好现有工作机
制，进一步畅通民营企业问题反
映渠道，助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认真听取意见建
议，研究细化落实民营经济促进
法的具体举措。强化以案释法，
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扩大民营经
济促进法出台实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最高法：结合司法审判实际
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具体实施

近年来，普洱市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区域特色，深挖“旅游+”内涵，盘活资产变村寨为
经营场所、用活优势变资源为经营产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了一批旅游新产
品、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推进普洱旅游城市建设

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新妆”迎客  焕发文旅新活力
▱记者  徐一丹  文/图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记
者  彭韵佳  徐鹏航）  记者 22 日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 1月至 4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人次共
1.33亿，金额达 177.92亿元。

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
济可以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人个
人账户、医保钱包转账等方式实
现。其中，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
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省内共济的金额为 177.59
亿元；通过医保钱包转账方式进
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省
共济的金额为 3262.69万元。

据介绍，全国所有省份已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
至“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并实现省内共济。227 个统
筹区已开通个人账户跨省共济。

今年前4个月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共济金额达177.92亿元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
者 2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
网信办发布通知称，在全国范围
内启动为期 2个月的“清朗·优化
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

‘黑嘴’”专项行动，聚焦网络“黑
嘴”伤企乱象，重点整治恶意抹黑
诋毁攻击企业、对企业进行敲诈
勒索、恶意营销炒作、泄密侵权等
四类突出问题。

其中，恶意抹黑诋毁攻击企
业问题方面，重点整治组织、操纵

“网络水军”“黑公关”，联动发布
涉企负面信息，恶意攻击企业或
企业家；开展以商养测、以测养
商、商测结合的虚假不实测评等。

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问题方
面，重点整治利用自身话语权和
影响力，以“舆论监督”“新闻监
督”等名义，要挟企业提供“保护
费”；在企业新品发布、上市、融资
等重要时间节点，发布涉企虚假
不实信息或负面信息，胁迫企业
开展商务合作等。

通知指出，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集中整治网络“黑嘴”伤企乱
象，督促网站平台健全涉企信息
内容管理机制，提升涉企网络侵
权举报工作质效，着力维护企业
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护航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整 治 涉 企 网 络“ 黑 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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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库建设，西盟县河流

治理、饮水工程等也随着水利改
革的深入推进，体制机制的不断
完善，水利事业迈入厚积薄发、加
快发展的新时期。

“过去的河流，大多数都是
‘脏乱差’。如今，都变了。”家住
东城社区的居民娜海是西盟水利
改革的见证者，也是美丽河湖的
受益人。

行走在东城社区勐梭河左一
支流河畔，沿河口袋公园绿树成
荫、花草芳香，河岸栈道上文明标
语、历史典故、名人事迹……不时
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就拿我家旁边的勐梭河左
一支流来说，经过治理，变得干净
多了，许多市民都来散步锻炼。”
娜海说。

60 年来，西盟水利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中的水利问题，水利发展
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从解决群众

“吃水难”到确保群众“喝清洁、卫
生、方便水”；从水库库区移民安
置到加强库区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帮助移民培育长效产业，移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应对干旱
洪涝等自然灾害中，坚持群众利
益至上，千方百计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截至 2024 年末，西盟县已建
成农村饮水工程 507 件，受益群
众达 33643 户 125877 人，有效灌
溉面积达 98600亩。

未来的蓝图已经绘就，城乡供
水一体化项目、东归水库等工程即
将续写奋进，山间飘来的采茶调早
已唱出新篇：“清泉过寨门，佤山四
季春……”这流淌的旋律是绿水
青山的馈赠，是从开山劈石的激
越到润物无声的绵长，更是为民
生幸福折射出的七彩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