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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正
松）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紧扣“一轴三环一
廊一带”旅游路线，按照“一
乡一特色、一村一风情”发展
思路，加速推进全域旅游点
线面串联，为发展乡村旅游
夯实了基础。

启动建设磨黑滇南盐都
旅游小镇、普洱民族团结小
镇、普洱府茶文化小镇、那柯
里茶马驿站小镇。民族团结
园获批3A级景区，那柯里茶
马驿站申报创建 4A 级景
区，那勐勐旅游度假区、普
洱府茶文化小镇、普洱民族
团结小镇建设有序推进，困
鹿山皇家贡茶园项目启动
建设，无量山（南）森林康养
基地成功申报“全国森林康
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一
部手机游云南”宁洱版块与
全省同步上线，智慧旅游大
数据平台逐步完善。截至
2020年，全县打造乡村旅游
示范点19个，建成民宿客栈
60余家，茶马古道保护利用
设施建设完工。在全县游
客聚集公共区域、主要乡村
旅游点、旅游小镇、旅游景
区（点）、旅游度假区、旅游
交通沿线、加油站点、充电
站内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同时，全力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和“美丽县城”
建设，更换了一批垃圾收集
容器，乱停乱放、占道经营
治理有效，集市、餐饮管理
更加规范。

作为一种城市反哺农村的新
兴旅游形式，乡村旅游是农业生
产与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随着
城镇化速度加快，不少长期生活
在“快节奏”里的人们渴望亲近田
园，回归乡村，享受“慢生活”。无
论是果实采摘、池塘垂钓，还是在
特色民宿、农家院落里共享亲子
时光，以体验、互动为主的乡村旅
游受到了城市游客的欢迎。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新农村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从农业层面来

看，乡村旅游是一种与环境保护
冲突最小的“农业产业”，可以算
作是“生态产业”，不仅能带动第
三产业，还能促进第一产业；从农
村层面来看，乡村旅游提倡合理
利用当地特色旅游资源，注重打
造优美景致，有利于农村人居环
境的改善；从农民层面来看，乡村
旅游进一步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营造
了和谐富裕新家园。

发展乡村旅游，其时已到，但
“做好”乡村旅游，却仍然“路漫
漫”。确保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秉持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
一。其次要合理规划利用资源，
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同步规
划，避免后期造成冲突与矛盾，杜
绝模仿开发、盲目开发、过度开发
等不良现象，充分认识到部分不可
再生资源的宝贵性。最后要突出
特色打造精品，做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围绕乡村亮点，彰显乡村
底蕴，让游客领略到本土风俗与文
化，在独特的体验中感受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的“乡愁”。 （马洁）

本报讯（通讯员 王蕾）近
日，普洱市举行云南省技术经
纪人（普洱专场第二期）培训
班，培训班开设路演环节，这
是技术经纪人在全省的首场
路演。

据了解，技术经纪人路演
与创新创业大赛不同，创新创
业大赛侧重对企业或组织创新
创业能力的评估，路演侧重评
估技术经济人对理念、技术、成
果、产品的推介。本次路演采
取自愿报名的方式，从供需挖
掘、创新思路、技术应用、解决
问题、推广前景、路演创新、现
场表现七个方面进行，测评内
容包括技术经纪人对路演需
求挖掘是否充分，视角是否具
备独特性，新技术、新工艺、新
产品和新服务等的体现程度
是否到位，在推动解决问题时
作用发挥是否明显等。

参加路演的学员采用PPT
演说、视频播放、现场展示等方
式进行，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
角逐，来自普洱富民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的陈舰飞荣获第一
名，参赛题目为“咖啡无水加工
工艺及配套设备”；来自普洱联
众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谢
蓝华、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农科局的相罕章分获二、
三名。此次路演环节的创新设
置，不仅丰富了培训内容，提高
了学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还
增进了企业与科研单位、各企
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云南省技术经纪人路演在普洱完成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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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鲁海杨）
近日，思茅区召开 2021年“党
建引领精准支持小微企业 助
力乡村振兴”政银企融资对接
座谈会，推动区域政银企良性
互动和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夯实
对接机制；健全完善银企信息
双向通报机制，定期向金融机
构推介思茅融资项目，定期组
织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不断
优化完善政银企对接模式，积
极争取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项
目建设、小微企业发展、乡村振
兴等的信贷支持。要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落实好“减费降税”
政策，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

最大限度减少审批环节，加强
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涉企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为企业融资
提供信用支持。要进一步强
化服务保障，继续加强与金融
机构的沟通协调和对接服务，
及时帮助解决金融工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在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上持续加力。

据了解，本次座谈会上，共
有 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 9家
企业现场签订了融资协议，融
资金额 2.38亿元；并与 107户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意向达
成融资金额总计 6.14亿元，其
中，小微企业 83户，意向融资
金额 5.88亿元，个体工商户 24
户，意向融资金额0.26亿元。

思茅区搭建政银企对接融资桥梁

本报讯（通讯员 饶艳怡
张理） 近期人，农发行普洱市
分行与全国 1830个营业机构
同步开办手机银行业务。截至
11月 24日，该行全辖 5个营业
机构均成功协助客户通过“农
发企业银行”App办理首单跨
行转账汇款业务，客户使用体
验良好。

农发行手机银行业务是指
农发行通过手机银行渠道向客
户提供账户管理、转账汇款、资
金管理、预约填单、企业生态等
服务，同时基于移动智能终端
优势为客户提供网点列表、智
能客服等特色增值服务，为企
业客户打造 7×24小时便捷移
动金融新体验。

农发行普洱市分行全面开通手机银行业务

阳光温暖的日子里，笔者给
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在普洱沉浸式
打卡的特色村落，感受乡村烟火
气，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乐趣。

思茅区：大芦山
大芦山位于思茅区云仙乡，

最高峰海拔为2154米。这里非常
适合露营，大家可以一起登高望
远，一起看云、数星星，清晨的云
海，还有风吹过大地的清爽，都是
如此地轻松惬意。

墨江县：克曼村
如果在深秋时节走进墨江哈

尼族自治县联珠镇克曼村，哈尼
梯田金灿灿，扑面而来泥土香混
合着稻子的清香，给人一种沁人
心脾的感觉。在这里，还可以领
略到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
聆听哈尼牛皮大鼓响彻云霄。

宁洱县：德化镇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德化

镇，有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正元故居，更有千亩水果
园、生态茶园、绿荫塘、马鞍山瀑布
等景观。春来德化，百花争艳；夏
临德化，绿意盎然；秋看德化，果实
累累；冬到德化，年味飘香。

镇沅县：秀山村
行走在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

族自治县振太镇秀山村，蓝天白
云下，翠色欲流的庄房河漫滩，一
方绝美草甸在大地上铺展开来。
漫步在四十八道河与澜沧江交汇
处滩涂草地，仿佛走进了一幅色
彩靓丽的草原油画之中。

景东县：黄草岭村
景东彝族自治县锦屏镇黄草

岭村，地处无量山腹地，山高谷
深，风景秀丽。在这里尝一匙果
香沁脾的土蜂蜜，喝一口甘甜清
冽的山泉水，然后在厨房传来的
柴火哔啵声中，一桌子生态美味
携香而来，搭配当季野菜，再来上
一锅生态土鸡，怎一个香字了得！

景谷县：纪家村
纪家村位于景谷傣族彝族自

治县景谷镇，是明朝年间纪家建
立的一个世族部落，前清进士纪
襄廷的故乡。村落建筑多为四合
院比邻排布，道路户户相通，建筑
延续传统汉族民居风格，古典大
气，门窗雕栏刻凤，多有题词刻
字，屋檐工艺精湛，保存完好。

孟连县：贺哈
贺哈村民小组地处孟连傣族

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勐马镇南
面。贺哈村民小组拥有独特的民
族文化，寨子依山傍水，鸟语花
香，古朴宁静。在这里可以观看
傣族村民表演的“山神舞”“女子

刀舞”等非遗节目，可与村民们纵
情联欢，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澜沧县：大歇场
大歇场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糯扎渡镇东部。崇山峻岭、古
道悠悠，曾经的赶马人不约而同
地选择在这里停留，人气聚集，久
而久之形成了小村落。极目眺
望，清一色的红泥院墙、黛瓦飞
檐、或褚或暗红的怀旧色梁檐木
栏、亭台楼宇村居错落有致。

西盟县：永俄寨
永俄寨是西盟佤族自治县阿

佤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自然村
落之一，寨内一幢幢小楼格外显
眼，远处茶山若隐若现，宛如一
幅闪现在云雾缥缈中的水墨画。
比景色更撩人的，是美食的味道，
烤茶、烤乳猪、佤族水酒、佤族稀
饭 ......凡是尝过这里原生态美食
的，心中自是留有一方记忆，时常
惦念不忘。

江城县：曼滩村
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

董镇，有一个被人们称为“一眠不
思何时醒”的居世福地——曼
滩。这里干栏式的傣家楼成群，
依山而建，撒落在整董镇的山坳
里，独特的屋顶层层叠叠。曼滩村
寨历经百年沧桑，融合多元文化，
民风民俗独特，充满无限生机。

村美、民富、产业兴……这是
乡村旅游所呈现出的振兴图景。
近年来，普洱市各地依托生态和文
化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乡村旅游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推动实现全市乡
村旅游规模由小到大、布局由分散
到聚集、业态由单一到丰富的转型
发展，乡村游正在成为行业中“吸
粉儿”的主流力量。

那柯里村位于宁洱哈尼族彝
族自治县同心镇，因为山陡地少，
当地村民一度纷纷外出打工。
2007年 6月，宁洱发生6.4级地震，
那柯里是重灾区。尽管震后恢复重
建，政府帮村民盖好了房子，可对于
未来，大家心里依然没底。

“做好茶马古道大文章！”经过
反复调研，当地确定了发展思路。
宁洱曾经是普洱府衙所在地，从这
里始发的条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
远销八方。

10多年来，宁洱县着力打造那
柯里旅游，修缮恢复茶马古道，鼓
励村民建新民居，一个以“产业聚
集、文化多元、乡愁浓郁、生态优
美、特色彰显”宜居宜业宜游为建

设目标的云南省级特色小镇——
宁洱·那柯里茶马古道小镇呈现在
世人面前。

为让乡村旅游更有味，村里还
通过举办“茶马古道乡村旅游文化
节”，组织开展丰富的乡村文化旅
游活动，如骑山地自行车，户外古
道徒步走，趣味捉鱼抓鸡摘果子
……前来体验的游客越来越多，村
民都说：“是乡村游让村子活起
来。”

如今，那柯里的“农家乐”由
2007年前的 3家发展到现在的 26
家，民宿客栈 9家、特色小吃 6家、
民族手工艺品店 5家、茶庄 4家，日
均接待游客2000余人，每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4000余万元，2020年那柯
里村共接待旅游人数61.3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53亿元，人均纯收
入达到18500余元。

像这样的乡村旅游点，近年来
在普洱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乡
土乡韵带来了美好“钱景”。

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能重现
盎然生机，而乡村旅游则是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近年来，普

洱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
件，进一步明确乡村旅游发展方向、
目标任务、责任区分，提出土地供
应、投资融资、人才保障等一揽子政
策措施，为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同
时，把乡村旅游发展融入生态文明
建设统筹推进、整体发力，努力走出
一条青山原形、绿水原味、文化原真
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生动体现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富民力
量，乡村旅游实现了从旅游业“配
角”到“主角”的转变。

来自北京的陈荔已经不止一
次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
迈山。这里对她来说，更像是一个
远方的家。“虽然只待几天就走，但
上山采采茶，看看云海，那种体验
是都市生活里找不到的。”陈荔说，
每次到景迈山，都会选择到景迈人
家客栈休憩，当朝阳穿过山里的晨
雾时，和其他客人们三三两两围坐
在火炉旁，在小院里喝茶、聊天。

“大家都很喜欢感受这里独有的乡
村生活。”

景迈人家的老板仙贡说：“自

景迈机场通航后，这个位于中国西
南边陲的村子与外面世界的距离，
一下子被缩短了许多，来景迈山的
游客越来越多。”

如今，到景迈山旅游已经一年
四季皆有景，许多省外的游客，都
喜欢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
星期，体验田园生活，独享乡野情
趣，游客从“走马观花”到“下马住
店”，完成了从最初的观光、休闲、
度假的转型，正在向乡村生活深度
体验时代跃升。

截至目前，普洱乡村旅游景点
已达60余处，其中国家级4A景区4
处，3A景区 8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4个、省级旅游示范县 2个，省
级旅游名镇 3个，省级特色旅游村
12个，省级民族特色旅游村寨 10
个，4星级以上民宿11家,非遗就业工
坊21个，乡村旅游人数占比近六成，
越来越多的乡村吃上了“旅游饭”。

看普洱乡村旅游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马洁

从配角到主角从配角到主角

发展乡村旅游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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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乡村游：沉浸式打卡乐在其中
▱通讯员 朱正

随着旅游的转型升级随着旅游的转型升级，，景迈山已成为游客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景迈山已成为游客们休闲散心的好去处。。（（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承吉王承吉 摄摄））

（上接第1版）在这期间，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履行职责、积极作为，为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大
家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深入
调查研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
数据安全管理保障国家信息安
全等诸多方面，建睿智之言，献
务实之策。各民主党派中央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
新启动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
主监督。全国工商联深入开展
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积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
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习近
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
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明年将召开
中共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前，
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改
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
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提出了 3点希望。

一是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中
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始终
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
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
运用到参政履职实践中去。二
是希望大家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国际经济形
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工作重
点聚焦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充分激发广大成员干事创
业的热情，聚焦世界科技前沿、
国家科技短板、科技核心领域，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数字经济
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监督，推
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三是希
望大家及时把握广大成员和所
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主动开
展针对性政策解读和思想引导
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民主党
派、工商联换届工作，选好配强
中央和省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
子，深化政治交接，始终同中国
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前行。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
春华、尤权、王勇、肖捷、何立
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
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阻、刘
新成、何维、邵鸿和李钺锋、黄
荣、马学平等。

本报讯（通讯员 朱正）
近日，2021年中国体育文化博
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举
行各获评项目颁奖仪式，云南
推选出 50个体育旅游精品项
目和25个体育文化优秀项目，
最终有8个入选2021全国精品
项目。其中，澜沧拉祜自治县
糯扎渡大江野钓邀请赛获评全
国体育旅游文化精品。

糯扎渡库区位于澜沧县糯
扎镇澜沧江水域，环境优美，鱼
群丰富。糯扎渡库区野钓钓区
可分为上下片区钓点，每个片
区设置服务旅社10至15家，能
够满足承接省级赛事要求。澜
沧县糯扎渡库区野钓大赛已经
成功连续举办六届，每届参加

赛事运动员达 200人次以上。
为广大钓鱼爱好者搭建了一个
相互切磋、交流钓技的平台，增
强了糯扎渡库区吸引力，提升
了澜沧知名度，有效促进了渔
业产业、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
的融合发展。

近年来，普洱市以“体育+
旅游”的构建模式，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海拔高
度，积极打造户外运动目的地，
普洱马拉松、墨江北回归线大
江野钓、澜沧江糯扎渡大江野
钓、小黑江漂流、吊钟山滑翔伞
户外基地、花山攀岩户外基地、
无量山省级户外运动、大芦山
户外摄影基地等户外运动产品
项目影响力日渐扩大。

澜沧县糯扎渡大江野钓邀请赛
获评全国体育旅游文化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