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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区位
优势，成为发展咖啡产业的理想
之地。近年来，孟连县抓住  咖啡
产业的转型发展机遇，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大
力打造精品咖啡，促进咖农群众
增收致富。

近日，孟连桥安咖啡贸易有
限公司咖啡脱壳车间一派繁忙，
公司负责人金涛 正带领工人加班
加点加工咖啡豆，查验等待发货
的咖啡豆，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咖啡精品豆。

“  今年我们公司加工咖啡商
品豆 6300多吨，其中 70% 是精品
咖啡，都是机械化自动化加工，咖
啡品质很稳定，在市场上很受欢
迎，今年的订单也逐步增多了。” 
金涛 说。

孟连桥安咖啡贸易有限公司
种植咖啡面积 5000多亩，公司坚

持走精品咖啡路线，以提高咖啡
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加咖农
收入为着力点，先后对 300 亩咖
啡园进行中低产咖啡园改造，对
500 亩集中连片的咖啡园进行标
准化示范种植，有效提升  了咖啡
产量和品质。“ 通过改造提升 和标
准化的建设，咖啡亩产增加约 300
公斤，鲜果的质量也提高了。” 金
涛 说。

在对种植环节进行优化的同
时，公司还对咖啡加工厂进行提
升改造 ，投入 1000多万元建设自
动化精品咖啡生产线，通过机器
自动化筛选，生产出的咖啡精品
率达到 70%以上。公司转变发展
思路，走精品咖啡路线，提升 传统
产业活力只是孟连县咖啡产业发
展过程的一个例子。

近来  ，到孟连洪安村联斯达
山泉咖啡庄园打卡成了不少市民
游客的新选择 。

“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咖啡也
好喝，在这里喝着咖啡，望着远处
山林间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 
游客罗翠芳说。

“ 我们的庄园建成后，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来这里喝咖啡，每天平
均客流量有 5到 6桌，周末能有 20
桌左右。” 咖啡庄园负责人叶青说。

作为全国小粒咖啡重点产业
基地县之一，目前，孟连县咖啡种
植面积 11.06万亩，带动 6万余人
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 2万余元。
近年来，孟连县通过标准化种植、
精品化加工、庄园化发展、多样化
联带 等措施，按照“ 企业+基地+农
户” 等合作模式，引进和培育 20
余种咖啡优良品种，推广种植咖
啡新品种 3800 亩。通过对咖啡
鲜果分批分级采摘，分级承装，分
别  加工，以及加大新型绿色环保
加工技术工艺和设备装备推广力
度，全县咖啡鲜果加工能力大幅

提高，每年可处理鲜果 10 万吨。
此外，累计投入 7000 余万元，重
点打造了芒冒、芒展、桥安等 6个
咖啡庄园。2023 年，孟连县精品
咖啡主题街开街，加大了“ 普洱咖
啡·孟连精品” 的推广力度。一系
列措施的有效实施，推动了孟连
县咖啡产业提质增效，让传统产
业 焕 发 出 新 活 力 。 2022 年 至
2023 年产季，全县咖啡生豆产量
达 1.01万吨，咖啡精品率达 56%。

“  我们将继续抓住咖啡精品
率这一核心，以精品咖啡主题街
和精品咖啡庄园为两翼，探索推
行‘ 农文旅研学+’模式，建设涵盖
咖啡现代化种植基地、咖啡初精
深加工示范园、研学研发中心、品
鉴展示中心、民宿为一体的咖啡
现代产业园，推动咖啡产业融合
发展，把孟连打造成名副其实的

‘中国精品咖啡第一县’。” 孟连县
茶特中心副主任陈梅说。

在村里喝咖啡，正在成为一
种新的时尚。在思茅区，各色乡
村咖啡馆和本土特色民宿、风景
相结合，给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当诗和远方变得亲近，咖啡
这个“万物跨界”的好搭子，让返
乡青年和乡村振兴的浪花激荡出
更多的涟漪。

风雨桥咖啡馆是一家集民
宿、餐饮、茶室于一体的乡村咖啡
馆，占地 900 平方米，开窗即是
景，出门即是院。傍晚时分，晚
霞、虫鸣、微风，大自然的一切美
好包围着这里，与好友一起在这
里享受美食，在天与湖的风景前
打卡合照。

吸引人们纷纷打卡的，不仅
是一杯咖啡。年轻的城市群体希
望走向城市近郊，在慢节奏的乡
村中享受一种精神放松、无拘无
束的状态。乡村咖啡馆凭借氛围
营造、增进社交等特点，正受到城
市年轻群体的追捧。

“咖啡馆紧邻洗马湖，在二楼
能够看到湖的全貌，在这里喝咖
啡感觉特别放松，瞬间远离了城
市的喧嚣。”来自重庆的游客皮成
朋说。

一杯承载着诗和远方的乡野
咖啡，品味的是一份惬意与闲适，
也饱含着店主们的乡土情结。风
雨桥咖啡馆的店主是一对姐妹，
她们曾在城里工作又是咖啡的忠

实爱好者。2018 年，姐妹俩回到
老爪箐创业，并将文化创意与乡
村风情相融合，从民宿布置到咖
啡调配，用心设计了每个细节。

“开业近 5年，客流量最多的
时候，每天有 800 人次，能卖 500
杯咖啡。每逢节假日，叫醒我们
的不是闹铃而是顾客，从早到晚，
店里都是满员状态。”风雨桥咖啡
馆主理人王格说。

在青年与乡村的一场双向奔
赴中，乡村不再是简单的生活、创
业空间，还承载着年轻人的梦想。
小小“村咖”，成为乡村连接城市
的纽带，串联了更多新业态走进

乡村，挖掘乡村资源价值。
王格说，这些年村里一直在

推动村容村貌的提升、完善配套
设施和优化公共服务，让咖啡馆
运营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努力
把普洱咖啡做得更专业，把风景
打造得更美，让更多人来这里和
乡村约会。”她们笑着说，“我们和
村子都会越来越好。”

在思茅港镇那澜村，晴开咖
啡农场就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咖啡
林中。主理人蔡晴开原来是一名
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因为喜欢咖
啡和慢节奏的生活，2009年，从家
乡昭通来到思茅港开起了这家乡

村咖啡馆。
在他看来，乡村咖啡馆不只

是出售咖啡的场所，还是一种生
活和社交方式。“我们希望提供一
个多元化的空间，给村民搭建一
个平台，交流怎样种植咖啡、管理
好咖啡，另一方面，能为从城市来
的咖啡爱好者提供一个放松或交
友的场所。”蔡晴开说。

咖啡不是新鲜事物，但它来
到乡村，便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
池春水。2021 年，蔡晴开带头成
立了晴开咖啡专业合作社，咖农
可通过土地入股享受分红，共同
增收致富，目前已有 23户周边咖
农加入了合作社。“我们不仅卖咖
啡，还种植咖啡，游客在品尝过我
们的咖啡之后，还会把我们生产
的咖啡豆带回去。”蔡晴开说。

一抹“村咖香”，折射出的不
仅仅是咖啡文化的下沉，更生发
出乡村生活的“新烟火”。晴开咖
啡农场的存在，无疑为乡村咖啡
带来了新流量，也让游客感受到
了乡村的转变。

乡村咖啡馆为久居城市的游
客打开了一扇寄情田园的门，也
为乡村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路。在乡村旅游迭代升级中，
来自城市的醇香咖啡与有颜值、
有韵味的美丽乡村正走向融合，
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

思茅：村里飘出咖啡香
▱通讯员  徐晓芳  李悦  文/图

孟连：精品咖啡在路上
▱通讯员  岩三卡  胡贵红  李清清  何忠亮  文/图

本 报 讯（记 者  曾 琳 寓  赵 劲
然）  近日，普洱市政协系统“院坝
协商”工作培训会以远程视频形式
召开。市政协主席陆平通过“数字
政协”平台在线上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主席白海思主持会议，秘书
长王国斌出席会议。        

会上，省政协“院坝协商”行动
指导组办公室成员从“院坝协商”

的重要意义、怎样开展好“院坝协
商”工作、开展“院坝协商”工作应
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了专题辅导。
思茅区、景东县、镇沅县、西盟县政
协围绕“院坝协商”工作开展的情
况、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等作交
流发言。       

会议指出，“院坝协商”工作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
体现，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的创
新举措，也是市政协以协商民主促进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专
门协商机构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
省政协“院坝协商”工作规则，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协商为民，精
选协商议题、做实商前调研、规范

协商程序、深度协商议事、提实协
商建议、注重成果转化、加强信息
报送、规范档案管理、强化典型示
范、抓好宣传总结，推动“院坝协
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       

市、县（区）政协“院坝协商”行
动推进组成员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李妍君）  近
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
县政协、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政协在镇沅县和平镇联合召
开哀牢山生态和旅游共联共管

“院坝协商”议事会，玉溪市政协
副主席周勇、普洱市政协副主席
白海思参加会议。

会前，两县政协聚焦生态环
境保护和民生发展精心选题，针
对两县交界的哀牢山自然保护区
旅游开发和经营管理情况开展调
研，调研中发现旅游规划未衔接、
项目运营宣传联动不足、市场管
理欠沟通等问题。

协商议事会上，调研组通报
了哀牢山生态旅游共联共管调研

情况，政协委员、当地群众从旅游
资源、森林防火、动植物保护开发
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
一一回应。

此次院坝协商，两县达成了
建立交流合作机制、衔接产业发
展规划、串联旅游业态产品、联动
旅游市场管理四个方面的共识。
两县文化和旅游局现场签订了哀
牢山片区文化和旅游互动发展合
作框架协议。

对本次协商议事会议的成
效，两县政协将采取视察监督等
方式跟踪协商成果办理情况，对
难点问题或协商成果办理中产生
的新问题，采取提案、社情民意等
方式持续推动解决。

镇沅、新平两县政协
联合召开“院坝协商”议事会普洱市政协系统“院坝协商”工作培训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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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咖啡产业发展正当时

以资源换产业、以园区聚
产业、以口岸推动产业融入大
循环双循环，我省把壮大“三大
经济”作为发展产业的重要思
路和方法，并以体制机制的改
革创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制度保证，这是我省深化省情
认识，发挥比较优势，服务国家
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当前，“三大经济”的发展
立形渐稳、相连成势，正成为推
动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
擎。但也要看到，我省产业基
础还不牢固，产业链发展还存
在短板和不足，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持
续推动“三大经济”向更高层次
跃升仍然显得十分必要。

要充分发挥我省资源禀赋
和区位优势，因势利导，一体推

进“三大经济”，要真正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口岸
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要把园
区打造成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产业培育的聚集区。要推动
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动
员资源、配置资源到具有比较
优势且生产力水平高的先进产
业中来，提升标准、完善规则，
培育创新驱动力，提升市场主
体活跃度，提高产 品 品 质 ，不
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传统产
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要用
好改革“关键招”，发挥好“有
形 之 手 ”和“ 无 形 之 手 ”的 作
用，大胆探索、大胆创新，让产
业转型升级跑出加速度，更好
地推动云南经济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短评

用好“关键招”  激活“新动能”
▱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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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政策体系
园区经济主引擎作用凸显

把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我省不断健全政策体系，
大力发展壮大园区经济，持续优
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制定赋权
指导目录和主导产业指引，推动
重点产业向园区集聚发展，园区
产业加快延链补链强链，全面提
升开发区能级和水平。

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印发
《云南省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
（2023—2025年）》，同时配套《云南
省开发区主导产业指引》《云南省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办法》，制
定发展目标，提出专项行动任务，
推动开发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批“链主”企业在云南各大
园区落地生根，绿色能源和绿色
制造深度融合。在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砚山县云南绿色铝创新产
业园，园区以云南宏泰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 203 万吨绿色铝项目为
依托，实现铝水 100%就地转化和
铝材就地精深加工；在曲靖市，园
区围绕主导产业，聚焦链主企业，
打通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新
能源电池、绿色硅光伏、绿色铝等
产业发展迅猛。

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大幅提
升。2023 年，我省安排省预算内
投资约 15 亿元、申报发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约 260 亿元，支持园
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国家级及
省级重点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基
本完备。推动 83 宗工业项目“标
准地”落地开发区，“标准地”出让
面积占全省开发区工业用地实际
出让面积的比重接近 30%。

实施园区“管运分离”改革，
探索党委领导、政府引导下的“管
委会+企业”运营模式，80% 以上
的开发区制定并公布权责清单，
全省聘任制公务员设置岗位中开
发区占比接近 70%；出台全省开
发区和滇中新区赋权指导目录，
省级委托、下放 74 项行政职权；
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省
的比重达到 60%；7个高新区累计
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 17 家、占全
省的比重接近 50%。

改革成果落地见效，我省园区
经济主引擎作用逐步凸显。2023
年，全省89个开发区共完成规上工
业总产值14647.77亿元，占全省的
比重达 76.5%；开发区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7%、高于全省 2.5
个百分点；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30.1%，工业投资增长 34.9%。
国家级及省级重点开发区实际利
用外资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30%左
右，全省20个开放型园区进出口总
额占全省的比重达到50%左右。

 推动提质扩能
口岸经济加速对外开放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

位，出路在开放。我省加快构建
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机制，推进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全
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加
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意见，细化制定我省实
施意见。充分发挥口岸作为国
内国际双循环“枢纽”的重要作
用，努力将“经济通道”转变为

“通道经济”，口岸经济加快发
展。

今年 5 月 8 日，《昆明市重点
“飞地园区”跨区域协作管理办法
（试行）》印发，将昆明托管的边境
口岸磨憨所在地中国老挝磨憨—
磨丁经济合作区、沪滇协作的重
要产业园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
作为重点“飞地园区”，加快构建
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跨区域协
作机制。这是继 2022 年 5 月，昆
明托管 600 多公里外的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磨憨镇共建国际口岸
城市后，两地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以改革创新思路统筹联动发展的
又一创新举措。

以中老铁路为突破点，我省
实施通道能力提升、物流枢纽建
设、沿线产业开发和经营主体培
育四大行动，中老铁路运营和沿
线综合开发机制不断完善，通道
与沿线区域经济、产业、贸易融合
发展进一步深化。

将口岸建设作为支撑更高
水平开放、牵引经济转型发展的
流量入口，一系列工作正如火如
荼地展开：口岸建设三年行动加
快推进，智慧口岸建设走在全国

“第一方阵”；“口岸+通道+城镇+
产业+物流”协同发展蓝图出炉
并提速实施，磨憨、瑞丽、河口国
际口岸城市配套服务能力进一
步改善，产业承载能力进一步提
升；优化边民互市监管流程，推
动“互联网+边民互市”模式在中
老、中越、中缅重点口岸全覆盖，
助力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
工。

自 贸 试 验 区 改 革 不 断 深
化，159 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
任务实施率为 100%，共形成 393
项制度创新成果，80 项属全国
首创。

完善沿边产业园区体制机
制，构建“2+3+N”沿边产业园区
发展格局，大力承接产业转移。
瑞丽沿边产业园区内，一批知名
企业先后落户投产达效；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河
口边合区）内，“东部技术、红河面
料、越南服装”“一企两国两厂”生
产正酣……以口岸为纽带、以园
区为载体、以产业为支撑，一批沿
边开发开放新模式在创新探索中
逐渐成形。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将以更
加有力的改革举措挺进深水区，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与决心开路破
局，推动“三大经济”向更高层次
跃升，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注
入活力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