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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是我国西南生态屏障和北回归线上的生态绿洲，自实施林长制以来，普洱市认真贯彻“两山”理念，突出发挥
森林“四库”作用，以“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为抓手，在“绿色指挥棒”下，森林资源稳步提升，人民幸福感进一步
增强，走出了一条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的生态发展之路。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奚 川 江  文/
图）   用好生态优势、做好生态文
章、发展生态经济是现代林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近年来，
西盟佤族自治县立足资源禀赋、特
色优势和市场需求，坚持保护优
先，盘活森林资源，做好林产业文
章，全力以赴谋划推进现代林产业
发展。

时下，正是种植桉树的黄金时
期，在勐梭镇勐梭村桉树苗圃基
地，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选苗，筛
选出来的树苗被整齐装进塑料筐，
经过浸泡药水后，搬运上车送往各
乡（镇）的种植基地。

在力所乡力所村、南亢村 3000
余亩速生丰产林基地，几十名群众
正忙着桉树幼苗栽入坑中。

“以前在外省打工，离家很远。
现在就在家门口务工，照顾老人小
孩、挣钱两不耽误。”新厂镇代格拉
村村民岩枪边挖树坑边说。

新厂镇代格拉村 300余亩现代
速生丰产林基地里，成片的桉树枝
叶茂盛。从高空俯瞰，树木整齐排
列、随风摇摆，层层叠叠的绿意铺
满了山坡沟壑，长势十分喜人。

据西盟鑫祥林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合作种植速生
丰产林 12000 亩。2023 年，合作种
植的 7000余亩完成砍草、施肥。今
年新植的 6000余亩现已完成挖坑、
施肥等工序。”2023年以来，公司吸
纳本地群众就业 300 余人，发放工
人工资 450 万元，助力群众就地就
近就业。

西盟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
在充分尊重经营主体（农户）意愿
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平等、公平、
诚信的原则，采用“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土地
入股”的合作模式，做到政府受控、
投资方有信心、企业有底气、企业
和林农实现利益共享、集中规划、
统筹发展。

据西盟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
人员介绍，西盟县今年现代林种植

任务面积为 18261 亩。截至目前，
已完成采伐面积 18321 亩，清山炼
山 15719 亩，整地挖穴 8960 亩，施
基肥面积 5907.4亩。

西盟县将全力推进 10 万亩速
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加大林下产品
开发，推进林产品初级加工向精深
加工转化，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林
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加群众收入，
进一步推动全县现代林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吴谨江  宋丽
娅   文/图）   在镇沅彝族哈尼族拉
祜族自治县振太镇黄梨村的重楼
种植基地里，李东北正在遮阴网下
查看重楼出苗状况。

李东北是镇沅滇朴中药材种
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成立公司之
前，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行业。“村
里多年来都没有能形成规模的产
业，我一直想找到适合本村发展的
产业。”2009年，李东北开始试种重
楼，虽然周期长，但良好的效益让
他看见了希望，李东北下定决心回
家乡创业。

2018年公司成立初期，公司股
东到各地种植基地学习种植技术，
回来后一起总结、摸索种植方法。

“种了 10 多年的重楼，光育苗就投
入了几十万元，2019年才开始大面
积育苗。”

如今，种植中药材不仅为公司

创造着可观的经济收益，也带动了
周边的村民共同致富。梁秀云家
是黄梨村种植重楼最多的一户，
2020 年至今，种植面积已有 30 亩。

“我在帮公司管理的期间看到了效
益，有了自己种的想法，但又怕失
败，李东北告诉我，他们可以提供
技术指导，并且按市场价回购销

售，我才下决心自己种。到现在，
卖籽收入已有 8万元。”梁秀云说。

以“公司+基地+农户”互惠互
利、互促发展为原则，通过农户种
植中药材，公司无偿提供技术指
导，配售肥料、农药，并按市场价回
购销售，李东北帮助不少黄梨村村
民走上种植中药材的致富之路。

此外，公司每年提供临时就业岗位
4000余人次，并且长期聘用部分工
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难
题。

截至目前，镇沅滇朴中药材种
植有限公司的基地种植有滇重楼、
滇黄精、吴茱萸等 6 个品种的中药
材共计 600 余亩，年产值 200 万余
元，带动周边 80余户农户种植江西
中花吴茱萸、滇重楼 500 余亩。公
司还充分利用资源，探索出了用松
毛育苗的方法，形成了一条集收、
运、售于一体的中药材产业链。

2024 年 2 月，李东北被评为云
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先进个人，成
为推动黄梨村中药材产业发展的
能手。在镇沅县，正涌现出越来越
多像李东北一样的农村致富带头
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寻找致
富之路，以“头雁”敢闯敢做之姿，
引领乡村振兴大步向前。

本报讯（记者  李超   文/图）   
7 月 13 日，由普洱咖啡协会、中国
普洱咖啡杯世界虹吸壶大赛组委
会主办，普洱爱伲庄园咖啡有限
公司，北京泰谷咖啡公司承办的
第八届“中国普洱咖啡杯”世界虹
吸壶大赛明星挑战赛暨首届中国
咖啡感恩节在普洱爱伲咖啡庄园
举办。

作为国际七大咖啡赛事之一
和虹吸壶领域权威的世界级赛
事，本次赛事不仅是国内虹吸壶
咖啡技艺的较量，更是普洱咖啡
向全球展示其独特魅力的重要窗
口。比赛中，选手统一采用在
2024云南普洱咖啡生豆大赛中获
得水洗和日晒组双料第一的爱伲
瑰夏咖啡豆，在限定时间内，制作
6 杯综合热咖啡和不含酒精的创

意咖啡。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中国

普洱咖啡”明星队的南鹏以 450.5
的高分获得冠军，将代表中国大
陆咖啡师出征世界虹吸壶大赛。

比赛期间，还举行了首届中
国咖啡感恩节圆桌咖啡论坛，邀
请了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
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
宏，云南省咖啡产业专家组组长
夏兵，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
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咖啡创新团
队资深首席科学家、研究员黄家
雄等咖啡专家、学者、企业家，就
如何将普洱咖啡打造成为国际知
名的咖啡品牌，普洱咖啡在全球
咖啡市场中的定位、品牌建设、文
化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
行探讨交流。

第八届“中国普洱咖啡杯”世界
虹吸壶大赛明星挑战赛在普洱举办

李东北：种植中药材敲开致富门

西盟县加快林产业发展  拓宽生态富民路

践行“两山”理论  绿起来富起来

竹林摇曳间，清风解暑意。在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湖畔百竹园内，
聊城市禾木竹子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钟道军正和同事观察试验苗长
势。“等这批南方新竹通过‘北方考
试’，就能‘安家’了。”他说。

百竹园是东昌湖国家湿地公
园的一部分，占地约 300亩，现有竹
子 70多种、近 30万棵，是我国北方
少有的竹林、市中心四季常绿的

“天然氧吧”。
然而这里曾是竹子生长的“禁

区”——盐碱涝洼地。钟道军说：
“10 多年前，一到冬春盐碱就泛出
地面，地上如同盖着一层雪。现在
竹子活了，公园美了，很多人来散
步遛弯。”

改变源于国家“南竹北移”工
程和林业人的不懈努力。“南竹北
移”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旨在
将南方耐寒性良好的竹类品种移

植到北方地区培育扩繁，以支援北
方生产建设。

聊城是较早开始试验的地区
之一。聊城地处鲁西黄泛冲积平
原，由于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形成
大面积黄河故道，部分土地沙化严
重。“最初，我们将少量淡竹、早园
竹、黄古竹等引入公园一角，大伙
观察到竹子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
快、能防风固沙，十分欣喜。”聊城
市林业发展中心主任郭喜军说。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
案馆的资料里，记载着当地“南竹
北移”的历程：1959年，从浙江引进
淡竹一、二万斤试种，多数竹根不
发芽或发芽后枯死；1979 年，引进
淡竹 120墩种于林场，生长较好，每
亩栽植 40墩，沙壤土适宜种植……

“几十年来，在引进耐寒性强
的品种，科学确定栽培密度、管理
规范的同时，加强科研攻关，不断

试验、反复试错，破解了一些技术
瓶颈。竹林产生的大量优质竹根
水还有效改善了地下水水质。”郭
喜军说。

近年来，聊城成功培育驯化出
耐盐碱竹子品种，积极开展竹种质资
源评价和良种选育，推进北方竹种质
资源库建设，为北方竹子发展提供优
质种源和技术支撑。目前，全市竹子
种植面积 3000余亩，建立了以百竹
园为主要栽培地的 5处竹种质资源
圃，打造了沿黄竹林风景线。

从“种绿护绿”到“享绿用绿”，
“南竹北移”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
效益持续释放。走进冠县国有毛白
杨林场，一片杨树、竹子混交林长势
正旺。林场场长申中文说：“在低效
林的林下空间种植竹子后，形成‘上
杨下竹’竹木混交复层群落，不仅可
以改善小气候，提高林业稳定性和
抗逆性，还解决了北方杨树落叶后

冬季缺绿的景观问题，提高了林场
生态文化服务功能。”

“新绿”不断蔓延。记者了解
到，聊城定期开展“送竹子进万家”
活动，向喜竹、爱竹群众赠送竹苗，
一些村庄开始在房前屋后栽竹子，
让边角地“长出”绿意。此外，作为
农业大市，聊城 206 万亩设施农业
中用竹竿建造的大小拱棚有 130余
万亩，竹竿用量总价值达 40 多亿
元，不少企业、合作社看到竹产业
的发展前景，积极生产销售竹材。

“推动竹生态、竹景观、竹文
化、竹产业融合发展，让‘南竹北
移’‘以竹代塑’与乡村振兴、生态
旅游、业态创新等更好结合，以竹
为‘媒’更好地服务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聊城市副市
长王刚说。

新华社记者张力元
新华社济南 6 月 20 日电

他山之石

山东聊城：“南竹北移”绿生金

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赵
伟）   7 月 10 日至 12 日，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宗国英、李文荣带队
对普洱市贯彻实施《云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鸿参加部分检
查。

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墨
江哈尼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
联珠镇碧溪村曼海村民小组，镇
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下脚
马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镇沅河畔
夜市项目所在地和镇沅八鼎茶叶
有限公司，云南普洱国资有机茶
业有限公司、普洱市思茅区森盛
林化有限责任公司，西盟勐梭龙
潭景区、西盟鑫森木业有限公司、

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秧洛村博
航十组，深入了解普洱市“政务、
创新、市场、法治、人文”五大环境
建设情况，全省营商环境大会提
出的八个方面工作推进情况和普
洱市贯彻实施《条例》情况等。

执法检查组强调，优化营商
环境，事关云南高质量发展全局，
事关民生福祉。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论述，落实全省优化营商
环境大会精神，不断增强优化营
商环境的使命感、责任感，加强对
《条例》宣传贯彻，进一步提升政
务服务的效能、推动惠企惠民政
策落地落实，努力建设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
云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
赴普洱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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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普洱学院持续打造特

色校园文化，扶持学生文化社团，
开展文化百讲、普洱美食文化进
校园、东盟美食文化节、咖啡文化
集市、校园配音秀大赛、“迷你”马
拉松赛、民族啦啦操邀请赛等多
种覆盖全校师生的文体活动，致
力于构建学校、学院、班级、社团
等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校园
文化发展格局。此外，普洱学院
还成立了融媒体中心，初步形成
了网、微并重，文字、图片、视频、
音频组合，中文、老挝语、泰语同
步的宣传矩阵，成为展示学校形
象、提升校园文化影响力、发布校
园资讯的主要载体。

党建引领
育人培优更有“厚度”

2024 年 6 月 25 日，“学创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组
委会公布了 2024 年“学创杯”全国
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云南省
赛区获奖名单，全省 26 所本科高
校、227 支队伍参赛，普洱学院代
表队凭借出色的创意、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卓越的团队协作能力，
最终获得本科组云南赛区二等奖
5项的好成绩。

作为扎根祖国西南边疆民族
地区办学的高校，普洱学院不断
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聚焦高质
量人才培养体系，将党的建设与
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举措同谋
划、同部署、同落实。积极主动
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调
研学科专业布局，持续优化学科
生态，把学校打造成服务地方的

中坚力量、研学的重要基地、服
务乡村振兴的新锐骨干，在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
为、作出新贡献，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学校党建与人才培养
工作实现深度融合，青年学子们
成长成才的获得感有了质的提
升。

学校还不断优化机构设置，
持续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目标管
理的关键指标，高质量高标准培
养选拔干部，选好“领头雁”，把党
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转化为推
进课堂教学、科研立项、组建团队
等工作的强大动力，不断提高教
学科研水平。2024 年，普洱学院
国内考研录取 144 人，较 2023 年
增加 39人。专升本以来，超过 100
名本科生到清莱皇家大学等东南
亚著名大学深造。同时，就业质
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毕业生年
终就业去向落实率始终保持在
97％以上。

同时，紧扣地方优势特色产
业，通过开展校地、校企、校校合
作，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先后获批老挝研究中心
国家级平台 1个，云南咖啡品质优
化及价值提升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等省部级科研平台 9个，云南省高
校力学开放重点实验室等地厅级
科研平台 10 个，建成 2 个院士工
作站和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
院、绝版木刻研究院等一批内设
研究机构，努力探索一套贯穿职
业教育、职业培训、技能培养、技
能大赛、技能提升全过程的人才
培养机制，为不同层次学生提供
多样化成长成才通道，为普洱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
质人才。

青春扬帆  善学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