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市围绕“高效、优质、生态”发展方向，坚持市场导向，深挖各地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品质、市场前景好的特色农业，全力推
动农业产业升级，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形成了全市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百花齐放”的局面，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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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通过科学布局、政策扶持、宣传发
动、典型带动发展魔芋产业，目前，
全县魔芋种植规模达 1.4 万亩，魔
芋种植户达 1512 户，魔芋种植已
成为群众增收的一个重要产业，有
力助推乡村振兴“加速跑”。

因地制宜谋发展精布局

景谷县委、县政府立足森林、
气候、种植习惯等优势，成立工作
专班，深入开展魔芋种植调查研
究、专家论证及市场考察，摸排出
辖区内林下可种植魔芋面积 46 万
余亩。精心编制《全县魔芋产业发
展方案》，计划到 2030 年全县商品
芋种植面积达到 6万亩；聚焦种源
定植提供、技术培训保障、商品保
底收购、服务体系建立等方面制定
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组织召开全
县魔芋产业动员会议，并与全县 10
个乡（镇）分别签订魔芋产业发展

目标责任书，有效引导、有力扶持
和有序管理魔芋产业。

技术支撑育良种添活力

设立“丁铭魔芋特色农作物种
植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开展魔
芋选育、种植和推广，选育的“兴迈
4号”“兴迈 6号”“云弥 5号”3个产
量高、抗病性强、繁育系数高的珠
芽魔芋新品种，于 2022 年通过云
南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目前
已在全县 10 个乡（镇）推广种植。
借助云南省农科院结对帮扶优势，
成立由 5 名省农科院技术专家组
成的工作组，深入各乡（镇）开展魔
芋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种植技术推
广，现场对病虫害防治、产量测量
等进行技术指导，逐步实现魔芋产
业标准由粗到精，走出了一条规模
化种植、企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的科学发展之路。

招商引资增动能畅销售

积极招引有能力、有资金、有
技术、有市场的企业投资魔芋产
业，整合政策扶持现有加工企业做
强做大，引进湖北恩施天之赋实业
有限公司与景谷惠民橡胶种植服
务专业合作社合作，投资 1.35 亿
元，实施景谷益智乡魔芋精深加工
项目。2021年，建成投产的第一条
生产线，可年加工商品魔芋 1.5 万
吨、生产精粉 1000 吨以上。公司
生产的魔芋产品于 2022 年获得有
机农产品转换认证证书。目前，与
国内外多家知名客商建立稳定的
业务合作关系，产品销往河南、山
东等省，并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
家。

利益联结有保障助增收

突出抓好基地建设、企业培

育、技术推广、产品营销等关键环
节，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聚焦魔芋产业培育，组建种植
合作社 14家，推进精深加工发展。
关注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商品芋以
及魔芋精粉生产，着力提升产品附
加值。组织开展技术培训，邀请专
家现场指导授课，提高种植户技术
水平。10 个乡（镇）均设立魔芋收
购点，按市场价订单式回购产出的
商品魔芋，并给予村集体相应资金
奖励。目前已培育占地 70 亩的种
芋基地 2个、占地 1640亩的商品芋
基地 7个。2023年，商品魔芋完成
加工 7783.98 吨，实现综合产值
4000万元，累计带动就业 2031人。

当前，魔芋产业已成为景谷县
新型特色产业和助力群众增收、促
进乡村振兴的富民渠道。下一步，
景谷县将按照“发挥森林资源禀赋
优势，因地制宜拓展林下产业”的
思路，通过林下种植和玉米地套种
方式把魔芋产业做大做强。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周 芸  杨 朝
虎  周跃忠  王丽娟  文/图）  正值
桑叶茂盛、蚕茧丰收的时节，近日，
景东彝族自治县各蚕茧收购站点
开秤收购，广大蚕农喜迎夏季桑蚕
生产“开门红”。

蚕桑产业因其劳动强度不大、
投资小、见效快等特点，深受广大
养殖户的青睐。开秤当日，在大街
镇蚕茧收购站，蚕农们用车载满蚕
茧前来售卖，工作人员有序地进行
验收。大街镇塘坊村的杨俊从事
蚕桑养殖 20 多年，拥有丰富养殖
经验的他，生产出的蚕茧茧形大、
茧层厚、茧丝长，颇受收购商欢迎。

“今年我家养了 10张春蚕、13张夏
蚕，全年总收入能有 10 多万元”，
杨俊说。

据了解，2024 年，景东县蚕桑
种植面积达 3.5 万亩，预计养殖
80631 张，收购蚕茧将达 3300 吨，
产值超 2亿元。同时，景东县通过
高效蚕桑园建设，桑园机耕路、沟
渠、水肥一体化模式建设，以及培
养桑蚕示范大户、培育蚕桑种养家
庭农场，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
（‘三农’服务部）+农户”经营模式，
加大新丝厂建设力度，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实现蚕桑产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产值超 2亿元！  景东：夏季蚕茧“开秤”收购

本报讯（通讯员  鲍茜茜  文/
图）  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
崇山峻岭中，生长着 2000多亩的甜
龙竹。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竹林
下，一棵棵竹笋争先恐后破土而
出，长势喜人，笋农们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丰收季。

走进澜沧县竹塘乡东主村老
缅大寨村民小组的“云南省甜龙竹
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基地，随处
可见笋农忙碌的身影，卸笋、剥笋、
搬运、分拣、计重、冷藏……一筐筐
新鲜的竹笋通过恒温打包，分拣后
装箱供应市场。

“经过 4年的培育，澜沧县竹塘
乡的竹笋产业趋于成熟，当地笋农
在栽种、管护、采挖等方面已经拥
有了娴熟的技术，供给市场的竹笋
品质都很不错。通过竹林扩充及
品种改良，今年鲜笋产量大大提
升，笋农收入进一步提高。”据澜沧
祥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嵇祥生介绍，目前，公司产品主
要供向餐饮行业和生鲜超市，消费
者对甜龙竹笋的需求量逐年增多，

供不应求。
据悉，“云南省甜龙竹产业乡

村振兴示范园”是由中国工程院士
朱有勇亲自部署和规划，由西南林
业大学和云南农业大学作为技术
支撑，由澜沧祥茂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于 2021年 7
月建立。2022年完成“澜沧县特色
菜笋产业乡村振兴示范推广项目”
实施，示范园面积有 2000多亩。

澜沧县气候温热，雨量充沛，
土地肥沃，具有独特生态环境优势
和林地资源，适宜甜龙竹生长。近
年来，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科
技力量，采用“科技+党总支+公司+
合作社+农户+市场”的竹产业发展
模式，对鲜笋加工进行投资运营，
建设良种繁育基地 50亩、高效培育
示范基地 2000亩、四季采笋园 100
亩；配套建成冷库、标准烤房、采后
处理和初加工周转房、蓄水池及灌
溉管网等基础设施，鲜笋产品通过
有机认证，产品远销江浙沪等地
区，目前已在上海、南京、杭州、广
州等地初步建立了营销网络。

村民李扎丕说：“我家今年已
经采收了 300 多公斤，之后还会有
更多的鲜笋上市。我们村的甜龙
竹品质好，销路不用愁，大伙越来
越有信心了。”

“甜龙竹笋最大的特点就是鲜
甜脆嫩，现有的产量和种植规模还

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未来的产业
空间非常大。通过提质增效，我们
村今年的鲜笋产量大幅增长，成功
地把‘竹山’变成了‘金山’。”澜沧
县竹塘乡东主村党总支书记、村民
委员会主任陈立坤高兴地说。

示范基地 2000亩！  澜沧竹塘：依托科技力量  千亩鲜笋迎丰收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业
高质量发展，关系到社会进步和
百姓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精
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实施农民
增收促进行动”，通过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笔者
认为，要着眼于产业发展、农业拓
展、队伍建设等方面，笃行实干，
善思善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当前，以乡村特色资源挖掘
多元价值，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是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
径之一。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
业，适合是前提。制定产业发展
计划要因地制宜，依托特色种植、
特色养殖、特色食品、特色手工等

方面，打造特色优势明显、产业基
础好、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的特
色产业集聚区，示范引导“一村一
品、一镇一特、一县一业”发展，实
现农产品的特色化、规模化，提高
农产品竞争力，才能带动当地百
姓积极参与，实现稳定持续的增
收 。 同 时 ，特 色 产 业 要 扎 根 于

“土”，体现“特”，还要形成“产”。
要向产业链要效益，做到“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从
地方实践来看，产业链越长、利益
联结越紧密、龙头公司带动能力
越强，乡村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前
景就越广阔。

长期以来，由于多重因素影
响，农业多功能性拓展面临重重
困难。面向现代化农业发展，我
们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积极延伸和拓展
农业产业链，打造电子商务体系，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尤
其要围绕市场需求，通过整合“互
联网+”，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下发挥新动能，依托专业电商
平台，让小农户也能面向广阔市
场，有效定位，精准营销。要利用
移动电商销售平台，帮助农户企
业有效宣传，有效提高农产品的
品牌辨识度和传播效能。同时，
要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生态康养等新兴产业，推动农业
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
业综合效益。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要落在
“人”的身上，厚植爱农情怀、练就

兴农本领，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事关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不仅要搭好“筑梦台”，更要
用好“指挥棒”。首先是建立科学
培养人才机制，打通技能人才成
长通道，积极和高校、科研机构等
合作探索，共同培养发展所需人
才，让乡村振兴人才有“技”可施、
有处可用，切实把论文书写在乡
村振兴的沃土上。其次，要建立
人才奖励机制，确保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不偏向、不断线、不脱档，
促进人才有力接续、合理流动。
最后，要从本地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和民生需求出发，按需引才，精
准育才，确保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与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相配套、相
契合，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魏大良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静）  近
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农产品展
销中心正式运营。

据悉，镇沅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会（以下简称“镇联会”）由全县
5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成立于
2023年 8月，主要开展农产品的生
产、包装、加工、销售、品牌输出等业
务。镇联会成立以来，积极开拓农
产品市场，与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拓宽了镇沅本地农产品的销售市
场，发挥了助农增收的积极作用。

接下来，镇联会农产品展销中
心将以“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客栈+
餐饮+商务”为运营导向，整合镇沅
县农产品资源，着力打造“千家寨
爷号”普洱茶、“镇品沅味”农产品、

“金沅宝”品牌产品，进一步提高镇
沅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助
推县域茶产业及高原特色产业健
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
者  谢希瑶）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负
责人 23 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批发
和零售业市场总体向好，多数业态
稳定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 6月，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6.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7%，占 GDP 比重为
9.87%。商品零售额 20.97万亿元，
同比增长 3.2%。我国批发和零售
业发展稳中有进，为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从批发业看，1至 6月，商务部
重点联系商品市场成交额同比增
长 8.0%，其中生产资料类、工业消
费品类市场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16.6%、7.1%。从零售业看，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1至 6月，限额以上
零售业单位多数业态增速保持稳
定，便利店、专业店、超市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5.8%、4.5%、2.2%。

具体来看，1至 6月，城市客流
稳定提升，商务大数据显示，19 条
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
比分别增长 8.7%、3.4%，全国 36个
大中城市重点商圈客流量、营业额
同比分别增长 8.9%、11.0%；县域
市场活力旺盛，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1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4.5%，增速高于城镇
0.9个百分点；农村电商蓬勃发展，
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同比增长 9.4%。

此外，家电以旧换新、国货“潮
品”消费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1至 6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
长 3.1%，增速较去年同期扩大 2.1
个百分点。2024“老字号嘉年华”
持续推进，已举办特色活动 170
场，实现直接销售额 36.9 亿元，带
动线上线下销售额 118.2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
者  姜琳）  记者 23 日从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召开的 2024年二季度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 6月，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698万人，同比
增加 20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 58%；失业率保持低位，6 月份
城镇调查失业率 5.0%，同比下降
0.2个百分点，低于预期调控目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副司长运东来在发布会上表
示，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
定，得益于经济回升向好，服务消
费持续升温，工业实现较快增长，
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先
进装备、新型材料等制造行业需
求释放。同时，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为就

业形势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以来，我国延续实施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政策，上半年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为企业减少成
本 859亿元，对稳定企业用工发挥
了积极作用。从重点群体就业看，
农民工就业稳中有进，6月末脱贫
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000万人。

发布会还介绍了社保最新情
况。截至 6月末，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市累计
参保 886 万人，全国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1 亿人、2.43 亿人、2.99 亿人，
同比分别增加 1423 万人、388 万
人、478 万人。6 月末三项社会保
险基金累计结余 8.8万亿元，制度
运行总体平稳。

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 698 万人

新华社北京 7月 23日电（记者 
 王希  任军）  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
制度，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制，打通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双向交
流通道……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
卓表示，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国务院国资委
将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这是记者从 7月 22日至 23日
在京举行的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
业负责人研讨班上了解到的。

张玉卓在会上说，国有企业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也面临
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多、传统生产
力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
难以为继等问题。必须打破思维
定势、破除路径依赖，牢固树立国
有企业一定要在新质生产力上有
所作为的理念，不断增强工作的创
造性、引领性。

第一，要推动国资央企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融入国

家创新体系，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
制度，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
全链条创新。

第二，要打通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业人才双向交流通道，加快建
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更加突出各
类激励政策的科技属性，做实做细
合规免责机制。

第三，要压缩管理层级，优化
管理流程，建立快速决策机制，探
索扁平化管理、平台化运作等模
式，提升对科技创新和市场环境变
化的敏锐度，促进人才、技术、数据
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
力顺畅流动。

张玉卓表示，下一步，国务院
国资委将进一步提升国资央企战
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
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转向依
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加强
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
者  郁琼源）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了解到，自 2007 年农发行开
办农村路网建设贷款业务以来至
2024年 6月末，农发行累计投放农
村路网建设贷款 1.1 万亿元，支持
新改建农村地区公路超过 85万公
里，贷款余额达到 5671亿元。

据农发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农发行向“四好农村路”领
域投放贷款 474 亿元，同比增长
38%，“四好农村路”贷款余额 2798
亿元，较年初净增 394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农发行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积极配合各地政
府，支持农村公路与周边要素、资
源、产业等融合发展：推动农村公
路与国省干线融合，强化农村公路
与普通国省道、高速公路等其他运
输方式衔接，提升农村地区对外连
通能力，促进城乡要素流通；推动
农村公路与乡村产业融合，配合地
方政府提前做好项目规划；推动农
村公路与路域环境融合，支持完善
重点路段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公路
建设与优化村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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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沅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农 产 品 展 销 中 心 正 式 运 营

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市场总体向好

农发行累计投放农村路网
建设贷款 1.1 万亿元

立足禀赋闯新路  特色产业势头强

种植 1.4万亩!  景谷：魔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通讯员  叶德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