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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媚  杨廷荣 
孙语璇）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宁洱镇民政村在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中，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打造“特色
露营农庄、农耕体验为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为目标，全面改善村容村
貌，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群众

的生活越来越好。
民政村三堂庙村民小组位于

宁洱县城北部，与云南思茅产业园
区宁洱片区相连，村民的经济收入
主要以种植养殖业、劳务输出和餐
饮业为主，2023年，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6万元。为进一步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民政村以绿色生态为

发展理念，村组党员干部积极带领
广大群众、乡贤能人、能工巧匠等
对串户路进行加宽加固、完善污水
收集设施、安装路灯、引导农户改
建无害化卫生厕所等。部分群众
还自愿让出土地建设道路、沟渠、
花池等公共设施，绿化面积扩大到
3100平方米，拆除、改造废弃猪圈、

牛圈、危房 600平方米，重建挡墙
200立方米。

同时，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深
化乡风文明建设，民政村还通过政
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
强基、智治支撑的“五治”融合，为三
堂庙村民小组构建起人人监督、人
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新风尚。

本 报 讯（通 讯 员  董 建 华  
杨 廷 荣  付 会  文/图）  入汛以
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勐
先镇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底线
思维，及时安排部署防汛减灾
各项工作，充分运用“1262”精
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严
格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
改不止”的要求开展隐患排查，
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积极做好汛期防灾减灾
工作，勐先镇进一步优化预警
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认真排查
整改安全隐患，狠抓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打好防汛主动仗，
筑牢防汛安全堤。在温泉河水
库主体大坝施工现场，各类工
程机械开足马力运转，工人们
正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现
场负责人赵龙带领施工管理人
员对施工区域进行防汛安全巡
查，对工地内部排水系统、易积
水和滑坡地段进行逐一检查。
同时，派专人 24小时巡查，确保
发生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得到处
理，确保安全度汛。

在勐先镇谦乐村老陶寨村

民小组，地质灾害监测员陶民
荣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雨后核查”的工作机制，对地质
灾害隐患点、易滑坡路段逐一
进行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据悉，勐先镇共有地质灾
害隐患点 7处，目前除雅鹿村小
松丫监测点采用人防外，其余 6
个监测点均已安装普适性监测
设备。“在汛期来临之前，我们
组成排查组，对可能存在的安
全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做好
记录，并安装了普适性监测设
备，实现了人防和技防的双保
险。”勐先镇副镇长胡书月说。

勐先镇大河谦乐村段受持
续降雨影响，河水水位上涨，谦
乐村党总支副书记彭华沿着河
道进行排查，重点查看河道的
水位情况，清理河道障碍物，确
保河道畅通无阻。

在勐先镇应急物资储备
库，各种防汛应急物资整齐地
摆放在物资架上，工作人员对
帐篷、救生衣、救生圈、雨衣、救
生绳、抽水机等应急储备物资
进行清点、分类摆放，为应急抢
险做好准备。

本报讯（通讯员  蔡明洁）  
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普义乡持续加强对乡村“法
律明白人”的培育工作，与乡村
发展、基层治理等工作紧密结
合，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
律服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等
方式，使“法律明白人”成为法
治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引领
群众共同营造守法、懂法、用
法、尊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在“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
中，普义乡通过个人自荐和组织
推荐的方式，把具备较高法治素
养、热衷村庄治理的村“两委”成
员、老干部、党员、村医等选为

“法律明白人”，在法治宣传、矛
盾调解、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目前，普义乡共培
育“法律明白人”48人。

普义乡三丘田村的毕海宗
就是一位“老道”的“法律明白
人”，也是一名老党员。自土地
顺延承包 30年工作开展以来，
土地纠纷问题成了矛盾较为集
中的问题，而老毕的身影总会

出现在三丘田村的大小矛盾纠
纷调解现场，他的调解成功率
达 95%。

“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具
有人熟、地熟、事熟的特点，和
群众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
能提供行之有效的调解对策，
还能将法律法规融入拉家常
中，我们更容易接受。”三丘田
村村民罗恒强说。

除了矛盾纠纷调解，“法律
明白人”还是村组里的“情报
员”，他们在日常走访中了解、
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就地化解
纠纷，遇到难以化解的问题，上
报上级共同解决，避免矛盾进
一步激化。

近年来，普义乡不断提升
法律法规宣传覆盖面，联合派
出所、司法所、综治办到村组向
村民宣讲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基层群
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对
矛盾纠纷、违法行为打早打小，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
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陶平  周
维艳）  近期，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集镇垃圾处理建设项目
陆续开工，助力完善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为有效提
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打好
基础，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

在梅子镇、普义乡垃圾处
理站建设项目现场，扎钢筋、支
砌模板、浇灌水泥……工人们
正在进行基坑浇灌和挡墙、配
套用房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梅子镇垃圾处理站
建设项目于 4月开工建设，预计
年内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
预计每天可处理 5吨垃圾。

据悉，宁洱县集镇垃圾处理
建设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涉
及 8个乡（镇）。同时，还计划在
勐先、德化、梅子、普义和黎明 5
个乡（镇）各新建 1个垃圾热解
设施。项目整体预计在年底建
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极大改
善宁洱县乡（镇）集镇环卫设施，
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6月以来，随着降雨不断增多，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广袤的山
林间，野生菌似一把把“小伞”破土
而出，开启了今年的“捡菌季”。

在宁洱县黎明乡，天还未亮，
许多村民就戴着头灯、背上背篓趁
着夜色出发捡菌子了。据不完全
统计，2023年，黎明乡仅捡拾野生
菌的收入就达 1100余万元，2024
年预计突破 1500万元。

“凌晨出发，一家人分头行动，
一天有八九百元的收入，有时达上
千元。”黎明乡仙人村村民段荣和
家人凌晨就出发捡菌子，以大红菌
为主，经常满载而归。

在宁洱县普义乡，端金村、三丘
田村、干塘村等山林较多的村组，
捡野生菌成了当地村民的一项重
要收入。但因距离县城较远，很少
有客商上门收购鲜菌，新鲜野生菌
又难以储存，自建烤房把菌子烘干
再销售成了村民们的共同选择。
烤干的大红菌均价约 700元/公斤，
比卖鲜菌划算。据统计，2023年，普
义乡仅野生大红菌产值就达 700余
万元。

“我家收购的大红菌主要卖到
福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收购商
就主动来联系了，销路不用愁。”端
金村村民沐才兵介绍，大红菌按等
级进行分拣，最好的大标菇能卖到
1300元/公斤，最便宜的菇丁也能

卖到 400元/公斤。
而在德安乡，网名为“拾村”的

返乡创业青年周保林，在村里做起
了直播带货，把乡亲们的农特产品
销往大城市。眼下，周保林的直播
间里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就是烘干
的大红菌。

“今年才上架不久，就已经卖了
40公斤，收入达 64000元。”周保林
介绍，他向村民们收购新鲜的大红
菌进行烘烤，既保证了品质，又为村
民解决了鲜菌销路。

宁洱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
积 达 428.14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77.86%。近年来，宁洱县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护，为野
生菌等林下资源的利用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让老百姓尝到保护生态
环境带来的红利。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宁洱
县林下经济产值 133721万元。其
中，森林蔬菜 1694万元、野生菌
29471万元、中药材 52363万元、林
产品 50193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董建华  鲁
玉祥  付会  蔡明洁）  时下，正值
咖啡种植管护关键期，在宁洱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普义乡，咖农正
抢抓农时给咖啡树施肥，为今年
的咖啡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走进普义乡普胜村智胜咖啡
专业合作社位于大寨山的咖啡种
植基地，只见咖啡树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一串串绿色的咖啡鲜果
和绿叶相互映衬，工人正利用晴
好天气进行施肥作业。

“一年要施肥 2次，8、9月份
还要再施肥一次。第二次施肥后
再除一次草，10月底就进入产季，

开始采摘咖啡鲜果。”咖啡基地务
工人员毕起芳说。

近年来，普义乡紧紧抓住咖
啡作为宁洱县“一县一业”特色产
业的发展机遇，积极谋划咖啡产
业发展路子，将咖啡产业作为产
业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政
府主导，各村以“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发展模式，构建三方互利共
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做大做
强做优咖啡产业，为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活力。目前，普义乡咖啡
种植面积达 4.2万亩，2023年实现
鲜果产量 2520万吨，产值 1.15亿
元。

本报讯（通讯员  李执  杨健
宏）  近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德安乡恩永村完成第二批蚕茧
收购工作，价格和产量再创新高，
预计全年蚕茧产值突破 300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种桑养蚕
已成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种
植规模和养殖户逐年增加。今
年估计蚕茧产量 40余吨，蚕农户
均收入 4万元左右。”德安乡恩永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雄
说。

据了解，恩永村通过利用村
级集体经济搭建小蚕孵化室、补
贴桑树种植等方式，激发村民种
桑养蚕的积极性。2024年，全村

首批蚕茧销售额达 52万元、第二
批销售额达 73万元，预计全年 6
批蚕茧完成收购总产值可突破
300万元。

近年来，恩永村不断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将种桑养蚕作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通过土
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就
近务工盘活闲置劳动力，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动员全
村 10个村民小组种桑养蚕，实现
种桑养蚕规模达 1380亩，覆盖农
户 106户 402人，真正实现以产业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让桑树变成
村民的“摇钱树”。

恩永村喜收“致富茧”

本报讯（通讯员  苏红亮  周维
艳  文/图）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中，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德
安乡恩永村界牌村民小组、黎明乡
仙人村古路河村民小组、同心镇大
凹子村团山村民小组，在美化亮化
村庄过程中因地制宜，村庄颜值得
到质的提升，有颜有值有产业的和
美乡村正蓄势待发。

德安乡恩永村界牌村民小组
距离宁洱县城 48公里，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中，恩永村以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为重点，进一
步提升人居环境，塑造出“点亮眼、
线美化、面规整”的乡村新风貌。
打造后的界牌村民小组，房屋错落
有致，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绿
意盎然，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和美乡村新画卷铺
展开来。

乡村振兴需要美好的人居环
境，也需要产业的发展助力。“我们

把蚕桑、魔芋、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和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相结
合，打造产业兴、特色足、庭院美的
乡村环境。”德安乡恩永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雄介绍，恩永
村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蚕桑、魔芋、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通过引进企业、外出学习、技术
引进等措施，为群众增收提供了有
力保障。

黎明乡仙人村古路河村民小
组将绿美乡村建设与特色产业发
展结合起来，将改善村容村貌与发
展生产、助农增收结合起来，带领
村民大力发展咖啡种植。古路河
村民小组又被村民称为“咖啡小
寨”，在引导农户加强咖啡科学管
理的同时，淘汰了污染大、效率低
的个人咖啡加工场所，支持致富带
头人建起了标准化、规模化的咖啡
鲜果处理中心，积极打通联农带农
利益联结机制，将咖农链接在产业

链上，让咖啡产业有了更好的“钱
途”。百年古树下，萨其姆、卡蒂
姆、黄波旁、瑰夏咖啡竞相生长，呈
现出“村在绿中，绿在村中”的和美
画卷。

同心镇大凹子村团山村民小
组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走进团山村民小组，村民自
制的竹篱笆沿着蜿蜒的小路，一直
延伸到寨子中心，村民们正有说有
笑地对最后一段污水管道进行安
装。

同心镇大凹子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李光文说：“自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团山村民
小组成立工作专班，针对人居环境

‘硬骨头’进行入户摸底和走访排
查，制定了‘一户一方案’，形成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对
庭院进行绿化美化亮化，以‘庭院
绿’扮靓‘乡村景’。”

团山村民小组不仅注重村庄
环境整治，更在产业发展上下功
夫，以茶产业为主导，通过品种改
良、有机改造等方式持续推进茶产
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共有茶园
面积 380余亩，2023年，茶产业产值
达 160万元。同时，依托茶叶初制
所的建设，积极培养茶叶种植、收
购大户，示范带动村民发展壮大茶
产业，并通过到茶企务工、土地流
转、收购鲜叶等方式进一步带动村
民就业增收。

在巩固茶产业优势的同时，团
山村民小组还积极探索多元发展
路径。截至目前，共种植桃子、芒
果等水果 70余亩，建成水果采摘园
4个，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
道。从茶山到果园，团山村民小组
正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走出
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之路。

凝聚合力  建设和美乡村
宁洱县集镇垃圾处理
建 设 项 目 陆 续 开 工

普义乡：“法律明白人”
成了基层治理“智囊团”

勐先镇：以“迅”防“汛”
打好防汛减灾主动战

宁洱县：有颜有值有产业

民政村聚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宁洱山林中的这把“小伞”
价值上亿元
▱通讯员  李双俊  方稷

普义乡4.2万亩咖啡进入管护关键期

村庄治理有良方

产业发展有特色

〈〈〈〈 资 讯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