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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的牛油果基地里，一个个绿油
油的牛油果缀满枝头。目前，孟连
牛油果种植面积已达 11 万亩，投产
3.5 万亩。作为国内最大的牛油果
种植基地，孟连县今年牛油果种植
面积预计增至 11.8 万亩，产量预计
达 2.5 万吨至 3 万吨，孟连牛油果已
成为茶叶、咖啡之外，普洱的第三张
名片。

近年来，普洱市利用土地资源
和气候优势，强化科技服务，加强新
品种引进和培植，大力发展水果产
业。2023 年末，全市水果栽培面积

达到 91.86万亩，比去年增加 8.65万
亩 ，同 比 增 长 10.4%；收 获 产 量
106.16 万吨，比去年增加 8.56 万吨，
同比增长 8.8%。

为促进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普
洱市鼓励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引进新
品种，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特
色产品，形成了“孟连牛油果”“景东
晚芒”“云洱橙”“滇江橙”“尼果园”

“江城丑”“糦果园”沃柑、“糯福”柠
檬、“佳品云蓝”蓝莓等 29个品牌（商
标）。

与此同时，普洱市立足特色资
源，打造产业集群，补齐发展短板，

切实增强发展动力。探索集约化、
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联动发展的
新路子。目前，全市共有水果专业
合作社 216个，果品加工企业 14个，
加工产品品牌 8个、商标 7个，500亩
以上集中连片果园 130余个。其中，
孟连牛油果生产规模亚洲第一，景
东露天高原蓝莓生产规模云南省第
一，普洱优质晚熟芒果生产规模位
列云南省前茅。

此外，普洱市注重科技成果转
化，充分发挥孙汉董院士工作站、朱
有勇院士专家团队及云南农业大学
专家团队、张才喜教授专家工作站

的技术引领和科研优势，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率，撬动产业发展。如镇
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普洱泰
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张才喜教
授专家工作站，深入研究高产优质
沃柑生产技术，为普洱沃柑发展找
到了新途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
自治县依托孙汉董院士工作站开展
牛油果种植、加工、储藏、流通、农旅
融合，打造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发展特色水果产业，推动乡村
振兴，带动农民致富，一幅强村富民
的美好画卷正在普洱大地徐徐展
开。

本报讯（通讯员  杨媚  杨廷荣   
孙语璇  文/图）  百香果因其独特的
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受到市场青
睐。近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充分发挥独特的气候优势和区位
优势，引导从事百香果种植企业科
学错峰种植、管理和采收，种出品质
优良的百香果，瞄准市场的高价期，
闯出了一条差异化竞争的新路子。

入夏以后，宁洱镇金鸡村老周
寨百香果基地就开启了忙碌模式。
基地的库房里，工人们分拣、打包、
发货，流水线的操作紧凑而有序。
堆码的果箱正等待装车，它们即将
运往普洱机场通过航运到达北京、
辽宁、黑龙江等地销售。

“人工授粉不难，重点是要细
心，像这样把花粉过渡到柱头上来，
明显看得到柱头上有粉，授粉就完
成了，过两天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小
的果子。”在百香果丰收的同时，种

植棚里的修枝管理也在同步进行，
普洱富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欣钊手把手地教工人们对“末端
期”少许花朵进行精心授粉，不落下
每一个挂果的机会。

金鸡村的这片百香果基地共有
130余亩，由普洱市搬迁安置办招商
扶持项目引进的普洱响农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建设实施，去年
10 月份定植种苗，入夏后果子进入
成熟期且品相不错，大部分鲜果（优
等果）都进入了国内一二线城市的
商超，其他等级的果子或批量走电
商，或加工成果汁供应餐饮店，最大
程度地发挥果鲜的价值。

据介绍，入夏时，国内大部分地
区的百香果还未大量上市，错峰加
工生产给宁洱县的种植企业带来了
发展空间和机遇。普洱富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日加工 26 吨原果，产出
10 吨鲜果汁，但远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为满足大量订单需求，该公司
不仅加大了本地种植量，还从周边
州（市）调货进行加工。

公司负责人李欣钊说：“今年公
司的产值有望突破 2300 万元，底气
主要来自对百香果高价期的把握。

每年的高价期是 5至 8月，公司利用
气候优势早定植，花期、果期相应提
前，价格优势自然就出来了，产值也
就更高了。”

技术也是提升产值的根本保
障，基地采用了温室大棚种植，智能
温控、高效灌溉、平棚小窗帘搭架等
技术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同时，公司和基地协同发展不仅给
周边农户创造了日均超 100 人的就
业机会，还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了实
地示范样板，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

宁洱镇：百香果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鲁 昱 颖  文/
图）  走进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上允镇
的金美芒果基地，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的芒果树上挂满了红绿相间、饱满
诱人的芒果，果园里到处散发着沁人
的果香，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套
果、装箱……一片丰收景象。

“2017 年，我经过实地考察后，
到上允镇租地种了 800亩芒果，有澳
芒、贵妃、金煌等 6个品种，今年我们
从 6月中旬开始采摘，采收期可持续
到 7 月底，产量在 700 吨左右。”基地
负责人周小军说。

芒果树下，工人们用采摘器的夹

头紧紧夹住果实柄后，再剪下果实并
轻轻安放于箩筐内，一会儿就被装满
了箩筐。“我在基地打工 6年了，每天
工作 8 个小时，最低收入 100 元。”采
摘工魏小芳说。像她一样在芒果基
地务工的还有 60 多人，在基地从事
芒果采收、包装工作，实现家门口就
业增收。

收购商李明国一边查看芒果的
品质，一边指导工人进行分级处理。

“这里的芒果品质非常不错，果形、果
皮颜色都非常出色，我已经连续 5年
到这里来收购芒果，主要销往沈阳、
山东、北京等地，每周运过去两大卡
车都不够卖。”

上允镇属于盆地地形，亚热带季
风气候，光能充足，土壤肥沃，适宜芒
果生长。2024 年，上允镇芒果种植
面积 3000 余亩，产值预计 1200 万余
元。

上允镇：芒果

本报讯（通讯员  丰诗有  罗开
勋）  近年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
族自治县按板镇立足资源优势，坚
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引入企业辐射带动农户大力发
展柑橘产业，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

条增收致富路。
时下，走进按板镇普洱泰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柑橘种植示范基
地，只见一株株柑橘树上缀满了金
黄色的果实，十分惹眼。据介绍，
该公司采取“流转返租、合作分成”
的管理模式，以“基本工资+工龄工
资+销售分成+绩效资金”的方式支
付报酬给农户，带动农户共同发
展。据统计，柑橘种植示范基地涉
及 4 个村民小组 78 户农户，每年带
动农户务工人数超 3000 人次，户均

收入可达 12万元。
按板镇党委政府与普洱泰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沟通协调，设
立了“桑梓小站”办公室，为农户持
续提供专家技术指导、日常针对性
指导、高接换种提升品质、肥水一
体化改造提升计划等服务，以规范
种植户日常管理，提升产品品质。
此外，该公司还利用猪场粪污发酵
制成有机肥和沼液，还肥于田、施
灌果树，形成种养结合、产业循环
互补的生产模式，解决了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2024 年，
预计柑橘产量超 2000 吨，产值在
1000万元以上。

按板镇：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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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产于中国浙江的一种水果
——杨梅，这个夏天在海外“火”了。

近段时间，杨梅在海外“出圈”
的短视频在不少社交媒体上热传。
在杨梅的主要产地之一丽水青田，
当地海关统计，今年杨梅出口量与
去年的 20余吨相比，预计可翻一倍。

在台州仙居，有经销商在不到
一周的时间内，将数百公斤杨梅出
口到新加坡、阿联酋和加拿大等地。
一位来自宁波的杨梅种植大户告诉
记者，今年的杨梅出口卖得价格高，
在欧洲一些地方，规格比较大的杨
梅，能卖到每颗 10多元人民币，好的
还能卖更贵。

杨梅好吃，但极难保存。“头日
新鲜、次日色变、三日色味皆变”，历
来外销不易。此番走红海外，原因

何在？
首先是种植大户们采用新技术

延长杨梅保鲜时间。在仙居，不少
果农处理采摘后的杨梅已有一套

“标准化”的流程：冷风吹干水分，冷
库冷藏降温，冰块锁鲜打包。为了
尽可能减少长途运输对杨梅品质的
影响，果农们不断改进气调锁鲜等
储运技术，让杨梅保鲜期最长可延
至近 30 天，为杨梅“出海”争取了时
间。

其次，地方农业农村等部门帮
助果农提高种植技术，提升杨梅的
品质。在宁波余姚，当地组织农技
专家普及推广了一批绿色优质高效
实用技术，精品果率显著提升，杨梅
变得更加颗粒饱满、酸甜可口，亩均
新增产值超过 2000 元，增加了杨梅
出口海外的“底气”。

另外，经销商在杨梅产品的推
广上花足了心思：杨梅包装上印刷
了国潮插画，图案融入了本地山水
的秀丽风光；有的礼盒里附赠了与

杨梅相关的文创饰品，把“杨梅 IP”
做大做强；开发杨梅酥、杨梅酒等周
边产业，让杨梅出口从“一季火”走
向“全年红”……

一些果农感叹，在本地，杨梅并
不是什么稀罕的水果，过去总感觉
这种一到夏天便随处可见的果子

“没有什么大名堂”。有果农前些年
改种了“身价”更高的“洋水果”，结
果今年把账一算，发现还不如把杨
梅好好种精、种优得到的收益高。

一颗杨梅虽小，其海外“爆火”
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值得品味。

在各地经济发展中，有不少像
杨梅这样看似不太起眼的传统产
业。对于这些产业，是简单化以“新
兴产业”取而代之，还是因地制宜推
动产业改造提升？

近些年，还有不少类似的中国
的产品在海外掀起关注热潮。比
如，2022年秋冬之际，中国生产的电
热毯等“取暖神器”走红欧洲市场。
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当

年海外对中国取暖产品的需求量同
比大幅增长，部分单品的增长超过
50%。

一些企业家感慨说，实际上，为
了那一刻的“爆单”，他们已经与取
暖产品“较劲”了 10 多年，努力在一
些参数上做到“极致”，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

在基层调研走访时，记者曾碰
到一些经济部门的干部“诉苦”，为
当地没有“热门”产业入驻而发愁。
事实上，如果拉长时间维度来看，所
谓的“热门”与“冷门”，在经济活动
中从来都是相对的。一哄而上跟着
当下的“热门”走，能成功的是极少
数；“看似寻常最奇崛”的产业发展
之路却历久弥新。

能否在“看准了”的基础上，深
入挖掘本地特色，保持发展战略定
力，考验着经营主体与地方政府的
智慧。

新华社记者  袁震宇  顾小立
新华社杭州 7 月 24 日电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4 日 电
（记者  于文静  唐诗凝）  《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党组书
记韩俊 24 日表示，农业农村部
将抓好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三
方面工作，为乡村全面振兴增
动力、添活力。

韩俊是在国新办 24日举行
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作出上述表示的。

——在坚持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决定强调
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深化承包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韩俊表示，今年启动了二
轮延包三个整省试点，其他省
份也在组织整县、整乡的试点，
要坚持总体顺延，确保绝大多
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
定。下一步，要继续引导土地
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健全农业
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更好把小农户引入现
代农业发展轨道。

“土地流转必须要坚持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土地流转
不得违背农民的意愿，不得损
害农民的利益，不得改变土地
的用途。”韩俊说。

——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方面，决定对完善乡村振
兴投入机制、优化农业补贴政
策体系、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
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加
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
利益补偿机制等作出部署。

韩俊表示，农业农村部将
抓紧细化实化，在干部配备、要
素配置、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
等方面，推动采取更加有力的
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
的短板。

——在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方面，韩俊表示，要加快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
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
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
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要依
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
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
益分配权。

“现行政策是允许探索农
民这‘三权’自愿有偿退出办法
的，但是一定要稳慎进行。”韩
俊说，以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
为例，总的政策基调是，出台这
方面的有关政策一定要稳慎，
不能刮风。

他表示，宅基地使用权在法
律上界定非常清楚，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非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
变相取得。要严格禁止下乡利
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和私人
会馆，严格禁止给退休回乡干部
职工分宅基地建房，要守好政策
底线。现行政策是允许农户合
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
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这方面各
地可以积极探索，让农民享受更
多的改革红利。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4 日 电
（记者  郁琼源）  记者从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年初
至 6 月末，农发行已累计投放

“三大工程”专项借款及贷款
1218亿元，涉及 26个省份 51个
城市。

其中，农发行累放城中村
改造专项借款 1131 亿元，签订
借款合同累计金额 7921 亿元，
惠及村（居）民累计 44.6 万户，
建设安置房 85.9 万套；审批“平
急两用”建设正式清单项目 47
个、审批金额 246.33 亿元，已投
放贷款金额 87 亿元；初步对接
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项目金额
351亿元，对接保障性住房收购
贷款和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
项目金额 207亿元。

农发行择优支持当地政府

确定的重点民生工程。比如，
农发行重庆分行支持九龙坡区
上游村五社城中村改造项目，
一体化推进污染修复、低效用
地再开发、安置房建设、片区开
发等；农发行湖北分行支持武
汉黄陂、江夏、新洲等远城区城
中村改造，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农发行山东分行支持济南
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平急两用”
设施建设项目，补齐了省会城
市应急物资转运设施的短板。

在信贷支持“三大工程”建
设中，农发行强化资金闭环管
理，严格落实各级行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资金管理要求。下一
步，农发行将持续加大“三大工
程”支持力度，为完善民生保障
和促进城乡融合提供高水平的
金融服务。

农发行支持“三大工程”
信贷资金投放超千亿元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段
晓瑞）  7月 24日，第 8届南博会
绿色能源馆签约仪式在昆明滇
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4个项目
成功签约，总金额超过510亿元。

这些项目中，包括有协议
金额项目 16 个、国际能源合作
协议 5个，既有采购、投资项目，
也有融资、科技项目，主要涵盖
股权投资、绿色低碳材料、气电
开发等多个领域，涉及与印尼、

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开放合作。
本次签约是我省能源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省能源局下一
步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为加快打造绿色能源强省、实
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作出新
的贡献。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
链 接 ：https：//yndaily. yun‐
nan. cn/content／202407/
25/content＿215850.html）

南博会绿色能源馆 24 个项目
签 约 总 金 额 超 510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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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将抓好三方面
工 作 落 实 改 革 重 点 任 务

普洱：念好“水果经”  做好“果文章”
▱记者  臧灵  通讯员  李兴盛

新华社经济随笔：中国杨梅何以海外“出圈”？

他山之石

本 报 讯（记 者  臧 灵  赵 劲
然  实 习 生  林 园 茜）  7 月 25
日，第 8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咖
啡考察团一行 50人赴普洱市就
咖啡产业发展、交流与合作开
展实地考察。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鸿参加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普洱
咖啡创新中心、云南国际咖啡交
易中心、野鸭塘河谷庄园、小凹
子咖啡庄园、云南金客隆咖啡产
业有限公司、普洱爱伲庄园咖啡
有限公司、子元咖啡有限公司等
地，通过听取介绍、实地参观、亲
身品鉴等方式，深入了解普洱咖

啡种植自然条件、品种选育、种
植加工技术、咖啡生产设备、加
工工艺流程、产品研发、品牌创
新培育、市场营销以及近年来普
洱咖啡产业发展等情况。考察
团成员还与当地相关部门及咖
啡企业负责人交流座谈，就咖啡
品牌建设、销售渠道建设、产品
拓展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沟通，努力探
寻新的合作增长点。

考察期间，考察团还走进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木
乃河品鉴中心，了解澜沧古茶
产业发展相关情况。

第 8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咖 啡 考 察 团 赴 普 洱 考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