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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洱监管分局批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公司

住所变更为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金星小区 22号中国人寿办公楼 1、2、3层，并重新换领《保险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关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530824
许可证流水号：00119506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 6月 30日
营业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金星小区
                  22号中国人寿办公楼 1、2、3层
邮政编码：666400
电       话：0879-3013100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4年 8月 2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
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
其他业务。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
2024年8月7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支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洱监管分局批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支公司住

所变更为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环城东路中国人寿办公楼 1、2、3楼，并重新换领《保险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关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530828
许可证流水号：00119507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 6月 30日
营业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环城
                  东路中国人寿办公楼 1、2、3楼
邮政编码：665600
电       话：0879-3013077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4年 8月 2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
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
其他业务。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分公司
2024年8月7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支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景东彝族自治县文井镇文华
村距镇政府所在地 13公里，辖区共
有 16 个村民小组 1152 户 4435 人，
其中有来自 8 个乡（镇）移民 1807
人，村集体经济薄弱一度是该村发
展的瓶颈。通过充分整合资源、坚
持多元发展等一系列有力有效的
措施全面落地落实后，2023 年，文
华村一举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484.48 万元，连续 3 年成为村集体
经济收入百万强村，其利益联结助
农增收模式被评选为云南省十大
参考模式之一。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
部强不强，关键看“头雁”。为了壮
大一批村集体经济，造福一方老百
姓，解决无钱办事的尴尬局面，真
正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
文华村刀刃向内，从村干部入手，
通过 2021年换届，实现村党组织书
记、主任“一肩挑”，回引外出经商
人员担任副书记，大学毕业生担任
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老中青搭
配，实现学历和年龄一升一降。
2023年，文华村党总支改设村级党
委，“头雁”引领，“雁阵”齐飞初具
雏形。

摸清家底盘活资源
解决怎么“起步”

“我们村是典型的移民村，人
多地少，打工渠道也不多，像样的
产业也没几个，村上也没有什么
钱，雨天捞水沟、清理垃圾都没钱
搞。”文华村的老百姓曾不止一次
感叹。为了实现资金资产资源有
效利用，推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多元化，文华村党委成立以党委书
记为组长，村“两委”及村务监督委
员会等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围绕

“清什么、怎么清、如何改”的方法
路径，对集体“三资”进行全面清
查、登记，核实债权债务，摸清“三
资”底数，建立工作管理台账。

“通过摸底，我们找到了全村
可盘活利用的闲置资源资产共计 5
处，估算市场价值 500 余万元。”文
华村党委书记蔡云洪说。文华村
将摸清的资源资产交由村“三农”
服务部统一管理，并进行对外承
租，实现茶地、瓦厂地基等租金收
入 15.6 万元，形成了以土地资源流
转发包、产业发展居间服务、资产
租赁收益为主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新版图。

文华村党委以健全土地流转
服务体系为抓手，探索创新“土地
增值+规模经营+利益共享”发展模

式，全力做好土地流转这篇文章，
解决了零星土地出租效益低、群众
信任度不高、租金难保障、经营风
险大等问题。由村党委牵头成立
的村“三农”服务部，每 5户至 15户
选举 1 名代表成立成员代表大会，
并且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将
零散的土地集中流转、化零为整，
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租赁、统一经
营。

“我们引入实力强的龙头企
业，在充分评估市场风险的前提下
给予中长期流转租赁，对一般性经
营主体实行一年一租、一季一租并
进行公开竞价，先交钱后种地，充
分释放土地市场价值，有效提高农
户土地流转收益。”文华村党委副
书记倪应海说。

通过统一流转租赁，农户不但
可以获得土地租金，还可以为种植
大户打工获得务工收入，村集体也
获得不小收益，真正实现从土地

“动起来”到村集体“富起来”的转
变。今年以来，文华村已集中流转
土地 3659 亩，流转率达 61.3％，年
租金收入达 530.5 万元，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入 258.39万元。

优化布局多元发力
解决怎么“发展”

文华村通过“党组织+企业+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实现了土地
的集中流转，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
条件。如何优化全村产业布局，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村党委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确立了巩固烤
烟、茶叶等传统产业，发展肉牛、蔬

菜等主导产业，探索农旅、茶旅等
新产业的发展思路。

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采
取轮种模式，夏种烤烟、冬春种蔬
菜和粮食，将以往的“种植一季”变
为“全年有收成”。2023年，全村共
种植烤烟 4138 亩，实现收入 2480
万元；种植蚕豆、水晶豌豆等蔬菜
2635亩，实现收入 2053万元。

“文华村积极推进茶旅融合，
坚持‘以茶促旅、以旅带茶’的发展
思路，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以茶为
引，多方争取引进茶旅融合项目资
金 350 万元，打造茶旅融合建设项
目‘茶林悦色’。”文井镇党委书记
袁仕能介绍。

文华村探索“产业+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通过举办特色采茶、制
茶、品茶等活动，将茶文化融入农
事体验、帐篷露营等旅游观光项目
中，实现了春采茶、夏纳凉、秋徒
步、冬沐阳，以绿水青山成就“金山
银山”。

科学决策民主分配
解决怎么“花钱”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

村里有了钱，怎么花钱成了摆在文
华村面前的问题。文华村党委严
格落实“四议两公开”，通过召开

“两委”班子会、党员大会、村民代
表会，广泛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建
议，制定了《文井镇文华村村集体
经济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建立

“14311”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
制。即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扩大
再生产不低于 10%，用于基层党
组织建设不超过 40%，用于发放
村组干部集体经济创收奖励不超
过 30%，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发展
不超过 10%，用于村民帮扶慰问
包括奖励考取重点大学学生不超
过 10%。

“在村党委的带领下，党群干
群关系越来越融洽。我们看到了
村里的变化，老百姓对村上的工作
也越来越满意。”文华村党员王子
兰感慨道。

由于村集体经济增收明显，村
里的建设多了起来，老百姓也真切
感受到了文华村的变化，村里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成为当地老百姓的
共识。文华村党委及班子成员也
多次被市、县、镇评为先进基层党
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通讯员  王栋昌  蒲
柯宇）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普洱
供电局联合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举办了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为主题的科
技成果转化现场交流会，展示电
力科技创新成果，促进技术交流
与合作。

交流会现场采用了场景式实
物讲解的方式，设置互动体验区，
十四项科技成果转化产品逐一亮
相，包括二次设备出口硬压板状
态在线监测装置、新式微型断路
器、便携式高空电动升降平台等，
覆盖了调度、配网、输电、营销等
多个专业领域。讲解员们深入浅
出的讲解，让参会者能够近距离

观察、亲身体验科技成果的实际
应用效果，激发了现场观众的浓
厚兴趣，大家纷纷就技术细节、应
用场景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展
开热烈讨论。参会者纷纷表示，
此次交流会不仅开阔了科技创新
的视野，促进双方技术的交流，更
为推动普洱供电局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

本次交流会旨在强化科技创
新创造价值，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启发员工创新思维。下一步，
普洱供电局将遴选优秀科技成果，
对具备条件的成果进行转化，实现
成果创新价值最大化，为普洱电力
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李承
韩）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
《云南省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治理
措施补助标准》，明确了农村公路
8 类措施可申请安全隐患治理补
助，在全国属首创。

该《标准》精准到点、科学合
理制定单价补助，支持农村公路
安全隐患治理，具体包括隐患处
置措施细化为波形梁护栏、混凝
土护栏、交通标志、减速设施、交
通标线、警示桩、道口标柱、视距
改善（凸面镜）等 8 类措施，并统
筹农村公路养护资金进行分类补
助。

自 2023 年以来，省交通运输
厅通过研发专项排查应用程序，
同省公安厅共同制定农村公路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共同审核

并建立项目库，破解了公安交警
和交通运输部门公路安全隐患数
据难以共享问题。结合云南省地
形条件，聚焦到 8 类隐患治理措
施的实施，并将补助计量单位精
准到每米、每平方米、每套措施，
破解长期以来农村公路以隐患公
里为单位的包干补助形式。

据统计，自“十三五”以来，云
南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 14.6
万公里，累计实施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约 12.8 万公里，规
模均居全国前列。截至 2023 年
底，云南省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29.2万公里，居全国第二位。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
nan.cn／content／202408／
06／content＿218335.html）

本报讯（记者  李超  实习生 
田棋予）   近日，普洱市餐饮与美
食行业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在
思茅区召开，总结过去一年协会
开展的工作，并对景东无量山火
腿木瓜鸡饮食文化有限公司、普
洱景兰大酒店有限公司等 25 家
先进企业进行表彰。

据了解，2023年，普洱市餐饮
与美食行业协会团结带领广大会
员单位，配合行业管理部门加快推
进餐饮行业发展，挖掘地方特色菜
肴，开展餐饮文化交流，举办了普
洱市第十二届端午百草根美食文
化旅游节，组织餐饮从业人员参加

2023年首届云南国际餐饮美食暨
预制菜产业博览会，3名厨师在全
省滇菜烹饪技能大赛中获奖。在
云南省 2023年度滇菜“四名一菜”
五个评选项目中上榜“名店”“名
菜”“名师”“名小吃”“一州一菜”项
目，对打造普洱特色餐饮品牌，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市累计培育限上餐饮企业 41
户，实现餐饮收入 74.06亿元。餐
饮收入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1%，同比增长 24.2%，增速排
名全省第 2位。今年上半年，全市
餐饮营业额达 35.62亿元，同比增
长15.9%，全省排名第4位。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段晓
瑞）   为引导分布式光伏科学合
理布局，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
近日公布首期云南分布式光伏可
开放容量。此次公布内容为全省
35 千伏至 220 千伏变电站、10 千
伏线路、配变等分布式光伏可开
放容量，其中，26个试点县分布式
光伏可开放容量总计 195 万千
瓦，玉溪市红塔区可开放容量最
高约 20.6 万千瓦，楚雄彝族自治
州双柏县因集中式新能源过多，
电网已无可开放容量。范围涵盖
云南电网公司供电区域内的 26
个国家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
县（市、区）和 7 个分布式光伏发

展重点县（市、区），涉及昆明、曲
靖、楚雄、大理、昭通、文山、红河、
怒江、玉溪、丽江、普洱、临沧、德
宏、西双版纳等 14个州（市）。下
一步，云南电网公司将加快建立
分布式光伏可开放容量定期发布
和预警机制，按照分布式光伏并
网情况，分批公布全省其他县
（市、区）分布式光伏可开放容量，
引导分布式光伏科学合理布局，
促进全省分布式光伏健康发展。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
nan.cn／content／202408／
06／content＿218355.html）

普洱市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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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普洱供电局举办科技成果转化现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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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首期分布式光伏可开放容量公布

云南省农村公路8类措施
可申请安全隐患治理补助

景东文华：移民村蝶变“百万村”
▱通讯员  梁宏伟

（（景东县文井镇党委提供景东县文井镇党委提供））

（上接第 1 版）近年来，普洱市各级
人社部门结合“一县一业”“一村一
品”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切实加
强劳务品牌建设，推动劳务品牌提
质升级，积极培育了一批具有区域
特色的创业品牌，助力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的就地就近就业。

“把‘茶’字拆开，是人在草木
间。我们从小与茶林做伴，每一棵
茶树都像人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靠茶而生，就要传承好、保护
好我们的茶林。”作为“澜沧景迈茶
人”省级劳务品牌典型代表，澜沧
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人家茶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仙贡对
茶有着别样的情感。

2002年开始，仙贡走上了古茶
林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探索之
路。她在一家制茶公司工作了两
年之后，开始自主创业，尝试购置
新的制茶设备，和乡亲们一起创业
致富。2010年，她成立澜沧县惠民
镇景迈人家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随着合作社渐渐发展壮大，社员从
最初的 27 人增加到 229 人，茶叶年
产量 200余吨，辐射带动周边近 500

户农户增收。2012年，仙贡把自家
宅院改造成客栈，成为景迈山上最
早涉足茶旅融合的带头人之一。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合作社走出了
一条“龙头带动+技能培训+创业就
业”的增收之路。

在仙贡的带动下，当地不少妇
女也陆续加入了创业队伍，成立合
作社、建茶厂、开民宿客栈，路也越
走越宽。一个好的劳务品牌就是一
张稳定的就业“金名片”，“澜沧景迈
茶人”省级劳务品牌的成功打造，直
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创业 9.5万余人。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劳务品牌 13个，
为助推普洱市产业转型升级，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打造就业帮扶“小车间”
给足群众“幸福感”

时值盛夏，镇沅彝族哈尼族拉
祜族自治县的云南苦聪印象棕业
有限公司棕榈产品加工车间里，工
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分拣、

抽丝、清洗、缝纫、包装……一片忙
碌的景象。

“在这里打工每个月有 5000元
左右的收入，既能赚到钱又能照顾
家里，在家门口就业心里更踏实。”
在云南苦聪印象棕业有限公司棕
榈产品加工车间务工的张开华激
动地说。

这样的幸福生活，来自普洱市
对就业帮扶车间的积极探索。近
年来，普洱市不断加强和规范就业
帮扶车间认定管理工作，通过强化
跟踪服务和业务指导，积极落实就
业帮扶车间吸纳就业奖补政策，全
力促进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劳
动力等就业困难群体就地就近就
业，让不少农户实现了“务农、顾
家、挣钱”三不误，实现了产业发
展、群众增收的双赢。

2018 年被认定为就业帮扶车
间的云南苦聪印象棕业有限公司，
长期吸纳脱贫劳动力，并把就业链
条向种植端延伸，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2022年至 2023年期间，该
就业帮扶车间得到上海市对口帮
扶资金支持和小微企业创业扶持

贷款支持，扩大车间规模，建设棕
榈深加工生产线，先后建成棕巴掌
抽丝、棕垫生产等 7 条生产线。目
前已发展棕榈种植合作社社员近
4000 户，发动群众种植棕榈 7 万余
亩，建立县内外收购服务部 43 个，
棕榈产业链种植端带动农村劳动
力就业 500 人以上，示范带动成效
明显。

同时，镇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建立“一对一”联系制度，帮
助就业帮扶车间解决用工、权益维
护、堵点难点等问题。建强村级劳
务经纪人队伍，积极组织帮扶车间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让农村劳
动力以“技”稳岗，用“技”增收。目
前，镇沅县 23家就业帮扶车间吸纳
劳动力就业 3254 人，较 2023 年度
增加 653 人，共发放就业帮扶车间
带动就业补贴 14家 21.4万元。

就业帮扶车间虽小，却稳稳兜
住了百姓民生，托起群众增收梦。
截至目前，全市认定就业帮扶车间
197 个，吸纳就业 16344 人（其中脱
贫劳动力 4401 人），让越来越多的
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