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普洱市依托优越的森林资源，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进一步找准发展主业和
方向，稳步发展地方特色林产业。目前，全市林产业量质齐升，林下经济成为普洱林业经济新
的增长极和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绿色生态福利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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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看准，动作要轻，不要弄
坏菌体……”连日来，四川省宜宾市
兴文县僰王山镇博望村的竹林里，
村民们正在林业专家吴柏林的指导
下，逐一给生长中的灵芝套袋，为
10月份采收孢子粉做好前期准备。

吴柏林是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派往兴文县开展技能支援的高工。
博望村的 100 亩灵芝种植基地是

“兴文·龙游”东西部协作项目，采取
“科技特派员+公司+村集体+基地”
的组织方式，推广林下灵芝种植。

“不要小看这些‘小伞伞’，它的
价值高着呢！”吴柏林介绍，每亩种
植 200 个灵芝菌棒，可采集孢子粉

约 20斤，产值 1万元左右。
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

形、气候、土质非常适合竹类生长，
全县连片竹林达 52万亩，常见竹类
近 30 种。青翠的竹林不仅是美丽
的风景线，更充实了当地老百姓的

“菜篮子”“钱袋子”。
坐拥富集的竹林资源，兴文县

把竹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大力推进与竹相关的一二三产
业融合联动，助推传统的低附加值
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

“我们依托东西部协作，依靠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浙江农林大学、
宜宾林竹产业研究院等院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支持，有效提升了竹林产
出规模。”兴文县林业和竹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周永潮介绍，目前该县
已形成规模经营竹林 8.24 万亩、丰
产培育竹林 12.3万亩。

高海拔山区林下套种天麻、黄
连等中药材，低海拔山地林下套种
菌类、黄精、淡竹叶等食药材，楠竹
林下散养乌鸡……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兴文县将竹林产出由原来的

“竹笋+竹材”，丰富成“竹笋+竹材+
林药+林禽+林菌”的新架构。

复合经营成效如何？兴文县宁
兴林业开发中心总经理吴文祥算了
一笔账，公司用 2000亩楠竹林试种

淡竹叶，亩产量约 1.2吨，产值 4000
元左右，“加上竹材、竹笋，每亩产值
能达 6000 元以上，长期雇佣 200 人
从事日常管护，村民就近就业，顾
家、增收两不误。”

此外，兴文县还大力培育竹食
品精深加工业，四川兴文经济开发
区竹产业园为企业提供共享厂房
16万平方米，引进竹笋精深加工企
业 9 家，配套建设竹笋初加工厂 15
家，年消耗竹笋原材料 2.17万吨，提
供就业岗位 750 个，年产值达 12 亿
元。

新华社记者  胡旭
新华社成都 7 月 23 日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
者  邹多为）   海关总署 7 日发布
数据：2024年前 7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 24.83万亿元，同
比增长 6.2%。其中 7月当月进出
口 3.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月度增速连续 4 个月保持在 5%
以上。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
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外贸保持
稳中向好态势。前 7个月进出口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7 月当月
进出口同比、环比均增长。

具体来看，出口实现稳定增
长。前 7个月，我国出口 14.26万
亿元，同比增长 6.7%。其中消费
电子产品出口增势良好，家电、手
机、电脑月度出口值连续增长的
同时，风力发电机组、船舶、汽车
出口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86.3%、84.4%、20.7%。

进口规模稳中有增。前 7个
月，我国进口 10.5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5.4%。其中主要能矿产品、
关键零部件、重要设备以及消费
品进口稳步增长，金属矿砂进口
量同比增加 6.2%，平板显示模

组、电子元件、服装等进口分别增
长 19.8%、13.1%、8.6%。

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活跃。前
7 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
贸经营主体达 60.9 万家，同比增
加 8.8%。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
八成，数量增加 10%，合计进出口
1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占
我国外贸的比重为 55.1%，较去
年同期提升 2.3个百分点。

在保持对传统市场韧性的同
时，我国对新兴市场进出口持续
向好。前 7个月，我国对欧盟、美
国、韩国、日本合计进出口 8.49万
亿元，同比增长 2.2%，占我国进
出口总值的 34.2%。

同期，对东盟、中亚、拉美、非
洲合计进出口 7.6万亿元，同比增
长 9.8%，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1
个百分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
比分别增长 7.1%和 5.7%。

此外，前 7 个月，我国东部、
中西部、东北地区充分发挥各自
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进出口同
比分别增长 7.1%、2.5%、2.1%。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梅  鲁 海
杨 刘 建 培  文/图）   享有“中国甜
龙竹之乡”美誉的思茅区，凭借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甜龙竹种
植面积达 3.25 万亩，年产量突破 1
万吨。为持续壮大这一特色产业，
2024 年，思茅区多措并举，聘任产
业发展顾问，组建专业团队，成立
发展协会，并引入数字农业生态物
联网平台，积极探索甜龙竹产业数
字化发展路径，旨在进一步规范
产、供、销体系，构建多元化产业发
展格局，推动甜龙竹延伸产业链、
补齐短板、强化优势。

走进位于云南思茅产业园区
的云南丰道农业科技公司，恒温打
包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
正紧张有序地将分拣后的鲜笋装
箱，这些个头大、品质优、色泽洁白
的甜龙竹笋，每日产量高达 8 吨，
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地就近
就业的机会，也为企业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李春艳和她的工友
们在甜笋丰收季，每月可赚取 4000
多元的收入，实现了顾家与增收两
不误。

云南丰道农业科技公司作为
现代农业科技的典范，专注于甜龙
竹的种植与生产，拥有 3500 平方
米的生产基地、60亩竹苗培育基地
及 5000 亩甜龙竹种植基地。随着
产能不断提升，公司产品远销山
东、上海、成都、广州等地，特别是
与海底捞等知名餐饮企业的深度
合作，让甜龙竹笋成为其重要食材
来源，今年预计供应量将达到 800
吨。此外，公司还积极拓展生鲜超
市、社区团购等销售渠道，通过抖
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进一步拓宽

市场，实现了销量与口碑的双丰
收。

甜龙竹作为云南南部特有的
优质笋材两用竹，以其生长快、周
期短、经济价值高的特点，逐渐成
为市场新宠。近五年来，国内消费
者对甜龙竹笋的认知度和需求量
逐年攀升，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云南省甜龙竹种植面积已达 15.7
万亩，但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
场需求，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保鲜技术是甜龙竹产业面临
的重大挑战之一。”云南丰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伟开说，通
过不断探索与改进，公司已将甜龙

竹笋的保鲜期从最初的 3 至 4 天延
长至 15 天，未来将继续加大科研
投入，提升产品竞争力，满足更广
泛的市场需求。同时，科学化、规
范化、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是甜龙竹
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普洱
凯阳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已在竹类
植物研究、优质竹苗培育、竹笋精
深加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甜
龙竹产业的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全面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思茅区按照“做大一产，主攻二
产，联动三产”的工作思路，通过成
立专班统筹全局、制定一揽子政策
保障发展、申请地理标志打造品

牌、培育一批企业完善产业链、成
立行业协会规范市场、打造示范基
地引领种植“六个一”措施，为甜龙
竹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据思茅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国慧介绍，“六个一”工作措施的
实施，不仅促进了甜龙竹产业的全
产业链发展，还带动了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与
发展。未来，思茅区将继续发挥自
然资源优势，强化科技支撑与市场
体系建设，促进竹文化建设和竹生
态旅游发展，让甜龙竹产业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雄）   近年
来，景东彝族自治县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推
进林长制工作，不断加强森林草原
资源保护、灾害防治，全县的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为野生菌等林下资源
发展提供了沃土，让生态红利持续
释放，实现生态效益与产业发展共
赢。

走进景东县太忠镇菌子收购
点，前来售卖野生菌的农户络绎不

绝，野生菌的品种丰富多样，包括大
红菌、鸡枞菌、干巴菌、牛肝菌、小香
蕈、青头菌、奶浆菌等几十个品种。
据菌子收购商鲁明东介绍，每年出
菌时节徐家坝周边群众纷纷上山捡
菌子售卖，收入从几千元至几万元
不等，采拾野生菌成为当地百姓季
节性增收致富的产业。

野生菌助力农民增收，得益于太
忠镇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太忠镇
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

差异大，立体性明显，森林面积31.35
万亩，森林覆盖率 73.91 %。良好的
生态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温湿气
候，每年的 6至 9月都有野生菌不断
出土，让当地百姓开启了“寻菌探宝”
的致富之旅。

近年来，太忠镇探索将野生菌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种植林
下经济作物小香蕈 26万棒，产值达
345 万元。每年夏季，1000 多户农
户通过出售野生菌实现增收 300多

万元。同时，发展林下重楼、龙胆
草、石斛、茯苓等中药材生物药业近
1977亩，持续推动了林业保护与产
业融合发展。

景东县将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以小香蕈种植项目为示范，做好保
护利用林下资源融合发展的文章，
实现大地增绿、资源增量、生态增
质、产业增效、居民增收的发展目
标，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他山之石

川南小县依托竹林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林下掘金  绿富双赢

思茅：甜龙竹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年产突破1万吨！

我国月度进出口同比增速
连续 4 个月保持 5% 以上

景东：绿色资源释放生态红利惠及1000余农户！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瑞  唐瑞 
罗永春   文/图）   近日，走进位于江
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嘉禾乡联合村
半山寨村民小组的中药材基地，放
眼望去，树木葱茏，白及、重楼、黄精
等中药材在绿色林海中“崭露头
角”，工人们穿梭其中，忙着平整土
地、拔除杂草。

半山寨村民小组位于群山环抱
之中，森林覆盖率高，土壤、空气条
件优渥。正是看中了这里极佳的生
态环境，江城县红能开发种植有限
公司把中药材种植基地建在了这
里。该公司负责人白卫红说：“基地
从 2018年开始进行林下种植，种植
总面积 6800亩，目前实际种植中药
材面积 2330 亩。这里的海拔和气
候条件都非常适合种植林下中药
材。”

目前，基地里种植了重楼、白
及、龙胆草、黄精、板蓝根、石斛等多

种中药材。同时，采用生态种植的
方法，不用农药，适当除草，借助林
下阴湿环境和落叶腐殖质，降低了
人工遮阴、肥料等成本，最大限度地
促进中药材生长。

林下中药材种植周期长，需花

费不少时间和人力，公司在发展过
程中，采取“土地流转＋劳务雇佣”
模式，将附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纳
入其中，通过就业帮扶，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嘉禾乡联合村梁子寨村民小组

的村民马秀珍说：“基地开发后，我
们就一直在这里做工，每天有 120
元收入，一年能有 1 万多元的收
入。”

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周期，决定
了这个行业需要多年坚守才能有所
收获。白卫红说：“基地的用工量很
大，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务工，每年
的用工高峰期有 3 个月，平均每天
不低于 10个人在工作。”

江城县红能开发种植有限公司
只是江城县发展中药材产业的缩
影。近年来，江城县充分发挥林业
资源优势，按照“林药结合”模式，大
力发展林下生物药材种植。目前，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58841 亩，不
仅让林地“长出”新经济，而且把生
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让青山变
成了“金山”。

江城：林下中药材 种出好“钱景”种植面积超5.8万亩！

本报讯（普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8 月 7 日，思茅区自然
资源局举行普洱市思茅区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首批成交
确认仪式。

当日上午，随着仪式主持人
的“一锤定音”，思茅区第一、二宗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
交，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被普洱思茅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以总价 155.1万元的价格竞得，并
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该两宗地均为工业用地，第
一宗为 SJ2024-001 号地块，项目
位于思茅区倚象镇大寨村委会，
面积 3亩，成交价 66万元；第二宗
为 SJ2024-002 号地块，项目位于
倚象镇大寨村委会，面积 4.05亩，
成交价 89.1万元。这是普洱市首

批以网络拍卖方式入市交易的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标志着
普洱市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对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乡
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普洱市首批两宗土地
入市成功将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
的实践经验。下一步，普洱市将
继续按照边试点、边研究、边总结
的要求及时总结经验，持续推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工作，有力有效盘活农村闲置
土地资源，加强对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探索，激活乡
村发展新引擎。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   记
者 7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积极
应对目前严峻复杂的防汛抗洪救
灾形势，财政部 6 日会同水利部
下达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 6.49
亿元，支持辽宁、吉林、黑龙江、安
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等

14 省（自治区、直辖市）做好台
风、洪涝水利防汛救灾相关工作。
中央财政重点对上述地区开展水
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排查消除
安全隐患等工作予以适当补助，
助力保障水利工程设施主汛期安
全运行。

普洱市首批两宗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

6.49 亿元水利救灾资金下达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
者  张千千  刘开雄）   国家外汇
管理局 7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2564亿美元，较 6月末上升
340亿美元，升幅为 1.06%。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4 年 7 月，美元指数下跌，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
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
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有利于外
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
者  樊曦）   记者 7 日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暑运
启动以来，7月 1日至 8月 6日，全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5.13 亿人
次，同比增长 5.4%，突破 5亿人次
大关，日均发送旅客 1386 万人
次。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
探亲流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
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认真
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
制定暑期旅客运输工作方案，加
大运输能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
惠民举措，努力为旅客平安有序
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
障。

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强
化路地联动机制，全力做好旅客
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兰州局
集团公司银川站发挥“向阳花”服
务品牌优势，为旅客提供交通、美
食、住宿等咨询服务，帮助旅客更
好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国铁成
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阳供
电局加强协同联动，对贵阳北站、
贵阳东站等高铁枢纽站及管内沪
昆、贵广等高速铁路沿线供电设
施开展安全巡查；国铁郑州局集
团公司积极协调郑州公交集团等
地方市政交通部门，统筹安排公
共交通运力，方便旅客出行“最后
一公里”。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564 亿美元

暑 运 以 来 全 国 铁 路
发送旅客超 5 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