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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我们将按照全会精
神，进一步完善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机制改革
创新，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民俗
风情，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优化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
到景迈山、爱上普洱市。”
  

锚定目标  奋力担当作为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锚定
目标，奋力担当作为，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重大改革部署、省委
工作要求和市委具体改革安排，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能力作风，
抓实抓细改革任务，一步一个脚
印，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效。

市委委员、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龙德生
说：“报告切合实际，鼓舞人心。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学习
好、领会好全会精神，加强对全
会精神的宣传宣讲，让全会精神
深入职工、群众心中；抓实抓细产
业建设，促进群众增收；充分发挥
江城‘一城连三国’的独特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同时加
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江
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聆听了报告，我备受启发
与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市委委员、思茅区南屏镇

倒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李亚玲表示，作为基层党务工
作者，行动在一线，工作在一线，
使命在一线。接下来，将持续深
入学习全会精神，继续把居民的
满意度与幸福感放在首位，以党
建引领为抓手，建强队伍，不断拓
展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渠道；深
入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为群
众提供更加贴心、更有温度的服
务，在切实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的点滴小事中，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作风
推动社区工作再上新台阶。

“聆听了报告，令人很振
奋。”列席会议的普洱市计划生
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许
多说，将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结合工作实际，助
力普洱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为婴幼儿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的条件；做好优化生育促进人
口增长方面的政策宣传，助力人
口均衡发展，为普洱高质量发展
作贡献。

列席会议的市委候补委员、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镇党
委书记周瑜说：“作为一名基层干
部，我们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坚定自觉地当好改革促进派、实
干家，结合同心镇工作实际，抓
好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
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改革推向前进

本报讯（记者  臧灵）  普洱市
积极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依
据《普洱市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结合本地农业特色，深入践
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
面启动粮油作物单产提升新篇章。

普洱市在确保粮食种植面积
稳定的基础上，聚焦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通过精准选育优良品
种与集成应用高效栽培技术，力

求在单产与品质上实现双突破。
在水稻种植方面，优选了高产抗
病、口感优良的品种，并推广旱育
秧、精量播种等先进技术，以强化
病虫害绿色防控，确保粮食生产
安全。玉米种植则聚焦于耐密、高
产、抗病性强的品种，结合地膜覆
盖、种肥同播等绿色高产技术，有
效提升种植效益。马铃薯与小麦
迎来了品种与技术的双重升级，特
别是马铃薯的抗旱保墒技术及小

麦的精准播种与缓控释肥应用，
为作物生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大豆种植领域，普洱市重点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创
新轮作套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还促进了农业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强病虫
害综合防控，确保大豆产量与品
质双提升。

此外，普洱市还充分发挥合
作社、种植大户及企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通过集中育秧、统防统治
等模式，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
高了生产效率。这一系列举措增
强了普洱市粮食生产的自给能
力，也为确保区域粮食安全、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未来，普洱市将继续深化农
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以科技为翼，
推动粮油作物单产持续提升，助
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
推进。

普洱：全面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新雨  赖
秀红  李媛  李金廷  文/图）  近年
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积极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粮食安全
生产根基，全力加快现代农业发
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日前，走进墨江县雅邑镇下
洛甫村高标准农田现场，连片的
水稻郁郁葱葱，长势良好。宗萍
夫妇正熟练地捕捉着养殖在稻田
里的黄鳝。

据宗萍介绍，自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以来，种田再也不用担
心缺水了。稻田里有了充裕的水
资源，夫妻俩就在稻田里养起了
黄鳝，而黄鳝排泄物又能肥田，实
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水稻
绿色生产模式。

“以前每亩稻田产量只有 400
公斤，现在亩产可以达到 500 至
600 公斤，加上田里养了黄鳝，收
入增加了，我们种田更有信心
了。”宗萍说。

“现在修建了三面光沟渠，又

修通了生产路，不光方便了田间
管理，也实现了农田种植机械化，
降低了种粮成本，提高了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雅邑镇下洛甫村党
总支副书记王跃才说。

据了解，墨江县坚持把高标
准农田建设作为深入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和推动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通过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打造了一批集中连
片、设施完善、水利配套的基本农
田，改善了农田灌溉及耕作条件，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23
年，墨江县在龙潭乡冲头村、雅邑
镇下洛甫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及改造提升项目，建设面积 0.61
万亩，受益群众597户2534人。

墨江：高标准农田建设显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近年来，普洱各地各部门采取更大力
度、更有效举措，扎实推进粮食生产，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条底线。广袤田野
上，辛勤耕耘的农民们迎来了收获时节，在一派机械轰鸣、镰刀挥舞的繁忙图景下，映衬
出丰收的田园新气象。

七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
日，起源于古代的星纪崇拜，进
而升华为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
故事。七夕之夜成为少女祭祀
星神、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
夜。

七夕节俗的丰富是在六朝
时期。晋人周处《风土记》描述
了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
月七日，其夜将庭院洒扫干净，
摆上茶几饭桌，设酒脯时果，说
河鼓、织女二星神此夕相会。守
夜的人都各怀私愿，向上天表达
求富、求贵、求寿或者求子的愿

望。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
达女性愿望、比试与展示女性巧
艺的节日。

“七夕节”还有个朴素的名
字叫“晒书节”。道教认为掌管
文运的魁星就诞生在七月七，于
是这天同样受到读书人的祭拜。
当然，古人晒书的还有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书籍，防潮
防虫。

（来源：中国文明网，原文链
接：http://www.wenming.cn/
wmdjr_299/7x/ms/201806/
t20180615_4725179.shtml）

习  俗

本报讯（记者  张珂嘉  李晓
琪）  随着司仪一声“吉时已到，
新人入场”，20 对新人身着传统
服饰，在极具仪式感的中式婚礼
中共同许下爱的誓言。8 月 10
日，“良缘永结·山河为鉴”七夕
集体婚礼在思茅区茶马古城举
行。

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20对
新人在司仪的引导下，牵着红绣
球，踏上红地毯，缓缓步入婚礼
现场，在现场嘉宾和亲朋好友的
见证下，经过迈火盆、拜天地、结
发礼和三揖三让等仪式，缔结一
生爱的承诺。

“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举办这样有仪式感的集体
婚礼，又有这么多人现场见证我
们的幸福，让我拥有了值得铭记
一辈子的时刻。”新人梁静旎和
刘明磊高兴地表示。

“七夕集体婚礼既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现代文
明新风的倡导，有助于社会风气
正向发展。”思茅区民政局主要
负责人介绍。

据悉，本次集体婚礼由普洱
市民政局、思茅区民政局联合主
办，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倡导摈弃不良婚俗，拒绝铺
张浪费，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树
立积极健康的婚姻观和婚庆消
费观，成为婚恋新风的倡导者、
实践者和推动者。

“良缘永结·山河为鉴”
七夕集体婚礼在思茅举行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宗 凌）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王鸿彬赴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开展走边关活动，巡访边
境线，看望慰问一线值守官兵，
调研基层治理、边境管控、防汛
减灾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在整董镇曼滩村边境联防
所、中老 3—5 号界碑、勐康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牛洛河分站等地，
王鸿彬徒步巡访边境线，与边境
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
解人员组成、轮班轮岗、物资保
障、工作开展等情况，认真倾听
队员的生活情况及实际困难。
他对广大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
家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叮嘱
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要确保
自身健康安全。要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守边护边意识，强
化风险分析研判，有效防止边境
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要持续深
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

作机制，从严从实抓好边境管控
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边境安
宁、社会稳定。

在康平镇勐康村上石门坎
村民小组，王鸿彬深入滑坡现
场、安置点，详细了解抢险救灾
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要进一步树牢风险意
识、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
项工作。要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科学谋划项目，妥善做好受灾群
众安置工作。广大群众要感党
恩、强信心，积极开展自救，齐心
协力战胜困难，努力把灾害损失
降到最低。

王鸿彬还到国庆乡和平村
看望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村
工作队员，并督促指导防汛减
灾、乡村振兴等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江城县人
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伟玲  文/
图）  眼下，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水
稻陆续进入成熟期，拉开了早稻收
割的大幕，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
开镰收割。

在碧安乡兴裕村，沉甸甸的稻
穗早已压弯了枝头，稻穗密实、谷
粒金黄。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
业，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稻穗
被切割、脱粒、粉碎还田，不一会
儿，稻谷就被收入“囊中”。“现在
交通便利，收割机开到田里很快
就能收割完，省时省力。水稻今
年长势不错，大概能收 30袋，自己
家都吃不完呢！”兴裕村农户熊应
山笑着说。

据了解，碧安乡今年种植水稻
4148.6 亩，预计产量可达 1600 多

吨；旱稻种植 350 亩、玉米种植
51807.8 亩，其中小春收获 6747.8
亩，种植其他粮食作物 98070亩。

近年来，景谷县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认
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扎实开展耕
地流出工作。同时，持续强化田间
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要求全县各
农资店、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
涉及农业技术领域的单位全力做
好技术指导，确保物资有保障，产
品有安全。另外，以点带面，大力
推广科学田间管理、机械化耕种收
等现代农业技术，助力水稻丰产增
收，牢牢稳住人民群众的“米袋
子”。目前，景谷县 6 万余亩水稻
已陆续开始收割，预计 10 月收割
完成。

景谷：早稻开镰忙收割

王鸿彬到江城县开展走边关活动

景东文井：5000亩稻种喜丰收

端稳“粮安碗”

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记者  徐一丹  付义媛）
近日，全市二季度“三农”工作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
记、市委宣传部部长任远征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抓实当前急需解决的四个
短板弱项，从思想上提升认识，实事
求是抓好脱贫人口增收工作；抓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落实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
村貌提升等工作；严格落实各类涉
农资金兑付要求，加快兑付进度，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高度重视问题
核查整改工作，对照问题清单第一
时间核实、整改。

要统筹抓好需要重点解决的五
项工作，抓牢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
对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抓
落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抓好特色产业培育，抓好农村宅

基地建房管理和集体“三资”监管。
要落实两项加强组织领导方面的工
作，迅速健全指挥体系压紧压实责
任，扎实抓好乡村振兴实绩考评工
作，争取今年的考评成绩再上台阶。

会上，市级 3 家单位汇报有关
工作情况，调度部分县（区）、乡（镇）
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普洱市二季度“三农”工作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视频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胥婷月  文/
图）  近日，景东彝族自治县文井
镇文光、者孟、文窝、文华等村种
植的杂交水稻制种迎来了成熟收
割期。

走进文井镇者孟村，上千亩
稻田如棋盘般整齐排列，沉甸甸

的稻穗被阳光染成金黄。微风拂
过，稻浪起伏，阵阵稻香沁人心
脾。制种农户驾驶着收割机收获
成熟的稻种，丰收的美景映入眼
帘。

杂交水稻种植是文井镇的传
统优势产业，多年来，文井镇依托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种植出品质
优良的杂交水稻，深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文井镇通过积极落实奖
补政策、种植保险、技术指导，因
地制宜地推广粮经轮作、种粮科
学化、机械化等方式，提高土地利
用率、产出率和农民种粮积极性，

守牢百姓“粮袋子”。
据了解，2024 年文井镇共种

植水稻 23403 亩，其中水稻制种
5000 亩，目前稻种收割已进入尾
声，各方正全力确保稻种颗粒归
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