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人，是指那些运用现代科技知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新型职业农民。据悉，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已形成 40 多万人的农业科研队伍、620 多万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培育 900 多万名高素质农民，形成了“头雁”领飞、“雁阵”高飞的农业
发展模式。近年来，普洱市紧紧抓住“人才”要素，扎实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新农人队
伍不断壮大，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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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玥  文/图）
雪林乡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北
部，这里有悠久的种茶、制茶传统，
全乡 1.74万亩的茶园带动了茶产业
的发展，致富了一方百姓。近年来，
越来越多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
年轻人从城市返回农村，完成了“外
出逐梦”到“回乡筑梦”的转变，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叶聪是土生土长的佤族姑娘，
大学毕业后，她回乡创办了澜沧叶
聪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想让这片
沃土种出的茶叶走出大山。为此，
叶聪指导茶农们将小树、古树、古树
单株、白茶等各等级茶叶实行分类
采摘，大大提高了茶叶的价值。

“以前，我们的茶园管理跟不
上，价格不是很高，自从叶聪茶叶农
民专业合作社创办之后，我们就按
合作社的要求养护管理，鲜叶价格
提高了，我们的收入也比以前高
了。”茶农魏尼嘎说，村民们把古茶
树租给合作社，不仅能赚到租金，还
能获得卖茶叶的收入，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增收。

叶聪积极响应雪林乡党委政府
的号召，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积
极致力于茶叶品牌的打造，挖掘和
开采茶树资源，创新采摘方式完
善生产链条，让茶叶插上梦想的翅
膀走出了大山。“从 2021年起，我就
开始学着做电商直播，通过数字营

销和电商直播带货，把
家乡的好茶、民族文化
积极地分享出去，希
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家乡的茶叶走
出大山，带动更多
的村民增收致富。”
叶聪说。

为了拓宽销路，
提高知名度，叶聪四
处奔走，了解市场需求
并积极推广宣传。 2017
年，她还注册了“左都大寨”
茶叶品牌，带着家乡的茶叶到北
京、深圳、佛山等地参加茶叶博览
会，让茶香飘到了远方。

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赵
伟  通讯员  鲁俊榆）  近年来，思
茅区审计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
聚焦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
主责主业，多措并举，提升监督效
能，为思茅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提 供 了 有 力 保 障 。 2022 年 和
2023 年，思茅区审计局在全市审
计工作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

思茅区审计局不断加大对国
家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建设
项目、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重大
风险隐患、公共权力运行的审计
监督力度，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切
实增强审计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牢牢把握经济监督定位，严格

遵循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
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权限，
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找准审
计的着力点和立足点，充分发挥
审计专长和优势，推动构建集中
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
监督体系并全面提升审计监督效
能；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统一组织
要求，对教育、农业、社保等民生
领域的重大事项开展审计，聚焦
审计监督的“下半篇文章”，推动
实现揭示一个问题、查处一批典
型、规范一个领域的综合成效，以
有限的审计资源实现监督效能的
更大化。

本报讯（通讯员  李毅  刁弘智 
文/图）  近年来，西盟佤族自治县持
续加强人才培育，带领群众增收致
富，推进乡村人才振兴。2023年,金
牌“西盟工匠”名单有 30名入选者，
其中既有传承佤族织锦非遗技艺
的“匠人”，又有带领群众致富的

“能人”。他们靠着传承和创新，凭
着专注和坚守，成为带领乡村发展
的“领头雁”，为推动西盟县乡村振
兴增添了活力与动能。

勐卡镇永业村在三年前还是
一个无产业、无资源的薄弱村，如
今，这里已成为“千头牛村”，并被
表彰为县级村干部带头养牛先进
村，同时饲草、无筋豆等产业多点
开花，有了可持续稳定增收的主导
产业。这些可喜的变化背后有一
个人功不可没。

2021 年，西盟县聚合力谋发
展，将肉牛产业作为“一县一业”，
但因缺乏养殖经验和资金，多数群
众持观望态度。就在这一年，岩江

当选为永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2022年 10月，岩江率先借助

“工匠贷”平台贷款 30万元，一次性
认购肉牛 10 头，购买饲草加工设
备、建盖牛圈 600平方米，发展饲草
种植 50余亩，并积极报名参加政府
组织的各类养殖技术培训。在他
的精心照料下，母牛陆续产下 10头
牛犊，数量翻了一番。村民看到他
的养殖成果后，纷纷向他请教养牛
经验并认领养殖任务，越来越多的
村民加入了养牛的队伍。目前，永
业村已引进优质母牛 96头，产犊牛
90头，发展本地小黄牛 900余头，存
栏数量 1150余头。

“现在的永业村，养牛、种草、
疫病防控等与牛相关的话题已成
为党员群众茶余饭后的高频词，群
众养牛致富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岩江说。

乡村产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
要素的支撑。西盟县坚持扶智和
扶志相结合，围绕“党建引领、产业

兴旺、带动增收”三大环
节，采取“孵化式、师带
徒”培训模式，把西盟
工匠培育成乡村治理
能人、生产发展专
家、创业致富带头
人、民间手艺人、民
族文化传承人“五型
人才”。其次，西盟县
制定了《西盟工匠扶
持政策六条》措施，建
立“党组织+龙头企业+西
盟工匠+农户”带富机制，实
现“一人带一片、一业带全
面”；通过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建立
科学奖惩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制
度，建立《西盟工匠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大力强化“幸福是靠奋斗
出来的”“多干多支持、不干不支
持”的价值导向，让人人都争当先
锋、人人都带头致富。

近年来，西盟县还在推进乡村
振兴中，创新实施“西盟工匠”培育

计划，聚焦“选好、育好、带好、管
好、用好”5个关键环节，把“西盟工
匠”融入组织、人才、产业、生态、文
化“五个振兴”中。 2022 年、2023
年，共评选出 37 名金牌“西盟工
匠”，发放奖励资金共计 37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陶昊  王晓瑜 
文/图）  杨建荣是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整董镇整董村江边村民小
组的党支部书记，任职以来，杨建
荣靠着踏实苦干的精神，带领当地
群众大力发展三丫果种植。经过
10多年的努力，他成为当地小有名
气的种植大户，真正把三丫果种成
了当地的致富果。

在整董镇整董村江边村民小
组的三丫果种植园内，杨建荣和妻
子杨会书正穿梭在树林里，采摘成
熟的三丫果。一串串红艳艳的果
实从树枝上垂下，好似一串串圆润
饱满的红珍珠。看着自己家的三
丫果提前迎来了丰收，夫妻俩不由
得喜上眉梢。

杨建荣说：“这是今年第一批
采摘的三丫果，果皮呈粉白色的是
早熟的品种，今年三丫果的产量预

计会达到 3吨。”
杨建荣的三丫果种植园是从

2011年开始建设的，当时夫妻俩偶
然发现了种植三丫果的商机，于是
两人商量后决定先在自家的 5亩山
地上试种。

当时市场上售卖的三丫果品
种味道偏酸涩，产量和质量也不稳
定。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培育出皮
薄个大、酸甜适中的三丫果，杨建
荣想到了嫁接三丫果苗。但非农
业科班出身的他并不了解如何嫁
接果树，于是，他特意买来相关书
籍开始边种边学。种植、嫁接，他
一点点地摸索，还特意跑到山沟里
寻找优质的三丫果苗来试验。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试验和嫁
接后，夫妻俩培育出了早熟高产、
甜度高的三丫果品种。

优化提升了三丫果的品质和

产量，销售三丫果又让杨
建荣犯了难。为了打
开自家三丫果的销
路，他拉着一车果子
到市场卖。由于他
的三丫果香甜可口，
个大味美，很快便销
售一空。

随着口口相传，
夫妻俩的生意越来越
红火，杨建荣的三丫果
渐渐成了江边村民小组
的一张“名片”。外地游客
慕名来到他的种植园观赏和
采摘三丫果，许多本地的种植户也
纷纷找他购买种苗，开始种植三丫
果树。如今，杨建荣的三丫果种植
园，已经从最初的 5 亩发展到 50
亩，每年大约销售三丫果 3吨，销售
三丫果种苗 3000 株。在他的宣传

带动下，目前整董镇整董村已经种
植和发展三丫果树约 100亩。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曾
是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土地撂荒、村集体经济薄弱、农
户收入不稳。然而，一群年轻人的
回归与努力，让这片土地重焕生
机，实现了从贫瘠到富裕的蝶变。

青年力量，唤醒沉睡的土地。
中益乡华溪村曾是典型的“空壳
村”，2020 年 7 月，华溪村与其余 6
村联合成立益起奔跑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整合全乡资源，推动农文
旅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而新引擎的“燃料”，正是回乡青年
的热情与智慧。

39岁的刘成勇，是这群年轻人
的领头雁。他于 2018 年放弃城市
工作回乡，成为益起奔跑公司的掌
舵人。

回忆起公司初创时的情景，刘
成勇感慨万千。中益乡所辖 7个村
过去均是支柱产业“空白村”、集体

经济“空壳村”，各村“单打独斗”，
发展乏力。为加快推进中益乡农
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刘
成勇深知，必须整合全乡资源、盘
活闲置资源，才能带领村民们奔向
共同富裕。

益起奔跑公司因此以中益乡
各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负责人，组
建了一支 40余人的队伍，负责承接
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企事业单位
团建等活动。

以前乡里大量劳动力外出打
工，如今不少青壮年返乡回流。中
益乡过去 3年吸引回来 100多名创
业者，催生了许多像产业经纪人、

“乡村 CEO”、研学讲解员这样的乡
村“新农人”。

谭操就是其中之一。“90后”的
他曾是城里的健身教练，月收入可
观，但在看到家乡的发展机遇后毅

然回乡，加入益起奔跑公司，成为
主理人之一。“在乡村创业打拼，真
的很有成就感。”谭操说。

在益起奔跑公司的努力下，中
益乡因地制宜开发了多个研学、团
建等基地，开展土家文化农耕体
验、蜜蜂科普、手工体验等课程。
截至目前，益起奔跑公司累计承接
中小学生研学 2.4 万人次，经营收
入超 1200万元。

此外，公司还重视对返乡人才
的培养，并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
平台。28 岁的杨秧是益起奔跑公
司“人才库”的后备人才，他于 2022
年返乡创业，与奔跑公司合作在盐
井村租借厂房制作土家腊肉。如
今，腊肉不仅成为中益乡的一大特
色产业，其制作过程还将被纳入研
学课程。

随着益起奔跑公司的蓬勃发
展，中益乡的乡村旅游也迅速兴

起，农副产品热销。华溪村的好品
馆内展出 30多种当地农副产品，研
学团和游客们常来馆内消费，最火
爆时一天有近 6000元的营业收入。

刘成勇告诉记者，在公司的带
动下，中益乡的村民们也开始以旅
游管理、经营农家乐和销售旅游农
产品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
中来，实现了就地就业和持续增
收。

“相信三五年后我们会吸引更
多年轻人回来。中益乡还在半山
腰，我们还要继续奔跑，一直到山
顶。”中益乡党委书记刘登峰说。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唐奕
新华社重庆 7 月 28 日电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
蓉）  8月 7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
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云
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6781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7%，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0.6个百分点。
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四项收入情况看，呈现全
面增长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
较快增长，持续发挥“压舱石”作
用。上半年，云南深入实施农村
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
动，扎实推进 2024年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持续
落实稳就业促发展惠民生政策，
有效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脱贫
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103
元，增长 6.0%，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 45.8%，拉动收入增长 2.8
个百分点。

其余三项收入中，经营净收
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均实
现平稳增长。上半年，云南夏粮
实现丰收，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势
头良好，住宿餐饮旅游业发展向
好，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 1837元，增长 5.8%。随着城
乡居民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标准上
调等相关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云
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 1762元，增长 13.0%，拉动收入
增长 3.2个百分点。

从消费支出情况看，上半年，
我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660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增速高于收入增速 2.5 个
百分点。其中八大类消费支出呈
全面增长态势。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content/202408/08/
content_218627.html）

思茅区审计局：
多措并举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

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重庆石柱中益乡：回乡青年带领乡村“一起奔跑”

他山之石

新农人领跑“振兴路”

一程耕耘，一季丰收。今年
我省夏粮生产再获丰收。省统计
局发布数据显示，全省夏粮总产
量 264.07 万吨，比上年增产 2.80
万吨，增长 1.1%。这为稳定全年
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基础，为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

今年以来，面对各种不利因
素，我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
安全这根弦。在端牢“饭碗”的同
时，农业生产呈现出总体稳定向
好态势。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 3.1%。特色经济
作物增势良好，蔬菜、水果、茶叶、
鲜 切 花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4.7%、
7.6%、6.8%、10.5%，咖啡精品豆
产量同比增长 15.7%。在产量不
断提升的同时，我省着力推动农
业高质高效发展，各产业焕发新
活力。

设施农业发展成效明显，无
土栽培鲜切花面积、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 22%、27%。设施蓝莓面
积 、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
28%。加大糖料蔗良种良法推
广，甘蔗种植面积止跌回升，面积
同比增加 7.4 万亩。水产养殖工
厂化设施达 152 万立方米，全省
水产品产量 35.21万吨、同比增长
5.3%。农产品加工产值 7250 亿
元、同比增长 14.5%。

猪价一头连着“菜篮子”，一
头连着“钱袋子”。今年以来，省
农业农村厅持续推进生猪产能调
控，能繁母猪存栏 280万头，处于
绿色合理区间。3月以来，生猪价

格持续上升，龙头企业持续扩大
生产，散养户加速补栏，全省生猪
存栏触底回升。

为避免肉价频繁起伏，云南
畜牧业企业不断探索。通过半年
的调整，清除落后产能，全面提升
养殖端综合生产水平和优势。数
据显示，神农、温氏、双胞胎、德康
4 家企业 6 月末生猪存栏同比增
长 30%、6%、13.3%、12.67%。

农业生产稳定向好，有效扩
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我省新入
库项目 2578 个、计划投资 672.9
亿元，完成农业投资 661.5 亿元、
同比增长 11.3%，增速高于全国
6.5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投
资完成 490.78 亿元，占全国的
10.8%。

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关键年，全省农业农
村工作将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
畅循环”的定位思路，把握好重点
目标任务和支撑保障，着力推动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取得显著成效。

（云南日报记者 王淑娟）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content/202408/12/con‐
tent_219407.html）

西盟县：“工匠”领航  强村富民

杨建荣：深山种出致富“红果果”

叶聪：回乡筑梦  让茶香飘到远方

△左为叶聪。

上半年云南省全力抓实各产业发展——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向好

点点聚聚焦焦

本报讯（通讯员  罗正明）  近
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
县首宗“先租后让”供应工业用地
完成各项程序，在有效降低企业
用地成本的同时，为推行工业用
地“先租后让”等方式的供应提供
了可参考案例。

镇沅县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次与用地
意向人进行项目选址、论证，最终
将年产 10000吨废弃物机制炭生
产加工项目选址确定在镇沅县现
代林业园区。在土地供应前期工
作中，镇沅县自然资源局依据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及推行工业
用地“先租后让”等相关政策，多

次与用地意向人洽谈协商土地供
应方式，最终以弹性年期（10 年）
出让方式供应，现已完成项目用
地全部出让程序。通过本次弹性
年期出让，降低企业用地成本约
167万余元。

据悉，工业用地“先租后让”
是指先将工业用地以租赁方式供
应给企业，土地租赁期间产业项
目达到约定的投达产要求后，再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将租赁土地
转为出让土地，从而减少因盲目
购地导致土地浪费的情况，既降
低企业用地成本，又可以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镇沅县首次推行供应工业用地
“先租后让”用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