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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11日，孟连县
烟草专卖局联合景东彝族自治
县烟草专卖局、景东县公安局
文龙派出所执法人员，在景东
县文龙镇三岔河村搬迁的三岔
河小学旁 3 个废弃房屋内发现
烟叶 2950 公斤，并依法予以先
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60日内到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地址：孟

连县白象街 17号，联系人：徐金
华，联系电话：0879-8723712）
接受调查。若逾期不来接受调
查，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烟草专卖局

2024年8月14日

品种规格

烟叶

     共计：（品种）壹个品种           总计：（数量）贰仟玖佰伍拾公斤

数量

2950公斤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烟草专卖局公告

新华社贵阳 8 月 4 日电（记者
齐健  吴思）  2024 年上半年，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投产茶园
121.45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 4.1万
吨、总产值 106.3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8.14%、11.34%。通过坚持绿色
优质发展，守住“干净茶”底线，坚持
科技创新发展，推进茶园“管理机械
化、加工智能化、拼配数字化”，都匀
毛尖品牌“朋友圈”不断拓展，都匀
毛尖茶加快“出山出海”。

记者从 4日在贵州都匀召开的
“2024 第七届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
年会暨都匀毛尖茶人会”上了解到，

截至目前，贵州省黔南州茶叶加工
企业年加工产能达 15万吨，累计带
动 10.37万户 27.88万农业人口从事
茶产业，茶农年人均收入从 2014年
的 0.22 万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1.75
万元。

通过龙头企业引领，黔南州带
动 SC认证企业组建“产供销”联盟。
都匀毛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顾静生说，目前全州加快
推进优势单品整合、茶叶精制拼配，
保证茶叶品质稳定，加快都匀毛尖
中高端名优绿茶规模化发展，869
家茶企中已有 147家通过 SC认证。

在茶叶加工产业下游，黔南州
围绕有机肥加工、茶旅融合、茶文创
品、茶保健品、茶食品、茶饮料、茶日
化品等引进一批优质精深加工企
业，提升残茶、茶末、茶梗等“边角废
料”利用率。“云端茶海·心上毛尖之
旅”入选全国 20条茶乡旅游精品线
路。

“从茶园到茶杯，我们努力实现
茶产业全过程质量监管。”黔南州贵
定县云雾镇党委书记谭忠银说，通
过推广绿色防控、茶园病虫害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等综合防控技术，常
态化开展茶园测产示范、产品溯源

管理，在重点茶区建立茶叶农资专
柜，打造集茶叶专用肥、有机肥、农
药、绿色防控物资等为一体的保障
供应服务体系，当地正不断完善茶
园立体生态发展模式。

据了解，都匀毛尖区域公共品
牌价值已从 2010年的 13.78亿元提
升到 2024 年的 52.23 亿元，都匀毛
尖茶已远销欧盟、摩洛哥、乌兹别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

眼下，正值夏秋茶的采摘季，充沛的雨水伴随着较高的气温，让茶树新梢生长迅速，茶农们穿梭在茶
垄间，背篓里装满了新鲜茶叶。茶飘香，人忙碌，带来的不仅仅是收成，更是希望。茶产业作为普洱市的
支柱产业，是“衣食万户”的大产业、大民生，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
族自治县以党建为引领，紧扣“一县
一业”发展战略，聚焦茶产业，构建
起全面覆盖、深入基层的党建工作
体系，奏响了茶产业产值突破 50亿
元的时代强音，有力推动了“党建
强、产业兴、村民富”的良性循环。
2023 年，全县茶综合产值达 21.65
亿元，有效带动了全县 2.18 万户 
7.69万人增收。

建强党建联盟，变“单打独斗”
为“联合作战”。坚持以组织链串起
产业链，在链上育动能、发展聚合
力，为推动“一县一业”发展聚势赋
能。组织搭台“强链”，在县级成立

“茶产业党建联盟”，建立“1+X+N”
组织体系，“1”为县委组织部牵头，

“X”为县茶特中心、县供销社、县农
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N”为
联盟茶企业积极联动。由乡（镇）党
委牵头，以乡（镇）、村、茶企、大户为
主体，在“千家寨爷号”八大茶区分
别成立“茶产业党建联盟”。建章立
制“固链”，制定理论联学、资源联
享、活动联办、发展联促、品牌联创、
治理联动等“党建联盟”运行规则，
每季度开展政策学习、专题研讨、实
地考察等活动，如“千家寨爷号”普

洱茶专题讲座、“镇沅茶匠”评选、砍
盆箐、老乌山、打笋山等茶区茶叶开
采节，不断提升“千家寨爷号”普洱
茶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让党建联盟成为兴茶惠农的“加油
站”。

组织牵引护航，变“单点发力”
为“多元驱动”。在全县 65 家茶叶
生产加工企业和 63 个茶叶专业合
作社上成立联合党支部 11个，覆盖

“千家寨爷号”八大茶区，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 11名，按照“党组织+企
业+农户”的利益链条，激发党的组
织活力，突出示范带动，推动联动发
展。把人才聚在产业带上，将全县
25 名科技特派员重点选派到涉及
茶产业的 41 个村，从农科、茶特中
心等单位选派 8名专业技术指导员
到八大茶区，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为
企业、群众纾难解困，同时汇集诉求
和呼声，为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提
供“第一手”资料。在千家寨主题茶

业街区建立商圈联合党支部，通过
党员商户带头入驻、亮牌示范经营、
服务街区发展，“双报到”党员开展
文明志愿服务进商圈活动，引导街
区商户协同联动、诚信经营、良性发
展。

着力中心大局，变“单体构架”
为“串点成线”。坚持党建搭台、项
目聚合、产业发展，不断撬动上海帮
扶、东西部协作等项目资金，围绕

“一县一业”落地见效。2019 年以
来，全县围绕茶产业，实施了扶持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3 个、项目资
金 650 万元，撬动县级其他项目资
金 1178.5 万元。整合资金 2750 余
万元改造提升标准化茶叶初制所
39 个，投入资金 2255 万元建成“千
家寨爷号”普洱茶精制加工研发中
心，有效带动茶产业发展和村级集
体经济创收。着力打造五一、嘉德、
老海塘等茶庄园，开辟古茶山旅游
路线，开展以茶为元素的“镇品沅
味”系列产品研发，推动一二三产业
围绕茶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升品
牌效应，围绕“穿越哀牢、感受无量，
茶香咖香、鸟语花香，芳香镇沅”建
设，以基层党建“书记领建项目”为
统领，构建了“党建品牌+区域公共
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四位一
体的发展模式，通过建支点、强引
领、激活力，推动党建品牌创建与

“千家寨爷号”品牌实现同频共振。
（通讯员  肖应高  文/图）

带动7.69万人增收镇沅县

本报讯（通讯员  周芸  杨朝虎 
周跃忠  王丽娟  文/图）  近年来，景
东彝族自治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
资源，大力发展有机茶产业，不仅为
这片土地披上了绿装，更铺就了一
条农民增收致富的康庄大道。

景东县大街镇三营村的普洱景
东樱桃源茶业有限公司一派繁忙景
象，工人们或背着竹篓穿梭于茶树
间采摘嫩叶，或忙于炒制新茶，或精
心打包即将上市的新鲜茶叶。一直
以来，该公司坚持绿色、生态、可持
续的发展理念，从茶园管理到茶叶
采摘、加工、包装，每一个环节都严
格遵循有机标准，保障茶叶的品质
与安全。

为助力农民增收，该公司积极
创新合作模式，加大与周边茶农的
鲜叶收购合作，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并在 6000亩有机茶园转换过程中，

为农户提供免费技术培训与指导，
助力他们掌握科学的有机茶种植技
术。据公司负责人刘芳介绍，自转

型有机茶以来，固定用工达 67 户，
其中包括 16 户脱贫户和 10 户残疾
户。

有机茶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
了众多村民返乡就业，实现了家庭
和收入的双赢。村民李德英感慨：

“在这里摘茶，既能照顾孩子上学，
又能赚钱，一天能挣 150 元至 160
元，一年下来收入可观，我很满
意。”

作为景东县的重要产茶镇，大
街镇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
茶文化，鼓励企业合作发展生态休
闲观光、茶叶采摘体验、休闲品茗及
农家接待等农旅融合产业，打造全
产业链条，有效提升了 36200 多亩
茶园及 6000 亩古茶树的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

景东县紧扣“大抓产业主攻工
业”，以茶为媒，从种植、管理、产品
到加工全面升级，茶叶产业蓬勃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茶叶初
制所 173 家、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171 个、精深加工企业 25 家。
2024 年 ，上 半 年 实 现 毛 茶 产 量
9373.5吨，农业产值 5.24亿元，综合
产值高达 19.4亿元。

上半年综合产值19.4亿元景东县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钱 雯 琳  文/
图）  眼下，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的
茶叶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绿意盎
然、茶香四溢，茶农的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走进景谷镇文山村马厩村民小
组的茶园，茶树在海拔 2200米的无
量山山脉上呈块状和零星分布。得
益于温和多雨、云雾缭绕的高海拔
自然环境，这里的茶叶茶质柔嫩，色
翠香幽，回甘绵长。

“为提高茶叶品质，文山村茶园
使用古法技艺制茶传统，精挑细选
茶原料，并获得有机土壤认证，按照
有机茶园的标准进行管护。好好守
护这些茶树，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梦
想就一定会实现。”景谷镇文山村党
总支书记石凤益说。

清晨山中的雾气未散，文山村
的茶农们已早早挎上竹篓，赶到茶

园，开始了一天的采摘工作。“我家
种了 100 亩的茶，目前有白茶、红
茶、晒青茶三类茶产品，每公斤茶叶
可以卖到 150 元左右。今年请了

200 多名工人来帮忙采摘茶叶，今
年预计茶叶收入能有 10 多万元。”
文山村妇女主任、马厩小组党支部
书记谢丽琼笑着说。作为村里的电

商达人，她通过抖音直播，拓宽销售
渠道，并且在取得更大的关注度后，
带动了更多村民参与其中。

近年来，文山村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为村民解决就业岗位，
让村民们享受到发展茶产业带来
的红利。马厩茶叶农民专业合作
社总产值达 140 万元，辐射带动周
边农户 60 户，实现户均增收 2 万元
以上。

“景谷镇将加快生态有机茶园
认证和白茶园、老茶园改造的步伐，
在提质增效方面再下功夫，走生态、
绿色、有机的发展之路，加快茶旅融
合的步伐。”据景谷镇党委书记李家
富介绍，景谷镇现有茶园面积 5.9万
亩，获得有机认证的面积 2.8 万亩，
共有涉茶经营主体 1032家，镇内年
产茶叶 3000 吨以上，产值达 4 亿多
元。下一步，景谷镇还将持续举办
以茶叶为主的乡村赛事、采摘、民俗
文化节会等活动，不断做响景谷镇
茶叶品牌，让片片绿叶子成为百姓
增收致富的金名片。

有机认证茶园2.8万亩景谷镇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段
晓瑞）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
网公司获悉，7月底以来，受全省
降雨增多、省内电力需求旺盛等
多重因素影响，云南统调日发电
量快速攀升，连续多次刷新历史
最高纪录。

8月 8日，全省统调发电量达
16.70亿千瓦时，比往年历史最高
点增长 6.0%，其中以水电为主的
清 洁 能 源 发 电 量 占 比 高 达
97.5%。

面对来水大幅上涨情况，云
南电网提前发布强降雨预测，加

强防汛组织，将澜沧江、金沙江
流域主要水库提前腾库拦蓄洪
水、削减洪峰，有效应对了两江
洪水，为缓解下游防汛压力奠定
基础。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南方
电网大平台资源配置优势，增加

“西电东送”电量，8月 8日我省送
电量达 9.3 亿千瓦时，创历史单
日最大送电纪录。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content/202408/11/con‐
tent_219026.html）

云南统调日发电量连创新高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记
者  樊曦）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1 至 7
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2 亿
人次，旅客周转量 9454.53 亿人
公 里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7%、
10.6%，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
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加快构
建铁路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科
学合理安排运力，落实便民利民
惠民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
有序出行，积极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1至 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

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用好今年
新开通的新线能力和京广高铁
全线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成
果，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
列车 10434 列，同比增加 998 列、
增长 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
境旅客运输组织，在京港、沪港
间开行夕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
在中老铁路安排开行中国西双
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旅客
列车 2 列，恢复开行中国呼和浩
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旅客
列车。1至 7月，中老铁路累计发
送跨境旅客 13.9万人次。

1 至 7 月 全 国 铁 路
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

茶山绿意浓  民富乡村兴

贵州黔南：绿色优质发展助力都匀毛尖茶“出山出海”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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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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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现在，我在家里就
能做生意，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
跑到古镇去了。”李成梅笑逐颜
开。她，已华丽变身。
        在曼海村民小组，类似李成
梅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通过
系统有效的培训，很多农民都成
了非遗研学讲师、民宿老板、商
店店主等经营主体。据统计，村
里现有 20 户村民固定在周末和
节假日出摊经营特色小吃和农
特产品，农户最高单日营业收入
超过 3000元，平时周末的稳定收
入也达到了户均 300元。
        “我们公司通过搭建市场与
农民之间的桥梁，进行必要的培
训。但真正让项目落地生根的，
还是这些勤劳智慧的村民们。也
就是说，即便有一天运营公司不
在场，农民也能继续开展业务。”
墨江曼云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的运营总监张辉说。
        当前，各级党校还与运营公
司合作打造了党校现场教学基
地，开设了村组干部乡村运营能
力培养课程，旨在围绕乡村运营

“餐饮、民宿、活动”标准化业态，
打造以农民为主体的能力提升
课程，帮助前来学习的农民以训
带练，快速提升业态运营操作能

力。“无论是开超市、开餐馆、建
民宿，还是当非遗体验中心的老
师，只要有意愿，每位农民都可
以成为乡村农文旅发展中的主
体，展现自己的特长和技能。”张
辉介绍。
        白秀美从繁华的上海回到
家乡后，看到家乡发展的美好前
景，决定留下创业。她不仅启动
了将自家老房子改造为精品民
宿的计划，还积极参与到村里的
各项发展中来。没错，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被家乡的发展前景所
吸引，选择回到这片热土上创业
发展，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希望。
        在农民成为经营主体的同
时，公司对农户庭院经济实行一
户一方案，让每个经营的农家都
有特色、有收益，不仅提升了农民
参与的积极性，也让农家变成了
景点，促进了农民的稳定增收。
        如今，漫步在曼海，村寨干
净整洁、绿树成荫，美丽庭院错
落有致，实现了“一窗一景”“一
户一景”“一步一景”。浓厚的民
族文化、独特的乡村生活体验，
让广大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幅绝
美的乡村画卷之中，曼海的美，
可见、可知、可感。

“活”字上做文章  “变”字上求突破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
者  吴雨  张千千）  中国人民银
行 13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前 7 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53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 11.13万亿元。

数据显示，7月末，我国人民
币贷款余额 251.1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7%。前 7 个月，我国住户
贷款增加 1.25 万亿元；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 11.13 万亿元，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8.21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7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M2）余额 303.3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6.3%；狭义货币
（M1）余额 63.23 万亿元，同比下
降 6.6%；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1.88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另外，前 7 个月我国人民币
存款增加 10.66 万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 8.94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前 7 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累计为 18.87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少 3.22万亿元。7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95.7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2%。

前 7 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 13.53 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