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之后，暑气渐弱，累累果实和朵朵鲜花带来了收获的忙碌和丰收的喜悦。普洱市各地依托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和水土资源优势，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特色产业基
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芒果、百香果、绣球、万寿菊等特色产业，并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有效延长了
水果、花卉的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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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涵  李思
颖）  近年来，景谷傣族彝族自治
县凤山镇不断推动滇红花种植
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按照“龙头
企业引领+合作社联结+农户种
植”的思路，由景谷丰瑞实业有
限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服
务，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滇红花，
帮助农民解决后顾之忧，滇红花
产业成为当地农户实现稳定增
收的新兴产业。

滇红花的药用价值较高，具
有滋补效用，且种植周期短、投
入少、见效快，种植和管护方式
相对简单，在坡地、耕地均能成
活。采收后经过晾晒干燥便可
出售，不耽误后续农作物的生
产。“我家主要是种植烤烟，每年
烤烟采收完成农田就闲置了，现
在党委政府鼓励我们种滇红花，
实现了土地轮作，有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村民吕仕春说。

种植大户吕仕祥说：“一亩
红花的产量在 110公斤至 175公
斤，烘烤后的干花为每亩 25公斤
至 35 公斤，以今年的市场价估
算，干花的亩产值最高能达到
4000元。”据悉，凤山镇发展种植
滇红花已有 5年，目前，全镇共有
7个村 21个村民小组 325户农户
种植滇红花。2024年，种植面积
达 1640亩，预计产值可达 328万
元。通过推广滇红花种植，有效
利用农闲时间，提高了土地使用
率。农户可以采用滇红花与玉
米、豆类等作物轮换耕作的模
式，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同时，
拓宽增收渠道。

本 报 讯（记 者  吕 禾  何 有
刚）  8 月 13 日上午，普洱市森林
消防支队“平安普洱 2024”综合
救援技能比武在思茅区万人体育
馆开赛。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李旭东参加开幕式并宣布
比武开幕。

比武竞赛不仅是贯彻落实国
家消防救援局大练兵动员部署会
议精神，进一步提高队伍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的有力举
措，也是日常训练成果的一次检
验，旨在锤炼综合应急救援过硬

本领，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消防铁军。

据了解，此次综合救援技能
比武共有来自支队直属中队、思
茅中队、景谷中队等 7 支队伍参
加特种救援技能、灭火专业技能
等项目的比拼。参赛队伍将在 5
天内对灭火专业、特种救援两类
技能 6个模块 19项科目展开激烈
角逐，综合检验消防员的体能、技
能和智能，全面考验指挥员在任
务灾害背景下的综合判断、临场
应变和应对处置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周跃忠  李润
权  文/图）  近年来，景东彝族自治
县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地方
特色产业，通过“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成功推动百香果产业的发
展，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
进农民增收。

在景东胜源水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翠
绿的藤蔓上挂满了圆润饱满、色泽
鲜艳的百香果。采摘工们正在采摘
成熟的果实，刚摘下来的百香果被
迅速运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分拣、
包装，后又通过便捷的物流发往全
国各地的市场。

景东胜源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负责人董林说：“品相好的百香果
就鲜果出售，品相不好的就做加工。
鲜果主要卖到北京、上海、沈阳等
地。”

多年前，景东县的百香果产业
受制于效益较低的传统种植模式，

加之农户们单打独斗，又受到市场
信息不畅、农产品滞销等诸多因素
的阻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当地
政府通过项目扶持、信贷帮扶等措
施，鼓励成立合作社，将分散的农
户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百香果产
业。合作社则充分发挥组织和资
源优势，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就业
机会。

“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合作社
务工，每个月三个人加起来能有 5
千元的收入。”据采摘工魏学明介
绍，对于有意愿发展百香果种植的
农户，合作社既提供种苗、技术等

服务，又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
议。无论市场行情如何波动，农户
的收益都能得到保障。

目前，景东胜源水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 600户种植户签订了
合作协议，种植面积达 5000亩。“从
去年来看，百香果产业的流水超过
了 1000万元。”董林说。

未来，景东县将持续加强技术
培训和指导，推动百香果产业向规
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同时，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
场占有率，让百香果成为当地特色
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浩  严 心
梅）  眼下，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县的 1.9 万亩芒果陆续成熟。
目前，已有 92% 的果树挂果，85%
的果树进入丰产期，预计年产值近
亿元。

走进古城镇各个芒果收购点，
现场热闹非凡，谈价、分拣、称重、
装箱……一车车芒果顺利被交易。
收购点收购的主要品种为金煌芒，
果子根据质量定级后售卖，一级果
为 2.2元/公斤，二级果为 1元/公斤。

“除了一级果、二级果之外，只要果
子没坏，外皮即便不好我们都收，

一二级果包装后销往广东、厦门、
福建等地，其余的果子就销往工
厂，保证果农们种植的芒果均有销
路。”收购商徐永红说。

芒果的丰收不仅为果农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当地村民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古城镇
南京村果农陈玲把自家成熟的芒
果卖完后，便到收购点打工。“每天

工资 150 元至 200 元，还包伙食。”
陈玲说。

古城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也来到收购现场，帮助果农协调
收购中遇到的问题，有果农收获的
芒果质量不高，工作人员就进行相
关指导，让果农避开种植误区，以
提高种植管护水平，确保来年取得
更好的收益。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柴 婧  杨 攀  
罗桑  文/图）  近日，墨江哈尼族自
治县东西部协作重点项目墨江数字
花卉产业园二期永生花加工厂正式
投入生产，标志着墨江数字花卉产
业从一产逐步升级为二产，集种植、
加工、观光的“墨上花开”产业布局
正在形成。

走进墨江数字花卉产业园种植
基地，一朵朵绣球花开得正盛，不少
市民慕名前来打卡拍照。工人们正
在采收、捆扎、搬运，忙得不可开交。
刚采摘的绣球花被运输到永生花加
工厂，经过脱水、脱色、烘干、染色等
一系列复杂工序，制成各种色彩的
永生花。

“一期共种植了 60亩安娜贝拉
绣球花，从 7月初开始采收，作为二
期永生花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永生
花的市场价是鲜切花的 3到 5倍，主
要出口海外。”墨江数字花卉产业园
负责人张忠海说。

目前，产业园二期项目正积极
引进国际一流的自动化生产线，打
造永生花标准化厂房，实现从鲜切
花到永生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同

时，园区吸纳附近村民参与种植、加
工，带动更多村民实现就近就业，让
花卉产业成为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

“幸福花”。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

到外面务工。我在这里工作一年多
了，一年的收入大概有 3 万元。现

在的工作离家比较近，也能照顾到
老人和小孩。”墨江县联珠镇癸能村
村民白学芬说。

墨江数字花卉产业园作为东西
部协作发展示范性项目，按照“上
海+”的产业协作模式，立足当地自
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积极引进

数字花卉技术，通过种苗孵化、生鲜
花种植、永生花加工、花卉文旅、创
新研发“五位一体”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推动传统鲜花产业向精细化、绿
色化、高端化、数字化发展，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
蓉）  8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云南
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
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
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0.3%。扣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
比上涨 0.3%。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5%、其中，食品
价格由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0.4%，影响 CPI 上涨约 0.07 个百
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5%，影响 CPI 上
涨约 0.42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CPI 涨幅比上月
扩大 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 1.1%，降幅比上月收窄
1.5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8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0.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47 个百
分点。

据测算，在 7 月份 0.3% 的
CPI 同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
-0.4 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
新影响约为 0.7个百分点。

从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情况看，7 月份，PPI环
比下降 1.3%，同比上涨 2.4%；购
进价格（IPI）环比下降 1.2%，同比
上涨 3.8%。据测算，在 7 月份
2.4% 的 PPI 同比变动中，翘尾影
响约为 3.0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
动的新影响约为-0.6个百分点。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content/202408/14/
content_219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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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云南CPI环比由降转涨

“平安普洱2024”
综合救援技能比武开赛花果飘香又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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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易云香）  8月
14日，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
《普洱政风行风热线》广播节目。

上线嘉宾介绍，普洱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紧扣健康中国战略，
锚定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
深入实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基本建成布
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
市、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与健康。

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着力
打通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
难点，在市、县公立医院开通了门
诊“一站式”服务，优化就医引导、
便民服务、查询服务等流程，改善
就医体验；适当增加专家号源数
量，采取周末门诊、延长门诊时长
等措施，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挂号
难”的问题，进一步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同时，规范入出院管理，不
允许设置住院天数限制，试点推

行日间手术，降低手术患者住院
天数，避免住院资源出现挤兑。
目前，全市 32家二级及以上医院
建立了入院、出院服务中心，提供
手续办理、费用审核、结算等“一
站式”服务，积极推广预结算、床
旁结算等便民措施，避免群众看
病就医“住院难”。此外，落实分
级诊疗制度，下沉专家、门诊号源
和住院床位资源，为就医群众提
供连续可靠的医疗服务。

节目播出期间，普洱市人民
医院、普洱市中医医院、普洱市第
二人民医院、普洱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同步做客
节目，上线嘉宾在线解答听众提
出的关于登革热防治、残障人士
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付费餐具消
毒等相关问题。

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
《普洱政风行风热线》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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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通 讯 员  王 丽 娜  文/
图）  初秋时节，花开正艳。走进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富邦乡万寿菊的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朵朵金黄的
万寿菊竞相绽放，与蓝天白云、绿
水青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忙着
采摘万寿菊的村民在花海里喜笑

颜开，手法娴熟地将万寿菊采摘、
装袋、装车……

近年来，富邦乡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探索“党建+订单企业+农户”
模式，引进万寿菊种植，不仅装扮
了村庄，也让沿途风景变成了“钱
景”。“在家门口就能够轻轻松松地

挣钱，多亏了乡村干部多次宣传动
员，给我们耐心算种植账，又组织
协调收购，不然我们哪能这么容易
就把产业发展起来。”富邦乡邦奈
村芒丙小组种植户叶世达说。

万寿菊是提取纯天然叶黄素
的最佳原料，不仅成活率高、花期
长，而且病虫害少、田间管理简单、
劳动强度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目前，富邦乡
已示范种植万寿菊 183亩。种植万
寿菊不仅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还
解决了农村留守妇女、老人等剩余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我家种植了
10 余亩石榴，都挂果了，还种了 7
亩万寿菊，可以让游客采摘石榴，
再来万寿菊基地打卡。”种植户叶
世达说。

下一步，富邦乡将做好万寿菊
的田间管理后续工作，让万寿菊种
植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同
时，也为富邦旅游业增色添景。

（上接第 1 版）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民宿、餐

饮业态逐渐显现，公共设施得到
改善……如今的白沙坡村民小组
不仅成了“美丽星村”，也成了创
业村落，吸引了周边村民和返乡
创业青年在“家门口”就业。

沪滇协作·普洱星巴克美丽
星村是由星巴克及沪滇两地政府
率先探索、创新打造的以咖啡为
主题、农文旅一体化的乡村振兴
示范村。

思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以共建“创业之城”为契机，融
入沪滇协作星巴克“共享价值 美
丽星村”示范点建设项目，找准

“文旅康养+创业”的实施路径，打
造白沙坡创业村落，并整合白沙
坡村民小组活动室，搭建白沙坡
创客空间，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
创业服务咨询、创业指导、创业融
资、创业培训等服务，提供更多的
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吸引有志青
年、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群体返乡就业创业。

思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作为民生服务部门，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
台，开展就业帮扶与技能培训，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补齐就业创业
服务短板，真正做到政策送上门，
岗位送到家，以优质服务让民生
福祉落实落地。“接下来，白沙坡
创客空间服务站点将通过梳理整
合现有政策，因地制宜提供‘7+
N’差异化服务清单，为创业者提
供信息发布、业务咨询、创业指导
等‘一链式’服务，全力打造城市
农村‘15分钟’就业创业服务圈，
以政策赋能产业，为群众提供就
业创业服务，真正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董涵说。

在沪滇协作·普洱星巴克美
丽星村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一个个充满梦想的创业者在这里
播种希望，一个个返乡青年在这
里共建家乡，一个个咖农在这里
从“新”出发，乡村全面振兴的

“星”篇章在这里开启。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
者  樊曦）  记者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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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全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6.05 亿人
次，同比增长 6.1%，突破 6亿人次
大关，日均发送旅客140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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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月 10 日
起，全国铁路连续 3 天发送旅客
突破 1600万人次，其中 8月 10日
发送旅客 1675 万人次，8 月 11 日

发送旅客 1611 万人次，8 月 12 日
发送旅客 1654.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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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呼和浩
特局集团公司乌兰察布站积极协
调当地公交和出租车运营企业，
统筹安排公共交通运力，方便旅
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成都
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州都匀
供电局加强协同联动，对都匀东
站及管内贵广、贵南等高速铁路
沿线供电设施开展安全巡查。

暑运以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6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