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普洱市结合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与当地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共同发展具有高附加值、高品质、市场前景好的农业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升
级，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据悉，全市 753 个村有 2235 个产业带动项目，实现村集体收益
4230 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 19.2%，形成了全市现代特色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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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5 日 电（记
者  张千千  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
理局 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外
资净增持境内债券 200 亿美元，环
比增长 1.4 倍，境外投资者配置人
民币资产的积极性依然较高。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7 月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向好，货物

贸易等主要流入渠道的支撑作用
进一步增强。其中，我国对外贸易
持续较快增长，带动货物贸易项下
跨境资金净流入环比增长 48%，规
模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未来随着内外
部环境改善，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平
稳运行的积极因素将进一步增多。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
蓉）   暑运期间，探亲流、学生流、旅
游流高位叠加，云南民航运输生产
屡创新高，总体运行安全、平稳、顺
畅。

数据显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7月 28日起降航班迎来今年暑运单
日最高 1019 架次，迎送旅客突破
15.04 万人次。昆明机场暑运期间
预计旅客吞吐量达 866万人次。大
理机场 7 月 4 日货邮吞吐量 45.083
吨，达到近年运输峰值。大理机场
7月 6日共保障航班起降 102架次，
运送旅客 11006 人次，实现通航以
来单日航班起降首次破百，旅客吞
吐量再创新高。丽江机场 7月共完
成运输航班起降 6703架次、旅客吞
吐 量 91.3 万 人 次 、货 邮 吞 吐 量
1535.9 吨，其中月旅客吞吐量创历
史新高。丽江机场 7 月 28 日保障
航班起降 228架次，运输旅客 32603
人次，创单日航班保障架次、旅客
吞吐量历史新高。

我省以交通运输服务优质提升
年行动为契机，聚焦旅客从家门到
舱门服务链条、保障要素，与航空公

司、地方公共交通等相关单位通力
合作，健全服务体系、丰富服务产
品、强化服务协同、提升运行质效，
切实提升旅客民航出行体验。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重点聚焦
中转服务提质增效，打造“易畅转”
品牌，开通至官渡古镇、翠湖公园、
斗南花市等多条城市观光线路；增
加城市候机楼和驿站数量，为中转
旅客提供过夜住宿、免费电瓶车、
快速安检通道等延伸服务；积极争
取口岸通关便利化政策，与联检单
位推出 24小时过境免检政策等，进
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目前，旅客在省内 15个机场都
能享受到引领、帮扶、协助乘机等
服务，各机场全覆盖设置“首乘”旅
客服务柜台，服务人员协助首乘旅
客办理乘机手续、行李托运、过安
检、候机，同时与各航司联动，形成
保障链条，确保首乘旅客进入客舱
后，服务不断档。

（来 源 ：《云 南 日 报》；原 文 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
content/202408/19/content_
220641.html）

暑运民航运输生产屡创新高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杨 颖  李 妍  
文/图）  今年以来，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科
技支撑，加快转型升级，大力发展
甘蔗产业，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健全工作机制。印发蔗糖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制定蔗糖
产业三年发展计划，成立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形成“县级统筹、乡
（镇）负责、村级主抓、群众获益”的
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县 10 个
乡（镇）130 个村完成甘蔗新植面
积 6.86 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
137.2%，宿根留养 10万亩，甘蔗种
植总面积达 16万余亩。

强化科技支撑。依托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建立“专
家团队+技术骨干+科技示范户”
支撑体系，通过技术人员联动分片

挂钩方式，全面提高甘蔗种植技术
和管理水平。2018 年以来，先后
引进 46个甘蔗新品种进行试种观

察，筛选出 4个早熟高糖高产高抗
新品种进行推广，每亩单产提高
1.5吨、增收 630元以上。

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实施糖
厂节能技改，出糖率高达 13.4%，
可日产白砂糖 560吨；将每年产生
的 3.5万余吨蔗渣、糖蜜用于造纸、
酒精酿造、畜牧饲料、人工菌种植
基料等副产品深加工，增加收益
3000余万元。

带动群众增收。建立“企业+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
发展模式，龙头企业负责提供种苗
和技术服务，采取“最低保护收购
价+糖蔗价格联动二次结算”方式
开展甘蔗原料收购，对完成甘蔗产
量交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
组给予奖励。

2023 年以来，景谷县蔗糖产
业实现综合产值 7.04 亿元，带动
110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 20 万
元以上，蔗农户均收入 4.36 万元，
人均收入 1.09万元。

景谷：壮大蔗糖产业  做强“甜蜜事业”

本报讯（通讯员  王悦）  时下，
正是八角收获的季节，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富东乡的农户们正忙着摘
八角、加工八角、晒八角。富东乡
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把八
角种植作为全乡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

要产业来发展，不断扩大八角种植
面积，提升栽培管理技术，借助电
商平台提高销量和附加值。

一大早，农户们便来到各家的
种植地采摘八角。“我们现在一天
可以摘 100斤左右，干果每斤能卖
到 18 元以上，种植八角让我们的

生活有了改变，拓宽了我们种植户
的增收路子。”看着八角挂满了枝
头，种植户张平东笑着说。

据了解，1985 年，富东乡从文
山州富宁县引入八角种植，主要分
布在打黑村、富东村、南滇村、小坝
村、黄藤村。如今，八角产业已成

为富东乡的四大产业之一，也因此
享有“香料之乡”的美誉。截至
2023 年底，全乡共有 1027 户农户
种植八角，种植面积 19398 亩，年
产量 920吨，产值约 5500万元。

澜沧富东：八角丰收“钱”景广阔

本报讯（通讯员  韦沿竹）  今
年以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积
极探索“稻虾共养”的生态模式，巧
妙利用低洼田地与山田，因地制宜
构建“稻+”产业模式，蹚出了一条
生态农业发展新“稻”路。

走进江城县嘉禾乡联合村石
头寨村民小组，10 多亩稻田经过
修整后已经引入水源，村民们抬着
一筐筐龙虾幼苗，沿着稻田均匀地

投放。村民翟发成说：“这是我们
第一次尝试养虾，如果养得好，后
续会扩大养殖规模。”

据云南霖德澳龙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江城县稻田放
养的品种为澳洲淡水小龙虾，学名
也叫红螯螯虾，它的特点是生长
快、肉质好、出肉率高，也是名贵的
淡水虾种之一。澳洲淡水龙虾适
合在稻田里养殖，在气温高的地

区，生长得更快。江城县的水资源
丰富，没有工业污染，适宜澳洲淡
水小龙虾的生长。

以稻养虾，以虾促稻。红螯螯
虾的排泄物可作为水稻的天然肥
料，而红螯螯虾又以田间的危害性
幼虫为食，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农药
的使用，起到改良土地的作用。同
时，水稻为红螯螯虾提供栖息所，
发挥了保温作用，稻虾共生共长，

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还起
到了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据统
计，按每亩投入 1500尾红螯螯虾幼
苗来算，每亩能产出 80公斤以上的
成品红螯螯虾。

下一步，江城县将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产业先行的工作思路，通
过稻田与土著鱼、稻花鱼、红螯螯
虾等特色水产混养的发展模式，助
力乡村振兴。

江城：“稻虾共养”蹚出致富新路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新 飞  李
豪/文  沈浩/图）  橡胶种植是孟连
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支柱产
业之一。近年来，孟连县思变求
变，不断深化推进橡胶产业改革，
规范管理，引入龙头企业带动发
展，围绕天然橡胶新品种区域性
试验示范创新技术推广、橡胶林
下种植、建立专家基层科研工作
站，提高创新能力，稳步推进天然
橡胶产业可持续发展。

勐马镇是孟连县橡胶主要产
区之一，橡胶收入在勐马镇农户家
庭收入的占比中高达 50%至 60%，
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
由于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持续低迷，
极大影响了胶农收入。“割胶一直
都是我们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几
年胶价不好，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好多橡胶树都没有人割。”勐
马镇东乃村党总支书记岩罕相说。

为有效激发农户割胶积极性，
保障农户的收入来源，勐马镇推行

“党组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新型收购模式，主动与企业对接、
搭建平台，企业为合作社提供技术
指导、开展收胶工作流程培训，合
作社负责收购农户新鲜胶乳，农户
则做好橡胶的日常管护和生产。

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农户割胶的
积极性不断提高，收入得到进一步
保障，橡胶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以前农户都是卖干胶，现在
改为卖新鲜胶乳，而且我们还以每
公斤高于市场价 0.5 元的价格收
购，有效保障了农户的收入。”岩罕
相介绍。

据了解，勐马镇采取“党组织+
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积极开
展新品种区域性试验示范创新技
术推广试点工作，共种植橡胶

2000亩，按照每亩 30株、每株日产
0.25 公斤、每个月割胶 15 天、每年
割胶 7个月计算，每年胶农可增收
47.25 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23.62万元。

“现在我们收好胶水就直接送
到合作社卖，更方便了、收入更高
了，对橡胶产业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了。”勐马镇东乃村胶农说。

近年来，孟连县依托丰富的橡
胶资源，因地制宜探索“一地多用”
发展模式，挖掘生态资源发展潜

力，以林下魔芋、赤松茸等食用菌
种植与畜禽养殖为着力点，助推林
下经济发展，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推广林下种植与畜禽养殖，大大
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林业生态
效益可观，是一项短期、中期、长期
效益兼顾的好产业。”勐马镇副镇
长杨金学说。

为实现橡胶产业提质增效，孟
连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普洱市森
洁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实现全县
15 万亩橡胶本地精深加工，进一
步延长橡胶产业链，提升橡胶产品
附加值。公司副总经理万志鹏说：

“公司的宗旨是把乳胶所有盈利返
还给胶农。”截至目前，森洁公司共
有 12条天然乳胶手套生产线全面
投产，可实现年产 3.2 万吨医用低
氨、无氨天然乳胶和 5.6 亿双医用
天然乳胶手套，实现产值 6.5亿元，
税收超过 1200万元。

“孟连县将不断推进产业融合
发展，加强橡胶生产全过程规范化
管理，培育壮大橡胶产业链、价值
链，全力推进橡胶产业提质增效。”
孟连县茶叶和生物特色产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陈超说。

孟连：稳步推进橡胶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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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旺  山乡奔富忙

7 月外资净增持
我国境内债券 200 亿美元本报讯（记者  王福蓉）  8 月

19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30 次党组会议暨第 39 次主任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王鸿彬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研究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
于《普洱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组关于全市人民法庭工作、全市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等 5 个调研
报告，关于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等相关事项；研究市
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一委两院”有
关人事事项。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
要回信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

一届六次全会和市委五届八次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战略定力，找准坐标方向，紧
盯我市发展改革的重大部署和重
点领域，着力推进高质量立法、高
效能监督、高水平决定。要认真分
析研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要按照“主动想”“扎

实干”“看效果”的抓工作“三部曲”
要求来思考、定位、谋划、推进人大
工作，在全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普洱实践中
彰显人大担当、展现人大作为、作
出人大贡献。

姚顺、张若雷、马先楚、魏刚、
袁洪波参加会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30 次
党组会议暨第 39 次主任会议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  
任沁沁  余俊杰）  “China Travel”在
外网火了。今年前 7 个月，全国各
口岸入境外国人 1725.4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29.9%，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加入“中国游大军”。

国家移民管理局 19 日发布最
新统计数据：前 7个月，全国口岸出
入境人员 3.41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34%；各口岸签发口岸签证 84.6
万证次，同比上升 182.9%；来华旅
游外国人预计拉动消费超 1000 亿
元。

这个夏天，一大批外国博主自
主拍摄发布在中国旅游的所见所
闻，浏览量在外文网站已破 10 亿，
掀起一股“中国风”。

“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成为
外国游客说来就来游中国的‘流量
密码’。”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刘
海涛说。

110余项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
策措施，持续优化入境免签、过境
免签、口岸签证政策……更多外籍
人员来华，亲身感受新时代中国之
美。

“方便来”。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已增至 37 个口岸、54 个国家。

过境免签政策自 2013 年 1 月开始
实施，适用的国家、实施口岸、停留
期限、活动区域不断优化。

“多样来”。我国相继推出港
澳地区外国旅游团入境广东 144小
时免签、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广西
桂林 144 小时免签、59 国人员入境
海南 30天免签、沿海省份外国旅游
团乘坐邮轮入境 15天免签等政策。
近期又出台港澳地区外国旅游团
入境海南 144 小时免签政策，惠及
外籍游客 590多万人次。

“引进来”。进一步放宽口岸
签证申办条件，为外籍商贸投资人
士提供再入境签证等多项便利服
务，保障外籍商务人员想来即来、
想留可留。

越来越多外国人“游中国”，最
显著的作用就是带火了我国入境
游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公开数据，来华旅游外国人日均消
费 3459 元，今年前 7 月预计直接拉
动消费超 1000亿元。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
续优化完善过境免签等政策，扩大
活动范围、增加联动区域、优化开
放布局，会同有关部门提升外国人
来华在华便利度。

前 7 个月超 1700 万人次
外国人“游中国”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0 日 电（记
者  姜琳）  为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
程序、打击违规行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近日发布《职称评审监管
暂行办法》。据了解，这是首部从
国家层面出台的职称评审监管文
件，将有利于提高职称评审质量、
促进公平公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出台
这一文件是贯彻落实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在“破四
唯”、“立新标”、放权松绑等取得积
极成效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职称评
审监管，避免一放了之、一放就乱。

针对职称评审过程中反映突
出、易发多发的违规问题，办法明
确，聚焦申报人、评审专家、职称评
审相关工作人员等 3类重点人群和
评审单位、申报人所在单位等 2 类
重点单位，采取随机抽查、定期巡
查、重点督查、质量评估、专项整治

等多种方式实施监管，构建政府监
管、单位（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
职称评审监管体系。

办法提出，对个人违规行为实
行信用管理，职称评审中的失信行
为将作为申报评审职称或参与职
称评审工作的重要参考，严重失信
行为将纳入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
名单并依法予以失信惩戒。对单
位违规行为主要采取提醒、约谈、
暂停评审、责令整改、通报批评、收
回职称评审权限等处置措施，强化
对评审单位的违规处置。

办法将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
社会化评审机构也列入了监管对
象。对于与职称评审无关的中介
等其他社会机构假借职称评审名
义开展的违法违规活动，办法将其
作为各地职称评审环境专项整治
的重点内容，要求地方人社部门会
同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依
法对其进行处罚处置。

我国首部职称评审监管办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