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8月

27
星期二

甲辰年七月廿四

第 10850期

今日四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8

邮发代号：63-10

普洱日报社出版

权威资讯   服务群众   勇于担当

PU’ER   DAILY

中共普洱市委主管主办         数字报 www.puerw.cn/perb

主任：苏建春   总编辑：张已戌   值班编委：苏建春   责编：朱菊英   版式：罗元境   监审校对：粟利   投稿信箱：ynperb@126.com   新闻热线：0879-2123139   传真：0879-2132020   本报地址：思茅区宁洱大道117号   邮编：665099

进入雨季以来，普洱市平均降
雨量为 809.7毫米，较历年同期平均
偏多 121.6 毫米（偏多 17.7%），短时
强降水站数较往年偏多 2.5倍，为近
五年同期最多。其间，普洱市接续
发生强降水天气过程，局地强降水
突出，危险性较大，防汛形势复杂严
峻。

面对汛情，普洱市各级各部门
严格落实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
制，强化响应联动措施，着重加强直
达基层责任人的“叫应叫醒”、包保
责任人下沉指挥和提前主动避险转
移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洪涝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截至 8 月 25 日，
全市共经历 13轮强降水过程，普洱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
称市防办）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密切
关注气象、水文动态预警信息，及
时、精准预警，累计转移避险 561户
1739人，争分夺秒为群众筑牢“安全
堤”。

健全责任体系
强化精准叫应

为有力推动防汛减灾工作更加
精准化、精细化，普洱市建立了气
象、防办、应急三个系统“一贯到底”
的叫应责任体系。气象部门叫应市
防办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市防办
同步叫应下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并抽
查调度村组防汛包保责任人，应急
系统通过值班平台叫应下级应急部
门，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传达到
位，避免重复叫应、多级叫应。

入汛以来，市防办对强降雨乡
镇（街道）的村组责任人进行电话调
度叫应共 4865 人次，在自然资源部
门叫应的基础上，对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Ⅱ级（风险高）至Ⅰ级（风
险很高）的隐患点责任人抽查调度
共 783 人次。最近一轮强降水过程
电话接通率达 100%，有效压实了监
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值守、抢险
救援、转移安置等各个环节责任。
同时，充分发挥应急广播在临灾预
警叫应中的作用，截至目前，共有 8
个县（区）、25 个乡镇（街道）、84 个
村（社区）、816个村（居）民小组通过
应急广播播报预警信息，叫应人数
2.9万余人。同时，进一步推动压实
各行业系统主管责任，统筹应急、水
务、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对行业
系统内相关单位和在建工地、施工
营地、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叫应调
度 5713 次 ，针 对 强 降 水 落 区 县
（区），派出 3 轮共 21 个工作组下沉
到县（区）督导防汛工作。

推动机制完善
强化措施落实

进入主汛期以来，普洱市紧跟
国家防总、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步
调，持续强化气象预警叫应与应急
响应联动工作，不断建立完善各项
工作机制，切实提升防汛救灾实效。

完善“六个一”工作机制，即采
取每天“一会商、一提示、一调度、一
反馈、一抽查、一专报”的工作措施，
每日组织有关部门，根据气象信息
研判各县（区）防汛重点，进一步细
化到具体的村组和风险点位，提出
具体的工作建议，并收集措施落实
情况，编入每日工作专报。针对城
市内涝灾害防范，落实“定点、定人、
定责任、定措施”的工作要求，制定
印发《普洱市城市内涝防御工作机
制（试行）》。分析县（区）、乡镇（街
道）两级灾害风险，制定印发《普洱
市“1262”精细化预报叫应标准和调
度标准（试行）》，建立本地化“1262”
机制指标，实现高风险区域和低风
险区域预警差异化，叫应调度精准
度进一步提升。制定印发《乡镇村
组防汛应急处置工作要点》，分级细
化“1262”预警响应处置流程，明确
乡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
组三级在汛前防范、汛中响应、汛后
处置的具体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
以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能高效有序
地开展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建立
短临强降水预警反馈机制，强降水
预警发出后持续跟踪乡（镇）防汛措
施落实情况，动态掌握当地雨情灾
情，实现预警反馈信息闭环管理。

坚持提前为要
强化转移能力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市防办
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密切关注气象、
水文动态预警信息，及时、精准预
警。各县（区）对辖区内发生降水的
乡（镇）进行叫应，并开展相应防范
工作。7月 30日晚 9时，景谷傣族彝
族自治县凤山镇抱母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学坤提前研判可
能出现的危险，在洪水发生之前，组
织 4 个村民小组转移 64 户 167 人。
这是今年单次转移人数最多的转移
过程，有效确保了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地质灾害的突发性和滞后性，
是地质灾害防治的重点和难点。普
洱市在避险过程中突出“提前”，市
防办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情、水
情、险情等情况，加强滚动预报和短
临预报，根据“1262”预警叫应机制
和江河箐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
及时叫应提醒，打通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信息化监测预警网络，在山
洪或地质灾害发生前，甚至在强降
水过程前，提前研判作出决策。乡
镇（街道）指挥机构、基层村组干部、
网格员、灾害监测员等各司其职，转
移及时快速，人员安置到位。目前，
由基层一线干部作出转移决策的共
有 85 次 410 户 1135 人，占转移总次
数的 86%。通过不断压实责任、强
化措施落实、加密叫应抽查，充分发
挥了基层干部、灾害信息监测员、网
格员等队伍的作用，基层政府防灾
避灾责任落实更加到位，基层干部
果断决策能力得到增强，群众风险
意识显著提升。

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就是要
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
富起来。近年来，普洱市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国
之大者”谋发展、强化担当抓落
实，聚焦农民生产生活需求，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促进乡
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登台
阶上水平，广大农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深挖潜力
农业强起来

记者从普洱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普洱市积极实施粮食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按照《普洱市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30年）》，结合实
际，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在稳定种植面积的基础
上，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技
融合，集成应用水稻生产抗旱减
灾技术、玉米抗旱栽培技术、稻—
豆—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滇南
冬玉米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烟后
玉米套种小麦高产栽培技术、陆
稻旱育旱植高产栽培技术、水稻
旱作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鲜
食玉米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等
高产高效技术模式，着力提高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单产水平。

绿色是普洱最大的特色，也
是普洱的发展底色。做大绿色农
业，擦亮现代农业绿色底色是普
洱上下达成的共识。对此，普洱
市实施粮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项目，推进整乡、整县整建制示
范，建立示范区，在主产区打造一

批“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
亩高产片”，集中开展品种筛选、
技术集成配套、模式展示示范，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指导
服务等活动，推广示范粮油作物
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绿色高质高
效生产模式，集成示范病虫害绿
色防控、减肥减药、全程机械化等
关键技术，提高技术到位率和覆
盖面，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
县推广种植云麦 77、云麦 112等小
麦新品种及“早秋麦”栽培技术
等，增产效果显著。

品牌强，农业则大有可为。农
业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标志，培育发展农业品牌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普洱市不
断加强名优品牌培育，持续推进

“三品一标”品牌建设，抓名特优新
农产品认证，目前 5个产品已获得
认证。此外，普洱市绿色食品获证
企业达 39家、产品 91个，获证面积
61.26万亩、产量 49.84万吨。认证
产品主要以茶叶、咖啡、水果、粮油
为主。目前，23家企业、29个产品
正在组织申报认证。同时，全市共

有315户企业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
证，证书 413 张、认证产品 733 个、
认证基地面积 70万亩。全市共有
地理标志产品 34 件，“普洱茶”和

“普洱咖啡”被列入首批受欧盟保
护的中国 100个地理标志名单，“普
洱咖啡”和“墨江紫米”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云南省绿色云品
品牌目录评选认证 41 户，包含茶
叶、咖啡、芒果、蓝莓、紫米、中药
材、坚果、肉牛等绿色云品品牌。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通讯员  边凯艳  何忠
亮）   入汛以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修订
完善 13 座水库超标洪水应急预案
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方案，水库值
班人员利用视频监控和水雨情自测
系统 24 小时监控水库大坝的运行
状态。

近期，孟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水库、坝塘、山洪
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河
在建工程等防汛重点部位、薄弱环
节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针对
防洪防汛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对
在建工程进行隐患排查，特别是重
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定期对
库区、大坝、溢洪道等进行巡查，对

泄洪专用启闭机、备用电源、电路等
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利用监测系统
及时报送水库的水位及库容，及时
了解水库蓄水变化情况，以便精准
调度，让水库水位保持在汛限水位
以下，确保水库汛期安全。

截至目前，孟连县各乡（镇）各
部门已修编完成防汛备汛、山洪灾
害、地质灾害等应急预案 14 份，对
49套山洪灾害自动雨量站监测设备
逐一进行调试检修，设备完好率和
覆盖率均达 100%；组织各乡（镇）进
行群众转移避险演练 1 次；累计投
入资金 74.52万元，开展南碾河清淤
工程，共清理河道 7.2 公里，河道面
积 54000 平方米，清除淤泥 6.4 万立
方米，垃圾 30余吨。

截至目前，315户企业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413张、认证产品733个、认证基地面积70万亩

全市建成农村卫生户厕 361758座。创建省级绿美乡（镇）20个、省级绿美村庄 26个、县（区）级绿美村庄

2400个

上半年，全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21万亩、咖啡种植面积达67.9万亩、甘蔗种植面积达85.16万亩，天然橡胶

种植面积达184万亩

➡
➡
➡

孟连县24小时监控水利设施运行

普洱市严格落实“1262”预警
叫应机制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记者  付颖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普洱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记者  臧灵   通讯员  李兴盛

坚定理想信念
发扬斗争精神
推动伟大实践

初秋初秋，，走进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那哈乡走进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那哈乡，，阡陌交错的稻田里阡陌交错的稻田里，，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开镰收
割割、、脱粒脱粒、、装袋装袋，，一派丰收景象一派丰收景象。。              ((通讯员通讯员    王玮怡王玮怡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易垚宽  徐一
丹  施正萍   文/图）   8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 2024
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云南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普洱。来自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
日报》等中央及省级媒体的记者，
围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的主题，实地采访普
洱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多措并举推进绿色经济高
质量发展。

采访团首站来到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看茶林、访古寨、串农户，
感受景迈山的魅力。在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展示中心，跟随讲
解员的介绍，记者一行全面了解
了古茶林的历史渊源、生态价值
及文化意义。千百年来，景迈山
以古茶林为核心，对山区土地集
约利用和合理布局，创造了茶在
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
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的智慧型山地
人居环境，讲述了林茶共生、人地
和谐的故事。

随后，采访团一行实地探访
了景迈山大平掌古茶林。漫步其
间，大家听茶农讲述如何精心呵
护茶树，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
在探访过程中，采访团还前往蜂
王树、翁基古寨。中国网记者郝
岩表示，此次景迈山之行，不仅领
略了当地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
情，更深刻认识到普洱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
践。他表示，将把所见所闻通过

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了
解世界文化遗产——普洱景迈山
古茶林文化景观的价值及绿色发
展的经验。

第二站，采访团来到孟连傣
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在芒信镇
芒信村芒信大寨牛油果基地，大
家了解到，近年来，孟连县依托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牛
油果产业，不仅引进优质品种，还
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实现了牛油
果产量与品质的双提升，通过探

索“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
走出了一条牛油果特色产业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孟连县立足独特
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气候区位优
势，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方式，
以绿色为底色，让‘国牛’腾飞，百
姓增收，很了不起。”《工人日报》
记者兰德华说。

在来珠克精品咖啡庄园，记
者们被香浓的咖啡和宜人的景色
吸引。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
庄园致力于打造集种植、加工、旅

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体
系。在聆听了庄园的发展故事之
后，大家感受到了孟连县坚持走
精品咖啡路线，大力发展咖啡产
业，力争打造成为“中国精品咖啡
第一县”的决心。

行走在普洱，看普洱的绿水
青山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乡村振
兴的画卷正徐徐展开。未来，普
洱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最
动人的底色。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云南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普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