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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彦武  杨晓  
文/图）   近年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坚持走精品咖啡路线，不断
赋能咖啡产业发展，咖啡产业逐年提
质增效，得到了较好较快发展。

2023 年至 2024 年咖啡产季，孟
连县咖啡精品率达 62%，比上一个产
季的 56%提高了 6个百分点，近三年
来，连续保持全省第一。“孟连精品咖
啡”已经成了孟连县打造高原特色农

业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同时，咖
啡产业也成了孟连县推动经济发展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支
撑点。截至目前，孟连县咖啡种植面
积达 11.06万亩，2023年至 2024年咖
啡产季，咖啡米产量 1.12 万吨，实现
农业产值 4.7 亿元，全县 6 个乡（镇）
37个村委会 416个村民小组的 16081
户 61000人因咖啡产业而受益。

本报讯（记者  臧灵   通讯员  李兴盛 
文/图）   记者从普洱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今年全市夏粮生产已结束，总收获面积达
109.13万亩，总产量达 15.66万吨。

为做好夏粮工作，普洱市农业系统组
织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田间地头，选
准试验示范地块，按节令做好技术培训，
以提升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为重点，加快
培养懂理论实践、懂农机农艺的农技推广
队伍，选择合适的品种、确定主导模式，推
进农机农艺、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旱地优质稻、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项目任务的落
实落地。

同时，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重点加强干旱、高温热害、洪涝等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组织制定发布主要作物气象
灾害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方案，
科学应对灾害发生，促进灾后恢复生产，
减轻灾害损失。针对各地不同作物病虫
害发生规律，重点抓好稻瘟病、水稻 “两
迁”害虫、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和草
害、鼠害防治，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本报讯（普洱市统计局）  1至 7
月，普洱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加力实施各项稳增长措施，供给
需求向好恢复，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全市国民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持续好转，制造业企
稳回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3.6%，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0.3个百分点。重点行业保持良好增
势。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3.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同比增长 23.9%，造纸和纸制品业同
比增长 3.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同比增长 17.6%，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8.7%。

消费市场回升向好，城乡市场
同步加快恢复。全市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01.02 亿元，同比增长
5.0%。从消费形态看，全市实现商
品零售额 172.96 亿元，同比增长
5.1%；餐饮收入 28.06 亿元，同比增
长 4.5%。分城乡市场看，城镇市场
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68.10 亿元，同
比增长 5.3%；乡村市场实现消费品
零售额 32.92 亿元，同比增长 3.6%；

基本生活类商品保持增长。限额以
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增长 8.0%，饮
料类增长 4.3%，烟酒类增长 3.9%；
部分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限额以
上单位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增
长 20.6%，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4.0%，家具类增长 14.3%，石油及
制品类增长 5.2%。

投资降幅继续收窄，产业投资
增长加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下降 24.9%，比上年
收窄 0.8 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7.2%，数字经济投资增长
67.1%，生态保护投资增长 118.7%。

财政运行平稳，金融存贷款规
模继续扩大。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41.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3%。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83.55 亿元，同比增长 2.8%。7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
额 1205.59 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1302.10亿元，同比增长 6.9%。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食品
价格降幅收窄。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下降 0.3%。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02亿元

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95亿元

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3.55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陈龙汝男 
奚川江）   西盟佤族自治县通过
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
进”，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和
群众，还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的
整体效能，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
境。

在西盟县政务服务中心，一
位刚办完业务的个体经营户欧
少嫩兴奋地表示：“以前办理业
务需要跑多个地方，现在只需要
到政务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
妥，真是省时又省力。”这是西盟
县政务服务“应进必进”工作成
果的直接体现。截至目前，西盟
县政务服务中心已全面梳理并
发布了 179 项负面清单，确保县
级政务服务中心应进驻事项进
驻率达 100%，真正实现了“一站
式”服务。同时，全县范围内推
行的“好差评”制度，已累计办件
10741件，且无一差评，赢得了广
泛好评。

西盟县鑫森木业有限公司
作为该县林业产业的佼佼者，也
深刻感受到了政务服务优化带
来的红利。公司副总经理夏伟

民介绍，自 2020 年 11 月成立以
来，公司得到了西盟县多个部门
的鼎力支持。从政策扶持、资金
补助到市场对接、税收优惠，一
系列务实举措不仅帮助公司顺
利渡过了初创期的资金难关，还
推动了其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
的转变。2023年，公司实现了原
木加工 8 万吨、旋切单板 5 万立
方米的佳绩，加工产值高达 4700
万元。

“西盟县政府的服务既务实
又贴心，让我们这些企业在这片
热土上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
暖。”夏伟民感慨地说。西盟县
在发展民营经济、培育优质企业
方面，多部门联动，形成了强大
的合力，积极助力企业纾困发
展，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长
效机制，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强
化政策宣传和服务指导。截至
2024 年 7 月，全县已开展政策宣
传及纾困指导 41次，成功化解政
府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4.66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3.36 亿
元，为县域营商环境建设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谭婕）   今
年以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坚持
党建引领，以“高效办成一件事”
为切入点，通过构建集“效能高”

“落地稳”“靶点准”等优势于一
体的服务体系，推动“高效办成
一件事”落地见效，不断增强企
业、群众的获得感，最大程度释
放政务服务温度。

构建协同机制，重塑服务流
程。从顶层设计入手，成立了

“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起部门协同、上下联动
的工作格局。通过明确责任分
工，设立工作专班，确保了每项
改革任务都有专人牵头、专班推
进。同时，加强人员培训，确保
窗口服务人员政策精通、业务熟
练，为企业、群众提供一站式、高
效能的政务服务体验。

简化业务流程，推动集成办
理。通过实施“四减”行动——

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减跑
动，有效缩短了行政许可事项的
承诺时限，实现了 562 项行政审
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一次办
结”。此外，还合理布局政务服
务中心窗口，实现了政务服务事
项的全覆盖和“只进一扇门”的
目标。同时，县、乡（镇）、村（社
区）三级政务服务网络的构建，
更是让政务服务触手可及，方便
了广大群众。

数字赋能，打造线上线下融
合服务。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
政务服务，通过设立“高效办成
一件事”专栏，统一线上线下办
事入口，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的
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截至目前，
已成功办结多项企业开办和运
输企业设立等事项，真正实现了
从“多地、多窗、多次”到“一地、
一窗、一次”的转变，极大地方便
了企业和群众。

本报讯（记者  于飞）   8 月 26
日，市委书记李庆元率队到景谷傣
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区有关企业和
基地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他强
调，要用活政策、盘活资源、激活主
体、创活机制、做活产业，着力提高
科技应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能
力，创新生产模式、经营模式、合作
模式，推动林下经济标准化、规模
化、集约化、市场化、组织化发展，做
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

景谷熊力农业科技公司主要从
事魔芋种植、品种选育以及农产品
购销。在该公司思茅松林下魔芋种
植基地，李庆元详细了解魔芋种植、
种芋培育、产品销售等情况。他强

调，要在用好用足现有政策的基础
上，着眼企业需求和产业需要，科学
制定产业规划、量身定制支持政策，
迅速做大规模、做响品牌、做强企
业，全面打通种植、加工、研发、销售
全产业链。

普洱淞茂滇草六味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依托普洱得天独厚的原始森
林资源优势，进行珍稀药材林下种
植、开发、科研、加工、销售。李庆元
实地调研公司研发制药以及市场销
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要强化科技支
撑，以原料优势为基构筑产品优势，
从康养产业发展上找生长点、从用
户消费需求上找着力点、从产品研
发推广上找突破点，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

普洱良宝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中药材及农产品的种
植、加工、购销及其他相关服务。在
该公司的思茅区南屏镇三棵桩村基
地，李庆元查看了白及 GAP 林下标
准化种植情况，鼓励企业整合资源、
聚合力量、联合经营，在延长产业
链、提高附加值上发力，推动产品向
中成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拓
展。

在普洱天意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六顺镇炮仗山基地，李庆元与公司
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林下药
材种植和菠萝种植情况，对企业统
筹荒山植树造林和发展林下经济的
做法给予肯定，鼓励企业充分利用
林下土地资源，推动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调发展，提
高林地综合经济效益，让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

云南恩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主要开展云南优质中药材资源的
收集保护、良种选育培育及特色优
质中药材的加工购销等。在该公司
倚象镇石膏箐基地，李庆元对其在
野生环境下种植中药材并取得效益
给予肯定，鼓励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优化服务保障、打通购销环节，示范
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健全联农
带农机制，构建多要素联动、多主体
合作、多领域协同的发展生态。

胡选坤参加思茅区调研，徐红
斌参加上述活动。

树立正确理财观念
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用活政策盘活资源激活主体创活机制做活产业
推动林下经济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组织化发展

李庆元在景谷思茅调研林下经济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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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赢普洱
——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创业之城

澜 沧 县 优 化 政 务 服 务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

西盟县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应进必进”

孟连县咖啡精品率连续三年全省第一

普洱市夏粮稳产增收普洱市夏粮稳产增收

1 至 7 月普洱市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至 7 月

总收获面积达总收获面积达109109..1313万万亩亩，，总产量达总产量达1515..6666万万吨吨

咖啡种植面积达11.06万亩，咖啡精品率达62%

本 报 讯（记 者  王 福 蓉）   8
月 26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党组书记、市长王刚主持召开
市政府党组第 82次会议、市政府
第 8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和中央、省有关文件和会议精
神，研究防震减灾救灾、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震救灾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有
关领导批示精神，坚决扛起防震
减灾救灾责任，实事求是做好思
茅倚象 4.6 级地震损失评估、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最大限
度减轻地震灾害风险。要强化
震情跟踪监测，一旦灾害来临第
一时间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和重
特大地震灾害“123 快速响应机
制”。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抓
好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云南反馈问题整改。要
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健全闭环整
改机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
逐项推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改
到位，一项工作一项工作抓扎
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不折不
扣、高质高效按时整改到位。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指出问题整
改工作的严肃性、紧迫性，以最
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
快速的行动，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整改工作。要建立健全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将耕地保
护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具体
地块，调动发挥村组基层组织作
用，真正做到把耕地保护的触角
延伸到最基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普洱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

坚决扛起防震减灾救灾责任
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