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近年来，普洱市坚持党组织引领、多元化方式推动，把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创新经营机制、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拓
宽发展途径，在增强“造血功能”的同时，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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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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苏子健   文/
图）   近年来，江城哈尼族彝族自
治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多元发
展路径，整体提升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水平。

盘活资产，唤醒沉睡资源。盘
活村集体闲置的办公用房、厂房、
仓库等资产，通过流转、租赁、承
包、入股分红、联合开发等多种方
式进行开发再利用，推动村集体资
产市场化运作，确保资产保值增
值。勐烈镇牛倮河村投资 4.6 万
元，将闲置了 5 年的农贸市场项目
重新装修后再开发利用，实现每年
收益 4.4万元。

开发资源，充分发挥优势。将
农村闲置土地依法流转给种植大
户、专业合作社、企业有偿使用，把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拓宽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康平镇中
平村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的

发展模式，流转 76 亩撂荒土地种
植鲜食玉米，实现了人均增收 514
元。

带动产业，厚植发展优势。依
托本地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

产业，聚焦产业发展中个体农户做
不了或做不好的环节，与龙头企
业、种植养殖大户等合作，为产业
发展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农业服
务，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勐

烈镇大寨村引进肉牛养殖基地项
目，为农户提供优质种牛、高效饲
草及销售渠道，让农户每年增收
400元，村集体每年增收 10万元。

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融。鼓
励和支持地域相邻、资源相近、产
业相似的村跨地域联动发展产业。
嘉禾乡 4 个村共同出资成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云南云壹森乳胶有
限公司、种植农户分别签订乳胶收
购协议，胶农每亩可增收 450 元，
每村每年收益 5万元以上。

旅游创收，助推融合发展。鼓
励有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优势的
村，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和区位优
势，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餐饮
民宿等产业。曲水镇高山村充分
利用土卡河小渔村特色旅游资源
优势，实施边境渔村特色民宿建设
项目，由村党总支牵头成立专业合
作社负责管理运营，村集体每年可
增收 27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苏红亮  付会 
罗艺坤   文/图）   近年来，宁洱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建设村按照

“抓人才培养、强组织建设、促全村
发展”的工作思路和“短期抓烤烟、
冬农开发，中期抓生物药材、养殖
业，长期抓茶叶、甜棕、核桃等经济
林果”的产业增收思路，探索出了

“党总支引进新产业，村集体优先
发展，党员示范带头种植，辐射带
动群众扩种”的产业发展模式。其
中，中药材的育苗示范种植初见成
效，进一步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近日，在梅子镇建设村小宽粟
村民小组中药材育苗示范基地里，
村干部和村民正在为苗株除草。据
建设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伟轻
介绍，建设村在小宽粟、小芦箐村民
小组通过流转土地已经建成 20余亩
的示范基地。在村集体的带动下，
10户 16名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户均增收3000元左右。
“目前，建设村种植有重楼、滇

黄精、百部、木香、三七等中药材，
村民们看到村集体有一定的收入
以后，也跟着我们种植。”建设村党

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刚
说，在探索发展中药材育苗示范种
植中，建设村坚持党建引领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并积极向上争
取了 57 万元财政涉农资金用于示

范基地建设。目前，中药材育苗每
年为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5万元
以上。今年预计可出售重楼苗 100
万株，百部苗 50 万株，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将增加 10万元。同时，村党
总支积极引导党员带头发展中药
材种植，并逐步带动全体村民扩大
种植。

此外，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中，建设村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优势，厘清产业发展思路，做好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和群众增收
计划。通过建立“村党组织（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农户”的发
展方式，巩固提升传统茶产业；培
育壮大香椿、核桃、甜棕及生物药
业特色产业，逐步形成“长短结合、
立体种养、错位发展”的产业增收
路子。目前，全村共种植茶叶 2000
亩、香椿 250 亩、核桃 6800 亩、甜棕
1307亩、中药材 115亩。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记
者  韩佳诺  潘洁）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至 7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 额 4099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比 1 至 6 月份加快 0.1 个百
分点，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7月份单月看，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 4.1%，增速比 6月份加
快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加快。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企业营
收平稳增长。1至 7月份，规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
增速与 1至 6月份持平。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利润增
长。1至 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
润同比增长 12.8%，大幅高于规上
工业平均水平 9.2个百分点，拉动
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2.1个百分点，
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近
六成，引领作用明显。

装备制造业利润稳定增长。
1至 7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
增长 6.1%，保持稳定增长，为规上
工业利润恢复提供重要支撑。从
占比看，装备制造业利润占规上

工业的比重为 35.1%，同比提高
0.8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结构
不断优化。从行业看，装备制造
业的 8个行业中有 6个实现增长，
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电子等
行业在生产快速增长带动下，行
业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6.9%、
25.1%，自年初以来持续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
数增长。1至 7月份，消费品制造
业利润同比增长 10.2%，增速高于
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6.6个百分点。

“总体看，规上工业企业效益
延续平稳恢复态势，但同时也要
看到，国内消费需求依然偏弱，外
部环境复杂多变，工业企业效益
恢复基础仍需继续巩固。”国家统
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
下阶段，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加有力扩
大内需，针对性采取措施畅通经
济循环，落实落细各项改革部署，
进一步推动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发展，不断增强工业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态势。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记
者  樊曦）   记者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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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8 亿
人次大关，达 8.02亿人次，同比增
长 6.2%，日均发送旅客 14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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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部门认真统筹
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制定暑
期旅客运输工作方案，加大运输能
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
努力为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和经济
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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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学季
临近，为确保学生旅客顺利购票，
国铁南昌局集团公司提前对自助
售取票机进行维护，动态增设人
工售退改签窗口，同时在管内多
地火车站增设学生购票专用窗
口，并延长窗口开放时间；国铁成
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电网贵阳供
电局密切协作，对贵阳北站、贵阳
东站等高铁枢纽站及管内沪昆、
贵广等高速铁路沿线供电设施开
展安全巡查；国铁郑州局集团公
司积极推广计次票等新型票制服
务，提升铁路畅行码、“静音车
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出
行服务效率和品质。

本项目近远期规划总用地
面积 2514 平方米（3.77 亩），近
期规划用地面积 1201.74 平方
米，项目污水处理厂近期工程
设计处理规模为 150 立方米/
天，远期工程合计处理规模为
1000 立方米/天，项目配套附属
用房、值班室、变配电室、进出
水在线监测房、危废暂存间，构
筑物均采用一体化集装箱活动
板房，厂家定制。根据园区近
期企业入驻情况，结合实际规
划设计方案，本次环评仅针对
项目近期污水处理厂工程开展
评价，不涉及污水管网及远期
污水处理厂工程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 众 可 通 过（ 邮 箱 ：
PUERPULAN@126. com；密码：
PEPL2866000）邮件查阅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也可联系建
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获取纸质报
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为普洱市思茅生

物医药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
周边居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可通过邮箱：
PUERPULAN@126. com；密码：
PEPL2866000邮件获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

五、联系方式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有宝贵

意见或建议，在本公示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可用写信、打电
话等形式及时反映给建设单位
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
式如下：

1. 环评单位：普洱普蓝环
境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云南省普洱市
思茅区山之梦 6栋

电话：18287925105
座机：0879—2866000
邮箱：1139700292@qq.com
2.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普洱南邦河生

物药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鲁浩然   
电话：13769086366

普洱市思茅生物医药产业园
污水处理厂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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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3.6%

暑运以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8亿人次

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百花齐放”

宁洱县建设村：中药材育苗 为集体经济育“财”

景谷县芒旺村：探索多元路径 激活发展动能

江城县：五种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本 报 讯（记 者  吕 禾  刘 丹）   
8 月 27 日，普洱市政协以视频会
议形式召开“全面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 全面推行使用国
家统编教材”协商活动（以下简
称：“双推”协商活动）推进会。市
政协副主席白海思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政协秘书长王国斌出席会
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要
压实责任，专题研究一次“双推”
协商活动、安排一次专题汇报、召
开一次工作推进会、完善一次有
效的活动方案，确保“双推”协商
活动落地见效。要明确工作重
点，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各个工作
平台的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把“双推”协商活动转化为群众的

自觉行动。要强化工作落实，按
照省、市政协工作要求，加大统筹
力度，强化目标成效，积极总结创
新，共同把全市“双推”协商活动
推上新台阶。

“双推”活动，即推广普通话
和推广规范汉字，这一举措旨在
加强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打破
语言隔阂，促进文化认同。市政
协结合普洱实际，科学制定了《普
洱市政协系统“双推”协商活动方
案》，在各县（区）开展了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的“双推”协商活动，
让“双推”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
履职质效不断提升。

会上，市政协通报了全市政
协上半年“双推”协商活动开展情
况，部分县（区）政协作交流发言。

普洱市政协召开
“双推”协商活动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范晶
晶  仓上喜）   8 月 26 日，普洱市网
络意识形态、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
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副书记、市
委宣传部部长任远征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动员讲话。

任远征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坚决把“十个坚持”重要原
则落到实处，进一步强化党对网信
工作的全面领导，守牢网络意识形
态主阵地，有效防范应对网络舆情
风险，持续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加
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抓住信
息化发展机遇驱动经济转型，奋力
推动普洱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

灵活运用“三法三化”等科学方式
方法，扎实践行抓工作“三部曲”，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
心，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以更高
的政治站位谋划工作，坚决维护网
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全
市网信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本次培训为期 3天，邀请省、市
网络传播、网络内容管理、网络舆
情、网络安全、信息化等方面的权
威专家对参训学员进行专题辅导。
各县（区）委网信办、融媒体中心、
公安局，市直有关单位、互联网企
业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普洱市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周洁  杨永见 
罗宇  李咏睿  文/图)   景谷傣族彝
族自治县勐班乡芒旺村作为糯扎
渡水电站建设库区的移民搬迁安
置点，自 2015 年成立以来，通过深
入挖掘和整合各类资产资源，实现
了村级集体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
最初仅靠每户 100 元卫生费维持，
到如今年收入达 59.81 万元，芒旺
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2014年，为解决移民点群众的
饮水问题，总投资 270 万元芒旺村
自来水厂应运而生。2016年，自来
水厂成功划转为芒旺村集体资产，
由村党总支直接管理。随着管理
的不断优化，该厂不仅保障了本村
及周边四个村委会 800多户的人畜
饮水，还解决了集镇部分群众的饮
水难题。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水
资源利用效率，还每年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 13万余元，成为芒旺村集体
经济的主要来源。

为实现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
目标，芒旺村党总支积极整合土地
资源，争取到上级项目资金 500 万

元，建设了 110 亩大棚蔬菜生产种
植基地，并成功引进普洱中蔬万昌
农业有限公司入驻。这一举措不
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 5万余元的
租金收入，还为无法外出务工的特

殊人群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每
年仅大棚基地的务工收入就可达
30余万元，有效拓宽了村民的收入
渠道。

芒旺村广场作为糯扎渡库区
移民项目的一部分，自 2017年建成
以来，一直是村民休闲娱乐的重要
场所。为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村党
总支创新思路，将广场租赁给农户
用于晾晒农副产品，并联合勐班乡
市场监管所对广场和集贸市场进
行规范化管理，每年可收取近 2 万
元的租赁费和摊位费，进一步丰富
了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来源。

通过挖掘整合现有资源，积极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芒旺村不
仅让沉睡的资源焕发了新的生机，
也让村民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
2023年，芒旺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
入达到 59.81 万元，其中经营性收
入占据了主要比例，为 54.4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