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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普洱市商务局）   8 月
26 日，普洱江城泰寮进出口有限公
司申报的首单以“9710”报关模式出
口的货物顺利出口越南，标志着普
洱市跨境电商实现零的突破，外向
型经济发展又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
贸出口形势，普洱市商务局积极寻
求新的贸易方式——“9710”报关模
式，即请境内企业通过跨境平台与
境外企业进行交易。此前，普洱市
商务局邀请云南恒投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到普洱开展跨境电商“数字
百讲”培训，对从事外贸出口业务的
10余户企业上门全流程指导。

据悉，本单出口货物为 26 吨蔬
菜，由云南恒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安排专人“一对一”进行服务，从
企业备案至成功离境全程跟踪，在
确保每个环节合规、合法的同时，缩
短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运营成本，实
现出口到越南的新鲜蔬菜 24 小时
内送达，有效保障了消费者对鲜活
农产品新鲜、安全、高品质的要求。

普洱市商务局将以首单跨境电
商出口为契机，进一步加大跨境电
商业务流程的宣传指导力度，积极
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发展，助力普洱市外贸经济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澜沧供电局）   近日，
随着 110千伏新建东河输变电工程
110千伏主变第五次冲击正常，标志
着南方电网云南普洱供电局承建的
110 千伏东河输变电工程项目顺利
投产。

该项目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大山乡，新建 110 千伏和 35 千伏线
路全长 128公里，途经澜沧县 8个乡
（镇），总投资 1.8 亿元，是普洱电网
近 10年来建成投产投资最大的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据悉，该工程建成投运后，将优

化澜沧东北片区电网的网架结构，
配套建设 35千伏富东变电站、满帕
河变电站和新城变电站联络线，形
成供区“手拉手”环网，有效解决东
河乡、谦六乡、大山乡 10 千伏超长
80 公里线路长期存在的供电半径
大、分支多、故障频发且基本无法实
现转供电的难题，极大地提高了当
地居民的供电可靠性。

正值牛油果生长期，漫山的
果树绿成一片森林，拳头大小的
牛油果挂满枝头。

这里，是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芒信镇芒信村，是国内
唯一的牛油果“盒马村”，也是中
国最偏远的“盒马村”。

“根本数不过来。”工作间隙，
芒信村种植基地管护员岩帅有个
习惯，看到挂果多的牛油果树，就
要把一树的果子数一遍。“最多的
一棵树结了 1000多个果子。”牛油
果在超市是论个买，一个 10 多块
钱。数果子是他每天快乐的源
泉。

成为盒马村“村民”两年多
来，岩帅精心管护的牛油果直供

“盒马鲜生”超市，进入全国各大
城市。每年销售 3000多万元的果
品，给边境乡村带来稳定可观的
收入，也吸引更多人将目光投向
这片神秘而美丽的边境村寨。

“牛”村兴起新时尚

芒信村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与缅甸毗邻，紧邻孟连口岸芒信
通道。每年进入甘蔗榨季，芒信
通道热闹繁忙，等待通关的大货
车排成长龙。作为出入境通道必
经的国门村寨，芒信村村民与外
界交往频繁，对美好生活充满想
象力。

下午 6 时，家住芒信大寨的
岩帅准点下班，他和一同在牛油
果基地务工的村民骑上摩托车，
不到 5 分钟便回到基地附近的家
中。

饭菜已飘香。“再过两个月果
实熟了，还可以尝到我们的牛油
果煮稀饭、牛油果拌腌菜、牛油果
炖土鸡。”岩帅说，这两年，芒信村
有了新“食”尚，他们结合自己的
饮食习惯，自创了很多奇妙搭配
的“土味”牛油果食谱。

住进楼房，家门口上班，出行
便利，邻里和睦……边境村寨的

日子一直在改变。芒信村党委副
书记石老二说：“在现代化边境幸
福村建设中，全村 20 个村民小组
的道路、‘两污’处理设施、公厕、
活动广场、电网线路等公共基础
配套全面改造提升，家家户户围
起小院，硬化道路四通八达……
还获得 2023年云南省‘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优秀成果评选一
等奖。”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边
境村庄越来越美。这与多年前种
下的这棵“洋水果”密不可分。

2015 年，普洱绿银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在芒信大寨开始尝试规
模化种植牛油果，岩帅成了公司
的一员，参与种植、管护。从那时
起，他和村民们与这颗绿果结下
了不解之缘。他将自家 14亩土地
流转给公司，在公司一干就是 10
个年头。

公司落户于此，是因为这里
的光照、气候、土壤等比较适宜种
植牛油果，同时得到芒信村的大
力支持配合，村民流转了 3000 亩
产业发展用地；区位上也有优势，
别看是个边境村，转身向前就是
国际市场。芒信人称村子为“牛
村”，既取自牛油果，也蕴含着发
展越来越“牛”的底气。

如今，全县牛油果种植面积
超过 12 万亩，仅芒信村就有 1 万
多亩，成为国内最早实现规模化
种植的示范基地。在这片基地
上，种出了中国第一批走向市场
的国产牛油果。这棵“洋水果”在
孟连落地扎根，前景可期的新兴
产业正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牛”村来了创业者

培育种苗、出产鲜果、精深加
工，全产业链的业态生长，让芒信
村正成长为中国牛油果产业的中
心。

驱车在牛油果林间穿行，映
入眼帘的是两座现代化生产车
间，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的牛油果良种繁育中心、牛油果
鲜果分拣中心，坐落于种植基地
的青山绿树中。

“我们还启动建设国内第一
个牛油果果泥生产线，即将在
2024 年产季投入生产，牛油果产
业正在向精深加工升级发展。”

                      （下转第 2 版）

本 报 讯（思 茅 区 委 组 织
部）   今年以来，思茅区以“三
有”行动构建适应新兴业态特
点的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实
现“三新”党员管理由零散向系
统、活动参与由被动向主动、作
用发挥由单点用力向联合发力
转变。

组织覆盖“有心”，推动
“需”和“供”精准匹配。探索构
建“一圈、共行、全覆盖”架构，
将商圈范围内的居民、商户和
企业凝聚起来。“一圈”即发挥
商圈党委的引领作用，通过区
域联建、行业统建的方式，打造
茶马古城商圈“大马文化广场”
活动阵地，开展共建联评活动，
构建“温度党建、温情治理、温
馨服务”的商圈格局。“共行”即
推行“社区组织+两新组织”同
向共行模式，25 个“两新”组织
与社区结对共建。同时，成立 3
个“两新”组织党委、18 个社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站。“全覆
盖”即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情
况开展摸底排查，健全完善、动
态更新工作台账，确保有党员的

“两新”组织均有党组织覆盖。
保障机制“有新”，推动

“管”和“教”相融相促。针对商
圈业态复杂、党建工作基础薄
弱的特点，推深做实“月提醒、
季督导、半年推进、年度考核”
工作机制。推进定期走访调
研、培训宣讲、研究落实“三定
期”指导机制，累计在“三新”选

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64人，指导
“三新”组织 326个。在云南湄
公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天士
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构建“红色学堂”“红色
书角”“红色故事”，形成三个

“红色矩阵”，围绕党建品牌、工
作思路开展座谈研讨，大力营
造学理论、强党性、做表率、大
发展的良好氛围。

作用发挥“有行”，推动
“知”和“行”同频共振。深化
“一个支部一件实事”机制，推
动新兴领域在职党员到社区服
务群众，鼓励新兴领域党员深
入群众听民意、访民情，提出改
进社区工作办法措施 49 条。
针对“三新”党员参与志愿服
务、基层治理的需求，将 512名

“三新”党员划分到 20 个社区
的党建网格，成立 11 支“茶城
三新党员先锋服务队”，纳入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网统管”平
台，融入线索发现、收集、流转、
交办、反馈、处理全链条，进一
步延伸基层治理触角。由社区
党组织牵头，定期开展美化家
园、爱心义剪等服务活动。每
季度根据党员参加组织生活、
志愿活动的次数、内容、时长等
登记积分，以积分兑换享受相
应折扣。今年以来，共有 200
余名党员注册参加“红色新引
力”项目，开展主题志愿活动
100余场次，服务居民 10000余
人次。

一个“茶”字，拆开来看就是“人
在草木间”。在普洱的景迈山上，这
一意境已呈现千年。

这座平均海拔 1400 米的古茶
山里，森林、古茶林、村落交织共存，
形成独特的空间组合。山共林，林
生茶，茶绕村。

23岁的岩温发来自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惠民镇景迈村，他带着记者
来到景迈山的大平掌古茶林。在这
里，有高耸的古木，也有新生的树
苗，不同层次的绿色铺满整个山坡，
时间的沉静和生命的活力交织在一
起。

“这些高大乔木下面错落分布
的是古茶树，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林
下茶种植技术，简单来说，茶是在树
林下种出来的。”岩温发说。

“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林。”普
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局长张
丕生告诉记者，景迈山古茶林有千
余年历史，是世界上保存完整、面积
较大、种植历史悠久的人工栽培古
茶林典型代表，其中集中连片面积
达 1.8万亩。

茶林之中，有系着红布条的“茶
神树”，每年春茶开采前都会受到村
民的祭拜；有被称作“蜂神树”的古
榕树，几十个扇形蜂巢挂在层叠的
树干上……当地人敬重自然、热爱
自然，认为茶树有灵、自然有灵。

人在草木间，茶香飘千年。
经过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景

迈山世居民族创造了包括种茶制
茶、食茶用茶、品茶咏茶等在内的一
系列茶文化。婚丧嫁娶、商讨要事
……在这里，很多事情都在喝茶中
解决。

去年 9 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
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7
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以茶为

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景迈山被更
多人知晓，也吸引了更多人抵达。

在景迈山的翁基古寨，雨水时
而滂沱、时而淅沥，游客却依旧不
少。惠民镇芒景村村民张光明经营
的客栈，也入住了多位游客。

“我最开始是销售茶叶的，经营
的民宿主要给茶商朋友住。申遗成
功后，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我又开了
第二家民宿。”张光明说。

数据显示，景迈山自 2023 年 9
月以来共接待游客 40.2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3.38亿元。

“在发挥景迈山自然资源优势、
生态环境优势的基础上，我们确立
了以普洱茶产业为主导、‘茶文旅’
产业融合的发展定位，引进先进技
术设备，提升加工技术工艺。”惠民
镇镇长阳崇刚说。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高水
平保护持续推进。

“申遗成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
更大的责任、更高的标准。”张丕生
说，今年 1 月，《景迈山古茶林保护
管理技术规范》开始实施，对古茶林
的日常管理和树体养护等进行技术
规范，进一步促进古茶林的有效保
护、科学管养和合理利用。

再过不久，景迈山的秋茶就要
开始采收，村民们期待着能有个好
收成。

岩温发告诉记者，祖先种下的
茶树养活了世世代代的景迈儿女。

“接过祖先留下的古茶林，我们要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们。”

林茶共生，人地共荣。景迈山
上，人与自然共同谱写的美妙协奏
曲仍在继续……

新华社昆明 8 月 25 日电
新华社记者申铖  赵彩琳  辛悦卫

本报讯（云南省社科联）   8 月
25 日，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
布第二届“人文社科之光”云南省社
科普及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其
中，由普洱市社科联报送的短视频
《中国有座景迈山》获一等奖。

据悉，第二届“人文社科之光”
云南省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由江苏
省社科联发起，联合全国各省（区、

市）社科联共同主办，大赛主题为
“赓续中华文脉 建设现代文明”。
云南省社科联作为大赛的联合主办
单位，面向全省征集到社科普及短
视频作品 217 部，并评选出第二届

“人文社科之光”云南省社科普及短
视频大赛一等奖 5项、二等奖 10项、
三等奖 20项。

本报讯（通讯员  姚梦溪  蒲兴
南）   近日，云南省第六届群众文化

“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临沧市
举行，普洱市选送的音乐类（合唱）
作品《鼓歌》、书法类作品《中华复兴
赋》荣获“彩云奖”。

据悉，本届“彩云奖”共组织了 7
个艺术门类进行评比，参赛作品聚
焦时代热点、反映现实生活，挖掘群
众身边故事，有机结合各地自然风
光和人文风情，形成了群众创、群众
演、群众看、群众乐，交融、开放、和
谐、生动的局面。

作品《鼓歌》创作灵感源于哈尼
族优秀传统文化，歌词以哈尼族的
迁徙史为切入点，将象征吉祥、幸
福、安康的白鹇鸟赋予浪漫主义色

彩，把梯田作为民族的符号，把英雄
的传奇故事作为力量的源泉，通过

“哈尼语+汉语、原生态旋律+创作旋
律、传统鼓点+现代配器、民族+通
俗、领唱+多声部合唱、碧约牛皮大
鼓舞+白宏扭鼓舞”的方式，形成哈
尼族独树一帜的混声合唱。

书法作品《中华复兴赋》以黑底
白字、扇形格式呈现，取法于古代书
法大家王羲之、钟繇、王宠的笔法精
髓，格式上独具匠心，展现出别样的
艺术美感。

（（记者记者    胡雪英胡雪英    摄摄））

景迈山上，“人在草木间”

普洱市 2 件作品获云南省第六届
群众文化“彩云奖”

《中国有座景迈山》
获全省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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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跨境电商实现零的突破

思茅区：“三有”行动
聚“ 新 ”更 聚“ 心 ”

芒信村：边境线上的牛油果“盒马村”
▱云南日报记者  胡梅君   沈浩

坚定理想信念
发扬斗争精神
推动伟大实践

（（记者记者    卢磊卢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