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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7 日，在沙特阿拉
伯王国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
议，将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
界遗产数量增至 57 项，“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也成为全球首
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
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
也。”山间有四时，一年有四季，从去
年的金秋九月至今年的同一时间，
我们跟随季节的脚步，细细品味景
迈山这一年的自然之美与文化韵
味，将景迈山的一年之“景”尽收眼
底、装在心里。

   秋上景迈山·串村

秋上景迈山，最适合的莫过于
串村。2023 年秋天，由于申遗的成
功，串村也有了别样的意义。

秋风起时，景迈山依旧绿意盎
然，沿着蜿蜒的山路，穿梭于错落有
致的村寨之间，每个村寨都是一幅动
人的画卷。翁基古寨，被誉为千年布
朗族古寨，在村寨的北端有着景迈山
上最古老的佛寺——翁基古寺。在
古寺俯瞰翁基古寨，传统的杆栏式房
屋在秋阳的照耀下显得古朴而温暖，
房屋是上下两层的竹楼，楼上用于
居住，楼下被村民改造成茶店、咖啡
店、民族服饰体验店等。

而不远处的芒景上寨和下寨则
是另一番风景，两个寨子紧紧挨着，
一棵巨大的榕树成了分界线，行走
在芒景上寨时，我们经过一家茶坊，
店主魏大喃一家亲切地招呼我们：

“进来喝茶”。茶坊不设门，以自然
之物为饰，小葫芦随风轻摆，大豆角
悠然垂挂，茶树根与火塘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在茶坊外显眼位置还悬
挂着“美丽庭院示范户”的牌子。在
景迈山像这样精美别致的家庭式茶
坊随处可见。

继续往前走，秋风拂过，树叶沙
沙作响，与远处传来的打鼓声交织
成一首悠扬的乡村交响曲，我们被
鼓声吸引过去，忍不住对茶坊老板
娜海称赞道：“你的鼓声和歌声真好
听。”娜海羞涩地笑道：“我还在学
习，寨子里几乎每家茶店的老板都
会弹琴、打鼓，每当夜幕降临，大家
便围坐在火塘边，一边烤茶一边唱
歌打鼓，那是我们的快乐时光。”

转身前往糯岗古寨，这是景迈
山上傣族传统村落景观最鲜明、保
存最完好的寨子。老人在院子里或
悠闲地聊着天，或编织着竹篮；小孩
在寨子里自由奔跑、玩耍；许多外地
游客在村民经营的小店里，或体验
着少数民族服饰，或品尝着当地独
有的烤奶茶，或惬意地喝着咖啡。

在景迈山，糯岗古寨、景迈大

寨、芒洪、翁洼等 9 个村寨被纳入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各
个村寨古老厚重的民族文化各具特
色，别有一番风味。

   冬进景迈山·看云

冬日的景迈山，少了些喧嚣，多
了份静谧。此时的山间，云雾缭绕，
仿佛仙境一般。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景迈山常常能见到“七彩祥云”
的奇观，这不仅是自然之美的极致
展现，更是当地居民心中吉祥如意
的象征。每当云霞满天，整个山都
被染上了一层神秘而绚丽的色彩。

景迈山的云海之美早已“走红”
网络，成了无数人心中的向往之景。
景迈山芒埂寨的村民南塔，以其抖

音账号“景迈山本地茶农南姑娘”为
窗口，向世界展示了景迈山云海的
千变万化。无论是晨光初照时云海
翻腾的磅礴气势，还是夕阳西下时
云海与晚霞交织的温柔瞬间，都吸
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纷纷前往打
卡，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壮丽与
神秘。

随着网络热度的不断攀升，景
迈山观云海的最佳地点也成了游客
们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如翁基观
景台、景迈大寨金塔，还有村民经营
的客栈楼顶等以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成了观赏云海的最佳选择。站
在这里，当云海翻腾，山峰或茶林时
隐时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让人
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江城县委统战部）  近
年来，驻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
融机构坚持将“三个赋予一个有利
于”融入服务基层群众、实体经济、
乡村振兴、“三农”等各方面全过程，
坚持做到各项金融服务都赋予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赋予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赋予改
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赋能企业发展，画好民族团结
“同心圆”。全面落实国家扶持民族

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企业发展的优
惠政策，加大对民族贸易企业的走访
对接和政策宣传力度，强化金融与民
宗、财政等部门的联系，做好民族贸
易企业认定和贴息工作。自 2021年
以来，全县认定民族贸易企业 8家，
已实现金融对接全覆盖，共落实民
贸民品贷款贴息金额298.41万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奏响
民族团结“进步曲”。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引导金融资源向脱贫人口、边缘
人口倾斜，助力改善民族地区基础
设施条件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结
合民族手工业、民俗体验观光等特
色产业的发展，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激发民族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活力，
助力各民族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伐。2024 年，仅农行江城县支行就
发放 4233 笔个人贷款 27536 万元。
其中，农户贷款 3133笔 18283万元。
支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农行
江城县支行对 11 个沿边行政村的
1521 户农户进行授信建档，授信金
额 1.82 亿元。建立 56 个惠农支付
点，实现行政村惠农支付点 100%全
覆 盖 。 2024 年 ，金 融 性 交 易 达
18200笔，非金融性交易 5600笔，实
现贷款引荐 3020笔，让村民足不出
村就享受了优质的金融服务。

发展优势产业，浇开民族团结
“幸福花”。在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中
持续注入金融活水，重点支持茶产
业 1.72 亿元、橡胶产业 4558.28 万
元、坚果产业 7517.01 万元、咖啡产
业 1025万元、沃柑产业 600万元、香

蕉产业 1283万元、小花糯玉米产业
500 万元，并实现从企业到农户、大
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中前端产业
链支持，促进了群众增收致富。

加大普惠力度，增强民族团结
“向心力”。聚焦基础金融服务，持
续提升金融服务民族地区和少数民
族群众的普惠性、适应性，延伸服务
广度，拓展服务深度，提升服务温
度。今年上半年，农行江城县支行
累计投放 2826 笔个人普惠金融贷
款，贷款余额 1.55亿元，为农林牧渔
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 810
个经营主体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的难题。通过打造一系列惠
民利企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提升
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认
同感。

本报讯（记者  臧灵）  近年来，
普洱市紧紧围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需要，完善
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统筹推进高
原特色农业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拓宽进入渠道，壮大农业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采取学习培训等有
力措施，推进农技推广人员知识更
新和学历提升，有效提高业务能力；
通过公开考试招录、遴选等办法，择
优招进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
验丰富的农业专技人才，有效破解

“小队伍”支撑“大产业”的难题。目
前，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共有专业技
术人员 2666人。近三年来，市农业
农村系统共招考农业专业人才 19
人、遴选调入 4 人、引进青年人才 4
名、安置退役军人 4名。

创新培训方式，建强高素质农
民队伍。聚焦“1+3+12”重点特色农
业全产业链技能水平提高，以村“两
委”班子成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
责人、乡村致富带头人等在乡村振
兴中有致富示范带动的群体为重
点，分产业、分类型、分层次建立培
训对象库，全面加强农民素质培训
提升工作。举办青年先锋电商、粮
食安全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
等专题培训班，全市高素质农民累
计达 11462人。实施咖啡全产业链
人才队伍建设，累计培训咖啡师
1.23万人、咖啡种植加工烘焙等 1.5
万余人。依托国家科技特派团“组
团式”帮扶人才资源，聚焦茶叶、中
药材、蔬菜等主导产业，培训基层农
业产业技术员和农民 3840人次，科

技特派团专家与本土产业专技人员
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结对帮扶工
作。邀请上海市农业专家到普洱市
开展农业专业技术培训 400 人，普
洱市选派 40 名农业技术人才到上
海市金山区跟岗锻炼。同时，坚持
把培育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的战略抓手，聚焦生产经
营主体人才建设，围绕产业、技能环
节，采取多种培训模式，开展农村实
用型人才培训。据统计，目前全市
共有农村实用人才 161781人，乡村
工匠培训从业人员 2295人，带动就

业 2247人。
发挥“头雁”效应，培育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围绕“培育一支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带
动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雁
阵’，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的目
标，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截至目前，普洱
市“头雁”人才达 115人。每个行政
村每年培养 3 至 5 名农村致富带头
人，目前全市共培育 2570 人，有效
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年之“景”
——景迈山申遗成功一周年系列报道（上）

▱记者  徐一丹  张国营/文  周思雨/图

本报讯（记者  付颖）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公布了
2021 年批准建设的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和技术
创新中心集中验收结果，29个重
点实验室和 15 个技术创新中心
通过验收并正式运行。其中，由
普洱市筹建的国家市场监管技
术创新中心（咖啡质量基础与产
业服务）通过验收。

2021 年 9 月，普洱市获批筹
建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
（咖啡质量基础与产业服务），是
全国获批筹建的 19 个国家市场
监管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云南省
唯一获批筹建的技术创新中心，
也是唯一以咖啡产业质量基础和
产业服务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中

心。自筹建以来，创新中心聚焦
咖啡产业存在的问题，按照“聚
智、开放、协同、共赢”的原则，协
同共建单位，开展咖啡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研究、质量基础研究、成
果转化孵化及产业服务体系建
设，基本形成了“五个平台”“四个
基地”“三个体系”全产业链的咖
啡质量基础与产业服务技术创新
综合体，在全链条推动咖啡产业
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创新中心将以此为契机，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通过平台汇聚
资源，紧扣重大技术创新，聚焦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服务，
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快培育和形
成新质生产力，服务中国咖啡产
业高质量发展。

普洱市：抓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江城县：金融活水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

（咖啡质量基础与产业服务）通过验收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中国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民族复兴伟业！！

本 报 讯（记 者  张 国 营）  9 月 11 日上
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推进会召开。受市委书记李庆元委
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刚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自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以来，
全市各级各部门打破常规、集中攻坚，全力
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但也要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举一反
三，深入排查问题和差距，针对性采取超常
规措施加以解决，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

会议强调，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识集中
整治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
群众的“点滴小事”当成“心头大事”去干，
通过解决一件件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直接、
最现实的身边事，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爱就在身边、
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

会议强调，要精准排查发现问题，逐项
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台账、逐个
销号；要超常规查办案件，达到整治、法纪、
社会“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要加大整改整
治力度，办成一批民生实事，形成一批制度
性成果，让群众可感可知可及；要压紧压实
各级责任，落实好“主动想”“扎实干”“看
效果”的抓工作“三部曲”要求，践行“三个
马上”和“三法三化”，按照责任分工清单
化具体化抓好各项任务；要常态长效推进
整治，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会上，通报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
督导组、省纪委省监委第三督导组督导普
洱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分县（区）和市
级行业主管部门汇报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
况，并对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耕地占补平
衡等工作进行了安排。

姬兴江、李旭东、倪正刘、杨中兴、别燕
妮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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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臧 灵）  9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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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次会议、市政府第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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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
究防汛减灾、消费品以旧换新等
工作。

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以深刻
领会和践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为主线，认真落实清廉
云南建设“十大行动”工作要求，
持续推进清廉普洱建设，全力整
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把党纪学习教育落实到具体
人、具体事，让党员干部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

会议强调，当前普洱仍处汛
期，决不能因为超强台风“摩羯”
残余环流对普洱影响结束而放松
警惕、麻痹大意。各级各部门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
广东等地台风灾害作出的重要指
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工作部署，
进一步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优
化完善协调会商、信息共享、灾情
评估等机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
应联动，强化公众预警宣传，做
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和避险安
置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推动消费品以旧
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高
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部署，
有助于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增
强经济活力。要精准把握政策
导向，用足用活用好政策和资
金，扎实开展汽车、电动自行车、
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活
动，让更多“真金白银”惠及消费
者。要持续做好宣传引导，以百
姓喜闻乐见的方式生动解读政
策，精选对象、精准推送，满足群
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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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