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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盛景总是离不开丰收的画面，普洱大地上满山的果树硕果累累，橙黄的芒果、翠绿的芭蕉、
晶莹的百香果、粉红的火龙果……丰收的果实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农户，一头连着广大消费者。依
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水土资源优势，普洱市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因地制
宜、科学布局，引导农民发展高附加值的林果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刘绍容  文/图）  随
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普洱金树咖啡产
业有限公司的金树秋芒果订单量激
增，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备货发
货。

走进普洱金树咖啡产业有限公
司的芒果包装车间，就能看到工作
人员正忙着分拣、装箱、打包，将一
件件带有“金树秋芒果”字样的礼盒
发往省内外。

据普洱金树咖啡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春梅介绍，公司在澜沧拉
祜族自治县有 400余亩秋芒果基地，
今年产量预计 200 多吨。“金树秋芒
果”上市时间为每年的 8月 26日至 9
月 30 日之间，可以通过多个线上平
台购买。

由于“金树秋芒果”集中在秋季
上市，填补了芒果的销售空白期，且

具有芒果香味浓郁、汁甜爽润、果肉
厚实、纤维丝极少、甜度高等特点，
深受消费者欢迎。

据了解，普洱金树咖啡产业有
限公司注重品牌建设，多年前就成
功注册“金树秋芒果”商标，并连续
两次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
证的绿色食品证书。近年来，“金树
秋芒果”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凸显，在
全国各地都有着稳定的客户群体，
且在不断增长。

澜沧县

芒果

本报讯（通讯员  李佳欣）  当下
正值百香果成熟采摘的季节，在镇
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者东镇
新文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内，一簇
簇翠绿的藤蔓攀爬在棚架上，茂密
的叶片间挂满了圆润饱满的百香
果。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新鲜采摘
的百香果进行分拣、装箱、打包。快
递工作人员又将一箱箱封装完毕的
百香果搬上车，寄往全国各地。

百香果被誉为“果汁之王”，味
道酸甜可口，营养价值高，且种植
周期短、投资少、收益快，定植 4 个
月即可结果。新文村凭借优质的

土壤和水质条件以及丰富的种植
经验，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发展种植百香果 100余亩，
成功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
路。

由于大家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产业发展迅速。百香果种植成为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的重要产业。由于果实品质优
良，每到成熟时节，广东、厦门、重庆
等地的商贩纷纷前来收购，目前价
格在每公斤 15元左右。

“今年我们又更新了品种，种植
‘钦蜜 9号’80余亩，除去人工、有机
肥料、管理等成本，每亩可获得净利
润 1 万元左右。”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林锦丽说。

百香果的丰收，不仅为当地种
植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还为
村民们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
会，成为带领村民们走向幸福生活
的致富果。

本报讯（记者  曾琳寓  赵伟）  
9 月 10 日，普洱市第十九期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青年创业兴乡
专项班在市委党校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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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远征指出，举办此次培训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

作重要论述的要求，是加强青年理
想信念教育的要求，是培育青年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的需
要，要深刻认识本次培训班举办的
重要意义，珍惜机会、认真学习，确
保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任远征强调，要全面把握当前
创业兴乡的总体情况，持续总结

当前工作经验，认真分析存在问
题和不足，抓住普洱发展的历史
机遇和资源优势，聚焦茶叶、咖啡、
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持续抓好青
年创新创业工作，要挺膺担当牢记
嘱托，要坚定信心走稳创业之路，
要抓住机遇投身乡村振兴，让青春
在创业兴乡的新征程中焕发绚丽

光彩。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 5天，设置

了专题教学、创客沙龙、红色教育、
案例教学、体验教学、现场教学、专
题研讨、项目路演等课程。

各县（区）团委、乡村普洱青创
标兵、创业兴乡青年人才代表共 50
人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刘绍容  通讯员 
赵倩  文/图）  眼下，正值火龙果丰收
季，在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勐马镇火龙果种植基地内随处可见
果农们忙碌的身影。

“我们的火龙果种植面积已拓
展至 1200亩，每亩产量 4吨左右，今
年产值预计突破 500 万元。”孟连勐
马朗涵火龙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基地负责人波岩克介绍，这一成绩
的取得，得益于合作社实施的“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波岩克与党员群众携手并进，引
进优质果种，不断提升种植管理技
术，实现了火龙果品质与产量的双
提升。

如今，火龙果种植成了勐马镇
吸引客流的新名片，大量的游客前
来采摘体验，从而带动了餐饮业的
发展。“勐马镇的火龙果具有个大、

皮薄肉厚、糖度高等特点，品质好，
深受消费者青睐。运到西安每公斤
能卖 20元。”据来自陕西的采货商陈
勇介绍，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勐马镇
采购火龙果。

火龙果产业不仅助力勐马镇群
众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还为乡村
振兴增添了新动能。在合作社的不
断创新下，陆续推出了火龙果干、火
龙果花茶等深加工产品，实现了产品
的多元化，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卢 晗） 近
日， 走进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糯扎
渡镇响水河村，一排排高大的芭
蕉树矗立在田间地头，翠绿的芭
蕉叶间挂满了饱满诱人的果实，
一派丰收的景象。

响水河村种植户罗志平说：
“我家种植了 35 亩芭蕉树，一年
大约能收 70吨芭蕉，现在的市场
价是每公斤 4 元，今年预计收入
28万元。”

糯扎渡镇从 2019 年开始推
广种植芭蕉树以来，通过积极引
进优质高产的广粉蕉、苹果粉蕉

等新品种，发动种植能人带领村
民推广种植，邀请技术人员进行
技术培训和指导，进一步提升芭
蕉的产量和品质。

“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
支撑，只有打造适合本地的特色
产业，才能筑牢农户增收致富的
产业根基。”糯扎渡镇副镇长饶
国友介绍，糯扎渡镇地处澜沧江
畔，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日照
充足，种植出的芭蕉口感很好，
主要销往深圳等地。

近年来，糯扎渡镇依托资源
禀赋，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探
索建立“党员帮群众、大户带小
户”机制，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培
育和发展芭蕉产业，把芭蕉产业
作为助推乡村发展的新引擎、群
众增收的致富树。据统计，截至
目前，糯扎渡镇共种植芭蕉树
4300 亩，预计产量 5860 吨，产值
可达 25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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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鄢
凡凯）  9 月 11 日，普洱市委宣传
部举行干部荣誉退休仪式，市委
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任远征
出席仪式。

仪式上，任远征为荣誉退休
的王启孝同志佩戴光荣退休绶
带、大红花，颁发退休证书，并赠
送退休纪念册。王启孝深情回顾
了多年的工作经历，分享了工作
中的难忘瞬间和宝贵的工作经

验，深情表达了对组织的真挚感
谢和美好祝愿；市委宣传部领导
班子代表、职工代表纷纷发言，回
忆与王启孝一起工作、生活的点
滴，分享与他一同共事时的美好
记忆，为他送上美好祝福。

市委老干部局指导组、市委
宣传部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全
体干部职工、市纪委市监委驻市
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成员等 30
余人参加仪式。

本报讯（记者  廖智若愚  鄢
凡凯）  9 月 10 日，全市消费品以
旧换新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市政府副市长杨绍武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商务局通报当前全
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情况。
思茅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有关
部门汇报当前工作进展情况和
下步工作举措。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中，消费被认为是经
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要深
刻认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大

意义，全面分析、准确把握消费
品以旧换新工作面临的形势与
问题，细化工作措施，强化政策
宣传，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活动
内容，让政策真正走进每一户群
众家中；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到
上下联动、部门互动，狠抓落实、
强力推进，合力打好政策组合
拳，持续提升便民服务质量；要
加强风险防范，做好合规的引
导，违规的查处工作。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县
（区）。

普洱市召开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
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梅子镇民乐村文告村民小组，村
民李贞荣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

“金豆”筑梦人，1972 年出生的
他，用 26 年的坚守与奋斗，将一
粒粒不起眼的咖啡豆，变成了带
动全村乃至周边地区增收的“金
豆豆”。

李 贞 荣 的 咖 啡 之 路 始 于
1998 年，那时的他刚转行，就把
目光投向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决定发展咖啡产业。面对当
时咖啡市场的起伏，他有着自己
的坚守，将咖啡企业逐步发展成
为梅子镇的龙头企业。在他的
发展带动下，文告村民小组的咖
啡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亩扩展
到如今的 600 余亩，形成了规模
化、集群化的产业格局。

李贞荣不仅是村民小组长和
梅子民乐咖啡合作社的法人代
表，更是一位心系群众的带头人。
自 2012年担任村民小组长以来，
他以身作则，带领村民改善基础
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将昔日的

“难管组”转变成如今的示范村。
在群众管理上，他公正无私，赢
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在带动致
富上，他更是不遗余力，通过资
金扶持、技术指导等方式，帮助
乡亲们走上了咖啡种植的致富
路。

在咖啡种植领域，李贞荣是
公认的匠人。他深知品种提质的

重要性，便积极引进优质小粒种
咖啡，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模式。通过争取项目支持，带
领合作社完善田间水利、生物杀
虫等设施，实现了咖啡种植的精
细化管理。同时，他还发挥合作
社的经营主体作用，通过订单式
收果、咖啡分级定价等方式，引
导咖农注重质量，实现了咖啡采
摘生产的标准化。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措施让合作社的年销售
额逐年攀升，咖农的收入也显著
增加。

面对当前咖啡产业的转型
升级，李贞荣眼光独到、敢为人
先，敏锐地洞察到国际市场对咖
啡制品的需求变化，主动出击，
将梅子小粒咖啡推向了全国乃
至国际市场。通过参加各类展
会、与知名企业合作等方式，成
功打开了梅子咖啡的知名度。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后，李贞
荣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
抓住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不
断完善咖啡基地的基础设施建
设，升级咖啡烘焙设备，延长产
品加工链。同时，还注册了“咔
哆些啰”商标，计划打造一个集
咖啡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
咖啡庄园。李贞荣的目标很明
确：让梅子镇的小粒咖啡走向全
世界，成为一张响亮的名片。

（宁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李贞荣：“金豆”筑梦人

创赢普洱 创业者·

——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创业之城

普洱市委宣传部举行干部荣誉退休仪式普洱市举办第十九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青年创业兴乡专项班

硕果挂枝头  日子有盼头

本 报 讯（云 南 日 报 记 者  王
丹）  今年以来，云南省各地深化
州市、县区、园区联动，大力实施
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园区招
商引资成效显著。1至 7月，园区
产业招商项目到位资金同比增
长 19.3%，占比 30.8%，较上年提
高 4.5个百分点。

招大引强取得新成效。1至
7 月，园区新签约项目 395 个，同
比增长 39.1%，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42个，同比增长 26.8%。

产业集聚再上新台阶。各
地围绕 12 条重点产业链开展精
准招商，今年园区签约项目主要

集中在先进制造业、绿色能源产
业、光伏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
现代物流、新材料产业，投资额
占比达 70%以上。

沿边产业园招商取得新突
破。瑞丽、河口、磨憨 3个沿边产
业园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1 至 7 月，3 个沿边
产业园产业招商到位资金同比
增长 83.1%。

（来源：《云南日报》；原文链
接 ：https://yndaily. yunnan.
cn/content/202409/08/
content_224137.html）

云南省园区招商项目到位资金增长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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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勐马镇

火龙果

新文村

百香果
响水河村

芭蕉

（上接第 1 版）
此外，游客也可以在品茗古茶

的同时欣赏云海美景，感受茶与云
海结合带来的独特韵味。

   春来景迈山·采茶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2024 年
的春季是景迈山申遗成功后迎来的
第一个春季，也是最忙碌的采茶季
节。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
照耀在郁郁葱葱的茶山上时，茶农
们便踏上了采茶之路。

在帕哎冷山和大平掌古茶林，
村民们腰系茶篓，穿梭于茶树之间，
娴熟地采摘着嫩绿的芽尖。他们一
边采摘，一边谈论着今年的茶叶长

势和采摘技巧，茶林里充满了欢声
笑语。景迈村村民月怕仙说：“每一
片茶叶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和祖
先的智慧，村民对待茶叶充满了敬
畏之心。”

为了确保茶叶的品质和口感，
村民们还遵循着传统的制茶工艺。
采摘的鲜叶经过摊晾、杀青、揉捻、
干燥等工序后，制成了香气扑鼻、鲜
爽清甜的春茶。这些春茶不仅在当
地市场上备受欢迎，还远销国内外，
为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夏到景迈山·过节

夏日炎炎，景迈山却以其独特
的民族风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丝
丝凉意。在这个季节，景迈山会举

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如布朗族
的山康节、傣族的泼水节等。

山康节是布朗人的春节，此时，
人们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声
笑语充满了整个山谷。谈及山康
节，景迈山布朗族刀舞传承人苏兴
华开心地向我们分享：“过节时还要
跳布朗族刀舞，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祭茶魂仪式，更是让人心生敬
畏。在芒景上寨，村民们跳着舞蹈来
到茶祖庙前聚集。随后大家抬着纸
花，手执蜡条，沿着原始森林，穿过
古茶树林，登上帕哎冷山顶上的平
地祈福颂礼，并制作百家宴共同品
尝，寓意着“吃百家宴，纳百家福。”如
今，随着申遗的成功，越来越多的游
客参与其中。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山

间，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每一
景都蕴藏着厚重民族文化的韵味。

这些节日，不仅展示了景迈山
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茶文化资源，还
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游客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
引，前来探寻这片古老茶山的神秘
与美丽。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还写
道：“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也。”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但景迈
山四季轮回之景，从秋日的村寨游
到冬日的云海观赏，从春日的采茶
体验到夏日的节庆狂欢，每一个季
节都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景
迈山不仅仅是一座古老的茶山，更
是一段关于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共荣的美好记忆。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
者  魏弘毅  潘洁）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的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
年末我国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
位超过 1000 万个，约为 1952 年
的 77倍。

报告指出，75 年来，我国商
贸流通体制改革持续深入，商贸

流 通 业 经 营 主 体 成 长 壮 大 。
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接近 60%；到 2023 年
末，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法人单位中民营企业数量占
比超过九成，国有企业占比已不
足 1%。

我国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数量已破千万


